


扶 绥 县

扶绥县地跨左江两岸，湘桂铁路自东向西横贯中部。盛产黄豆、花生、甘蔗、西瓜、黄麻等经济

作物。境内有自治区三大煤田之一的“东罗煤矿”，有珍贵动物白头叶猴和稀有植物金花茶。1973 年在

此出土的恐龙化石被命名为“扶绥中国上龙”。

位置面积 扶绥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东接南宁市，西邻崇左县，南连上思县，

北靠隆安县，西南与宁明县交界，东南与邕宁县接壤。南北最大纵距 78 公里，东西最大横距

55 公里，总面积 2,875 平方公里，合 431.25 万亩。其中陆地 419.16 万亩，水域 12.09 万亩。

县治新宁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55 公里。

建置沿革 扶绥县是由原扶南、同正、绥渌 3县合并而成。扶南县地秦属桂林郡南海尉；

唐初置武黎、如和 2土县，属羁縻西原州，后于本县地置笼洲，天宝三年（744 年）改为扶南

郡；明隆庆六年(1572 年)改土归流，于原武黎、如和地置新宁州；民国三年（1914 年）改为

扶南县。同正县地秦属象郡陆梁蛮峒；汉建武十九年（43 年）于此置陀陵土县；唐开元二年

（714 年）增置思同土州；宋皇祐五年(1053 年)又增置罗阳、永康 2土县；明成化八年（1472

年）永康士县改土归流，升永康县，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撤恩同土州，并入永康，升永

康州；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再撤陀陵土县，并入永康州；民国元年(1912 年)改永康州

为永康县，民国三年（1914 年）改称同正县，民国十七年（1928 年）罗阳土县亦并入同正县。

绥渌县汉属郁林郡临尘县地；唐为羁縻罗笼县；宋皇祐五年(1053 年)后为羁縻忠州；元、明、

清为土忠州；民国五年(1916 年)改为绥渌县。1951 年 7 月，并扶南、同正、绥渌 3 县为扶同

绥县，后改称扶绥县。1959 年 12 月，与崇左县合并称左江县，后改名崇左县，1962 年 4 月复

分设，仍为抉绥县至今。



行政区划 1984 年，县辖 7乡：扶南、龙头、岜盆、山圩、渠旧、柳桥、昌平；1区：中

东；4镇：新宁、渠黎、东门、东罗。下村民委员会 127 个，自然村（圩）810 个。

县治新宁镇 1984 年有 4,377 户，21,973 人。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53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196 4 年

第二次

人口普查

1982 年

第三次

人口普查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40500 40050 45962 64327 58.8 60.6 40.0

总 人 口 178300 186068 221009 348529 95.5 87.3

性别

构成

男 109250 179329 64.1

女 111759 169200 51.4

地区

构成

城镇 13500 2310 16802 38917 188.3 1584.7 132.6

农 村 164800 183758 204207 309612 87.9 68.5 51.6

1984年，全县总人口360,247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25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6.36‰。

据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有壮族 286,291 人，占总人口的 82.14%，汉族 61,515 人，

占总人口的 17.65%，瑶族 513 人，苗、京、仫佬、侗、回、彝、水等族共 140 人。外国人加

入中国籍的有 70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扶绥县地处低山丘陵地带，北有西大明山支脉，南有十万大山余脉，左江自西向

东蜿蜒横贯。全县地势南北高，中部低，略呈沟槽状。

山 脉 十万大山余脉四方岭，由东向南伸延，主峰蕾烟泰海拔 834.5 米。西大明山支脉

三哈秀山海拔 804.1 米。海拔 500 米至 800 米之间的中山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下灵、渌井，维

旧和南部的渌头、那江、板包一带。海抜 250 米至 500 米之间的低山主要分布在西部的渠旧、

渠黎和中部的岜盆、昌平等地。海拔250米以下的孤峰多分布在中部地区。全县山地面积331.91

万亩，占总面积的 76.96%。

河 流 县内河流均属珠江水系。主要有：左江（境内河段也称丽江、渌定江），西起渠旧，

东至龙头汇入邕江，境内长 67.5 公里，河道平均宽 200 米，年径流量 209 亿立方米，全年均

可通航。每年洪水多则 10-20 次，少则 4-5 次。汪庄河：源于四方岭北麓，全长 91 公里，注

入左江，不能通航。另外还有响水河、百夹河、上沙河等，均注入左江。

气 候 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雨多集中在 4-9 月，年平均降雨量为 1,050-1,300 毫

