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胜各族自治县

龙胜各族自治县是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境内梯田层叠，森林密布，土特产品丰

富。盛产茶油、桐油；为全区中华猕猴桃主要生产县之一，又为全国重点产漆县之一，罗汉果、茶叶、

楠竹的生产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优质滑石远销国外。花坪自然保护区是天然的动物园、植物团和大地

公园，其内生长着“活化石”银杉及各种珍禽稀兽、奇树异花。

位置面积 龙胜各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东临兴安、资源县，南接灵川、

临桂县，西南与三江侗族自治县和融安县为邻，北和西北分别与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通道

侗族自治县毗连。县治龙胜镇，南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71 公里。

县境东西最大横距80公里，南北最大纵距78公里；总面积2,370.8平方公里，合3,556,200

亩。计陆地 3,510,000 亩，占 98.7%，水域 46,200 亩，占 1.3%。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至隋为始安县地．唐属灵川县地。五代至明属义宁县地（宋

代有桑江寨，明代中后期有“桑江口巡检司”）。清顺治来年(1657－1661 年)，置桑江司，治

所在今和平乡。乾隆六年（1741 年）改桑江司为龙胜厅（县级）。民国元年(1912 年)，改为龙

胜县。建国后，1951 年改为龙胜各族自治区（县级）。1955 年改为龙胜各族自治县。

行政区划 1984 年，全县设 8乡 1镇，即日新、和平、泗水、江底、马堤、平等、瓢里、

三门等乡和龙胜镇。下辖 115 个行政村，5个居民委员会。

县治龙胜镇有 2,280 户，10,085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人口 155,565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65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 14.2‰。全县主要有苗、瑶、侗、壮、汉等 5个民族。据 1982 年人口普查统计，少数民族

占全县人口总数的 74.85%，其中，侗族占 25.4%，壮族占 20.2%，瑶族占 15.8%，苗族占 13.4%。



人 口 民 族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53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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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32 22565 23786 31152 52.46 38.05 30.90

总 人 口 87855 95004 104036 150812 71.66 58.74 44.96

性别

构成

男 48882 53161 78054 59.67 46.83

女 46122 50875 72758 57.75 43.01

地区

构成

城镇 2240 1499 3846 11347 406.56 656.97 195.03

农村 85615 93505 100190 139465 62.89 49.15 39.20

民

族

构

成

苗 10560 10860 13311 20220 91.47 86.18 51.90

瑶 14162 15312 6336 23865 68.51 55.85 46.08

侗 23563 25482 26529 38251 26.33 50.10 44.18

壮 17703 1913T 20550 30505 72.31 59.40 48.44

汉 21867 22999 27288 37932 73.46 64.92 39.00

其他 1214 22 39

自然条件
地 形 境内山岭绵延，层峦叠嶂。地势东、南、北三面高，西部低。全境平均海拔约 700

米，35 度以上的陡坡占土地面积的一半，15 度至 35 度的斜坡占 37.2%，15 度以下的缓坡占

12.8%。地势虽陡，而梯田独特：瑶区潘内的梯田，沿山层叠 14 华里；侗乡平等河两岸和苗村

伟江河两岸的梯田，连绵百余华里；壮寨龙脊，层层梯田盘山绕村，条条渠道婉蜒其间，尤为

壮观。真是：“山到崔嵬犹力耕”。

山 脉 的福平包为苗儿山支脉县东部，跨和平、泗水、江底、马堤等乡，主峰海拔 1,916

米，是县境内最高峰。天平山从桑江沿岸向南连绵起伏，直至临桂、永福两县，耸立于县南部；

山多急流瀑