米。年平均日照 1,719.3 小时。全年无霜期为 346 天。年均气温 21.9℃，7月最热，极端高温

38.3℃；1月最冷，极端低温-0.5℃。灾害性天气主要有低温阴雨、寒露风、干旱、台风、冰

雹、霜冻等。

土 壤 全县土壤共分 7个士类，17 个亚类，50 个土属，125 个土种。水田土种主要有三



薄沙黄泥田、沙质黄泥田、黄泥田，铁子田、铁子底田、壤土田、潮沙田、棕泥田、潴育黄泥

田、潴育潮沙田、浅浸田等。畲地土种主要有赤红土、赤沙土、铁子土、多铁子土、铁子底土、

薄层酸性潮沙土、黑色石灰土、多石砾土等。荒山林地土种主要有红土赤红壤、薄中厚层沙页

岩赤红壤、铁砾赤红壤、棕色石灰土等。由于大部分成土母质肥力低，加上地处高温干热地区，

光、热、雨同季，土壤风化、淋溶作用强烈，物质循环周期短，有机质分解迅速，盐基大量流

失，故全县瘦瘠土壤比重很大。耕遗土壤质地多属偏砂、偏石砾永黄泥土，耕层一般只有 10

至 15 公分，又因多分布在岩溶地区，漏水漏肥严重，大部分只宜种植耐旱经济作物。

资 源 矿藏：有煤、铅、锌、重晶石、磷、石灰石、铁、沙金、铜、锰、钴、镍、白泥、

水晶石等 20 多种。其中石灰石分布最广，储量最大，其次是煤、铅、锌、重晶石等。野生禽

兽：有白头叶猴、野猪、南麝、乌猿、水狗、果子狸、貂、旱獭、山羊、山鸡、鹧鸪、毛鸡、

蛤蚧等。野生水产类：有斑鱼、塘角鱼、莫六鱼、水鱼、山瑞、金边龟、鹰嘴龟等。蛇类：有

南蛇、百步蛇、金环蛇、银环蛇、草花蛇等。野生植物：有金花茶和罗汉果、鸡骨革、金银花、

金钱草等中草药 1,000 多种。天然牧场：县内有万亩以上连片天然牧场 14 处，五千亩以上的

有 16 处，千亩以上的有 59 处，千亩以下的有 140 处。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12,578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305.3%，比 1978 年

增长 35.04%，比 1982 年增长 2.97%。1978 年以来递增率为 5.1%。1984 年人均产值为 286 元，

比 1978 年增长 0.5%。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786 年

以来递

增率%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3 年

增长%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3051 6526

4712

95

913

734

72

100

72.20

1.46

13.99

11.25

1.10

7105

4823

199

1112

845

126

100

67.88

2.81

15.65

11.89

1.77

7781

4950

137

1242

1262

190

100

63.62

1.76

15.96

16.22

2.44

155.03 19.23

5.05

44.21

36.04

71.93

163.89

9.51

2.63

-31.16

11.69

49.35

50.79

2.97

0.82

6.29

5.26

9.45

17.55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635,052 亩，其中水田 275,527 亩，畲地 359,525 亩。旱

涝保收 133,863 亩。农业人口 319,800 人（劳动力 145,470 人），人均耕地 1.98 亩。大多实行

一年两熟耕作制，少数水源充足地区实行稻－稻－经济作物一年三熟制。正常年景双季稻种植

面积在 20 万亩左右。

1984 年，全县有农机总动力 72,496 马力，其中耕作机械 2,111 台，37,289 马力，比 1978

年增加 1,282 台，17,284 马力。1984 年春，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11.4 马力。



粮、油、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注意发挥地方优势，推行“多种营经，全面

发展”的方针，粮食播种面积虽然减少，但总产值上升。1984 年，粮食总产量 19,110 万斤，

比 1978 年减产 974 万斤，减少 5%。油料总产量 1,530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103.5%。甘蔗总

产量 105,259 吨，比 1978 年增长 63.7%。粮食收购 1,975 万斤，比 1978 年减收 10 万斤，减

少 0.5%。油脂收购 87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61.1%。

林 业 全县宜林地面积 173 万亩，占总面积的 40.1%。现有林面积 76.3 万亩，其中用材

林 48 万亩，立木蓄积量 46.6 万立方米，主要树种有松、杉、桉等；经济林 2.4 万亩，主要品

种有油桐、荔枝、龙眼、梨、柑、板栗、香蕉等。有国营林场管理的林区 43.3 万亩，乡村管

理的林区 33 万亩，新造林 15.8 万亩，疏林地 13.4 万亩。森林覆盖率为 17.7%。尚有宜林荒

山 67.5 万亩。

牧 业 1984 年全县牛的饲养量 77,107 头，主要用于耕作劳役。生猪存拦数为 124,051

头，年末出栏 57,247 头。羊存拦 6,903 头，出拦 855 兴。1974 年，县供销社建了 1个养鹿场，

试验北鹿南繁，现已发展到近百头。县还有兽医站 1所，种畜场 1个。

副 业 主要有种植、养殖、编织、采集、建筑、运输、采矿和各种加工业等。1984 年，

全县副业产值 1,262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71.9%。

渔 业 全县供养殖水面 6.7 万亩，其中池塘 1.63 万亩，山塘 2.05 万亩，水库 2.74 万亩，

其他 0.3 万亩。笃邦咘水和汪庄水库成鱼产量最高，年平均产 3万斤左右。全县常年成鱼总产

在 300 万斤左右。县有 1 个鱼苗场，1978 年人工孵化鱼苗成功，近年大量引进外地优良品种

在县内推广。

土特产品 白头叶猴：稀有珍贵动物。头与颈项呈白色，白发竖立，形状与一般猴相似。

善攀跳，群居山洞。境内已发现 278 只，分布在岜盆、渠黎，山圩等地。该地区已划为保护区，

由珍贵动物保护站派专人管理。

南麝：山圩、昌平、渠黎、渠旧等地均有。雄性有香囊，所分泌的麝香为名贵药材，有开

窍辟秽、活血散淤之功能。每年可收购半斤以上。

蛤蚧：境内各地均有，年最高收购量达 3.2 万对，一般在 1万对左右。可滋阴壮阳，为滋

补佳品，远销港、澳。近年引为家养，增加了出口量。

莫六鱼：产于左江流域。据说此鱼最大莫过 6斤，因而得名。形似草鱼，鳞呈灰黑色，嘴

生 1块厚肉向外披露。肉香脆可口，为一般鱼所不及，当地人喜用它作宴客佳肴。

西瓜：清甜、质脆、水多，驰名区内外。主要产区是扶南、龙头、岜盆、渠黎。1981 年

以来，年产量超过 1,000 万斤，畅销东北、上海、北京等地。

西瓜丰收



花生：分小花生、大花生两种，全县普遍种植，以渠黎、渠旧、扶南、龙头、岜盆、昌平

出产最多。常年种植面积 4万至 8万亩，产量达 1,500 万斤以上。

黄豆：有黄、黑两种。产于渠黎、柒旧、昌平、岜盆等乡。常年种植 7 万亩左右，产量

750 万斤以上。

姑辽茶：产于东门镇姑辽村。茶味甘涩清香，能提神醒脑、健胃消滞。治疗腹泻，效果甚

佳。清代曾是贡品。

金花茶：世界稀有植物。近年新发现，在陇邓村建有“金花茶保护区”。

水 利 扶绥县三十多年来兴修的水利工程详见下表；

现 有 水 利 设 施 统 计 表

项 目 工程处数 装机台数 功 率
总库容

(亿立方米)

灌溉面积（万亩）

设计 实灌

蓄 总 计 413 3.36 15.78 9.32

水

工

程

其

中

大型水库 1 2.18 5.20 2.19

中型水库 3 0.336 4.47 3.40

小型水库 48 0.814 6.11 3.73

引水工程 22 6.17 5.46

提

水

工

程

总 计 316 364 10.59 8.18

电力灌溉站 65 90 7576 千瓦 5.99

柴油机抽水站 203 203 3565 马力 1.27

水轮泵站 48 71 0.92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78 年

以来递

增率%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3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52.41 100 2788

999

1789

100

35.8

64.2

4753

2433

2320

100

51.2

48.8

4797

2364

2433

100

49.3

50.7

9059.8 72.1

136.6

36.0

O.9

-2.8

4.9

9.5

15.4

5.3

注：1978 年以后的产值包括区、地在县内企业的产值。

工 业 1949 年，全县只有铁木器生产、竹器编织、服装缝纫、印刷等 37 家小手工业，

集中在县城和各小圩镇。至 1984 年底，县办国营工矿企业有印刷厂、水泥厂、砖瓦厂、氮肥

厂、酒厂、农机修造厂、糖厂、淀粉厂、矿粉厂、民矿站、铅锌矿、铁矿、重晶石矿等 13 个，

职工 1,666 人，产值 1,785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37.2%。集体企业有职工 538 人，产值 203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2%。乡镇企业发展到919个，产值771.4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16.08%。

全员劳动生产率为人均 9,563 元，比 1978 年增加 5,179 元。

东罗矿务局：是广西大型煤炭生产基地之一，建于 1958 年 8 月。煤田区域，东西长 60



公里，南北宽 20 公里，总面积 1,100 平方公里。总储煤量 2亿吨。矿务局下设 9个分矿，职

工 7,000 多人。1984 年，全局原煤产量 81.3 万吨。

电 力：全县有 11 万伏变电站 1座，主变器 2台，总容量 1,500 千伏安；3.5 万伏变压站

7座，主变器 15 台，总容量 16,035 千伏安；1万伏主变器 560 台，总容量 53,393 千伏安。有

3.5 万伏高压线路 7条，全长 48 公里；1万伏高压线路 16 条，总长 660 公里；低压线路 1,896

公里。县内有中、小型水电站 43 处，装机容量 1,234 千瓦，发电量 116.85 万度。1984 年，

全县近百分之六十的农户用上了电。

交 通 湘桂铁路横穿境内，设有 5 个火车站。全县公路纵横交错，总长 634 公里，其中

国家级公路 350 公里，可直通南宁、上思、崇左、隆安等地。全县 12 个乡镇都通客车，村村

通汽车。水路运输上通崇左、宁明、龙州，下达南宁、梧州、百色、广州。

邮 电 县内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共 11 所。乡邮路总里程 1,621 公里，委办邮路里程

184 公里，全县有 91%的乡村通邮。城乡电话线路共 496.5 杆程公里，明线载波 14 路。全县共

装电话机 453 部。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2,644 个，从业人员 5,303 人。其中国营网点 73 个，从业

人员 1,078 人；集体网点 258 个，从业人员 1,147 人；个体网点 2,313 个，从业人员 3,078

人。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6,861.35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03.7%。集市贸易额 1,899 万元。

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2,460 万元。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36.3 万元。

财政金融 1984 年财政收入 860 万元（不含上级拨款），财政支出 1,116 万元。城乡储蓄

额 2,401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66.4%；其中农村储蓄 1,09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693.9%。

1984 年农贷发放 1,114.2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307.17 万元；当年累计回收 631.37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11.5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有粮 530 斤，比 1978 年减少 160 斤。农民平均收入 283.7 元，

比 1978 年增长 25.4%，比 1983 年增长 4.6%。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月工资 78 元（含浮动

工资），比 1978 年增长 81%。1984 年，全县销售自行车 6,696 辆，比 1978 年多 4,613 辆；手

表 6,690 块，比 1978 年多 5,222 块；缝纫机 2,013 台，比 1978 年多 1,251 台；收录机 2,965

部，比 1980 年多 947 部；电扇 1,600 台，比 1983 年以前历年总和多 267 台；电视机 997 台，

比 1982 年以前历年总和多 419 台；洗衣机 160 台。1984 年，全县收入万元以上的专业户有 22

户。

文 化
教 育 1950 年，全县有初中 3所，学生 900 多人，教职员 35 人；完小 26 所，村小 283

所，学生 15,293 人，教职员 580 人。1984 年，有普通中学 20 所，学生 12,490 人，教职员 826

人；小学 613 所，学生 50,538 人，教职员 2,338 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95.2%。办了幼儿园，

有 118 班，入园儿童 4,290 人。1981 年至 1984 年，高中毕业生共 3,254 人，考上高、中等专

业院校的有 379 人。此外还有教师进修学校 1所，学生 124 人，教职员 23 人。1984 年恢复壮

文学校，现有教师 18 人，已培训县、乡干部及群师 54 人。



科 技 县有农业、林业、农机、肝癌研究等 4个科研单位。1979 午以来，先后成立了医

学、农学、畜牧兽医、农机、水利、建筑等学会，共有会员 248 人。全县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

885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1人，工程师 7人，农艺师 4人，畜牧兽医师 3人，主治医师 9人。

另外有中教三级 1 人，中教四级 4 人。1978 年以来，有 5 个科研项目获奖，其中“土壤普查

试验成果应用”获国家科委科技成果奖；“结合榨油工艺除去花生油黄曲霉素(AFT)的试验研究”、

“扶绥Ⅱ型省柴炉”、“花生良种良法栽培推广”、“大面积防治水稻赤枯病”等 4项获自治区科

技成果奖。

文化艺术 有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10 处，专业文艺团体 1个。图书馆 1个，藏书 40,042

册。新华书店 1个，图书发行点 13 个。全县有电影院 4座，电影场 10 个，放映单位 74 个。

县城还有影剧院、工人文化官、旱冰场等设施。县有广播站 1个，转播站 10 个，工作人员 31

人。

卫 生 1950 年，全县只有卫生所 3 个，病床 5 张，医务人员 10 人。1984 年，有县人民

医院、妇幼保健所、防疫站、皮肤病防治站、肝癌研究所及各乡镇卫生院等单位 51 个，病床

1,544 张，医务人员 891 人。乡村医疗点 100 多个，医生 346 人。全县已婚育龄妇女 43,273

人，巳实行节育措施的有 27,719 人，节育率达 64.06%。

体 育 县有田径业余体校 1所，先后培训运动员 87 人。1972 年至 1975 年，参加全区性

体育比赛，有 4名运动员获名次。向上输送体育人材 6名。群众性体育活动项目有篮球、排球、

足球、乒乓球、龙舟、拔河、武术、舞狮、舞龙等。

文物胜迹
金鸡岩 位于县城西北角的笔架山腰。主洞面积约 40 平方米，高 4 米。洞口左方有清代

名人邓宅镌书写的“鸡岩帆影”4个 1米见方的大字。左侧有伏波亭，内有伏波将军塑像。左

江岸有 103 级石阶通往洞口，四周林木掩映，与清澈碧透的左江构成一幅秀丽幽雅的画图。洞

内原有金鸡娘娘、班氏夫人、花公、花婆、花木兰等塑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近

年群众自动集资按原样修复。

日月潭 位于渠黎镇笃邦村西的山洞内。方圆约 50 米，潭水长年不枯。日出时光线直照

洞内，潭水五颜六色，十分绚丽。洞西有圆孔穿透石壁，晓霞、银月可倒映潭中，景色更为迷

人。潭水夏凉冬暖，是理想的天然游泳池。

印天池 位于东门镇板包村东南的叫汪山顶。池椭圆如印，形同火山口，面积约 10 多亩。

池水清澈如镜，长年不枯，深不可测。雨季水位下降，旱天水位反而上升。池中有种奇怪的小

鱼，头大身小，形似金鱼。关于印天池，当地有许多神奇的传说，自古以来不少人想探觅它的

奥秘，始终未得其解。

西牛洞 位于渠黎镇渠伦村东南部半山腰。洞外大石上刻有“千岩竞秀”4个大字，为明

嘉靖年间一墨客所书。此洞有两个洞口，向南的洞口，石壁上有不少前人题刻。洞中乳石林立，

美不胜收。徐霞客曾“三误三返”游览此洞，赞美不绝。

岜来山岩画 位于渠黎华侨林场西南 5里处，距左江 20 里。由 11 个褐红色人形图像组成。



画面人物粗犷，造型生动，其中有一腰间佩刀、手持长矛的勇士，脚踏一个船舶状图案，头顶

上一只飞禽，这是目前境内发现的 23 处花山壁画和陆地岩画中唯一有飞禽的图像。

贝丘遗址 在县城西角江西岸村和昌乎乡木民村敢造渡口。1964 年，在江西岸发现有石器、

蚌器、骨器、陶片、兽牙、兽骨及烧土等，堆积密集。1973 年，在敢造渡口发现古人类骨架

14 具，大部分残缺不全，其中有 5具俯卧，2具仰卧，6具侧卧。两处遗址均划为保护点。

抉绥中国上龙 1973 年于山圩乡那派村附近挖掘出土。有辨鳃类、硬鳞鱼鳞片（鳞齿鱼）、

弓鲛牙齿、鱼类骨板、上龙类牙齿、肉食类恐龙牙齿和部分骨骼的化石。此恐龙命名为“扶绥

中国上龙”。

石铲遗址 1978 年，在中东区那淋村发现。在离地表数尺处，有多层整齐的石铲，最大的

长 70 厘米，宽 40 厘米，最小的长 3厘米，宽 2厘米，两边各有对称的小耳孔，人工制作迹象

明显。

石铲

著名人物
谢生桦(1897－1940) 壮族。中东区坡只村人。1925 年到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俄文，准备赴

苏留学。在穗期间，参加工人、学生运动。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留俄预备班被迫解散。1928 年，受党组织委派，以教师身份

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同年 6月在贵县参加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1930 年参加“龙州起义”，

后任崇善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40 年 2 月 2 日不幸被捕，2月 7日牺牲。

郭 城(1916－1984) 壮族。新宁镇人。原名郭锡珩。1938 年在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后到大别山工作。曾任新四军四师参谋，淮北军区政治部组织科巡视员，泗南纵

队一营教导员，第三野战军第三医院政治处主任。建国后，历任桂西壮族自治区工商局局长，

广西省计委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厅长、自治区财贸办公室副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

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邓奇干(1922－1950) 壮族。岜盆乡驮辽村人。1949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领



导的武装斗争。解放初任扶南县副县长。1950 年 2 月，扶南县三、四区土匪暴乱，他率领县

大队和征粮工作队深入土匪控制区竹琴村宣传党的政策，遭到土匪袭击，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

卢金灿(1922－1950) 壮族。扶南乡坛佑村人。曾化名蒋云、卢彪。1947 年 10 月参加上

思、钦州交界处党领导的那齐起义。1948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武工队指导员。1949

年 9 月，任中共扶南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委员。解放初任中共扶南县委副书记。1950

年 4 月因公殉职。

吴凌云(?－1863) 壮族。渠黎镇渠芦村人。原名吴元清。清成丰元年（1851 年），被官府

以“图谋不轨”罪逮捕入狱，越狱后聚众千余，在东罗村揭竿起义，号称“全胜堂”大将军。

提出“杀官保民，劫富济贫，男女平权，共享太平”等口号。咸丰十一年（1861 年），吴凌云

在东罗村建立“延陵国”，称“延陵王”。同治元年（1862 年）12 月，清重兵围攻东罗，相持

两个多月后，起义军粮尽弹绝，吴凌云在突围中阵亡。

曾文鸿(1862－1933) 壮族。中东区中东镇人。原名龙燊，字子仪，号“瓶山野人”。清

光绪十九年（1893 年）举人。先后执教于康山、丽山两书院，后创立永康两等小学。宣统三

年（1911 年）当选广西省咨议局议员，对地方兴革诸事多有建议，当局昏庸，不以采纳，愤

而退隐，继续执教。旋任劝学所所长。1926 年任教于同正县立师范讲习所。生前曾两次主编

《同正县志》，著有《瓶山诗集》、《瓶山文集》。

曾平澜(1898－1943) 壮族。女。中东区中东镇人。1922 年赴日本攻读美术。回国后曾追

随何香凝于穗、沪、港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三十年代初回邕，在雷沛鸿创办的广西国民基础教

育研究院任教。抗战时期，邕城沦陷，回乡任教于同正县立国民中学。著有《平澜诗集》。

黄现璠(1898－1982) 壮族。渠旧乡三合村人。原名甘锦英。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1935

年就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师范学院任历史系教授。建

国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第一届人大代表，广西第二届各界人大代表，全国政

协委员，广西第二届各界协商会委员。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顾问，

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广西历史学会顾问，广西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中国通

史纲要》、《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唐代社会概略》、《广西壮族简史》等。

钟 毅(1901－1940) 壮族。扶南乡长沙村人。原名必魁，字天任。曾就读于韶关诗武堂、

陆军大学。历任广西第七军上校团长、广西省警务处长、第四集团军总部上校参谋、三十一军

一三八师少将旅长等职，1938 年 10 月晋升一七三师中将师长。1939 年参加随枣战役。1940

年 5 月在河南苍台镇遭日寇伏击，全师官兵伤亡殆尽，遂自戕殉国。现河南省苍台镇钟毅将军

殉国处筑有衣冠冢。

重要事件
建立“延陵国” 清咸丰初，以吴凌云为首的左江壮族农民揭竿起义，转战 8年，队伍壮

大到 6-7 万人，先后攻占了新宁、江州、左州、太平、养利、龙州、宁明、上思、隆安等府州，

控制了左江大部分地区。咸丰十一年（1861 年）正月初八，起义军各路汇集东罗村，建立“廷

陵国”。



山圩伏击日本侵略军 1939 年 11 月 14 日，日本侵略军第三师团一部窜至山圩，沿途烧杀

掳掠，无恶不作。在渠透、岑吞、汪榜等村被国民党一八八师伏击，鏖战两昼夜，日军溃败逃

跑。为纪念此役中阵亡的抗日将士，1941 年 4 月 15 日在山圩修建一座纪念塔，纪念碑上刻有

国民党一八八师师长魏镇所写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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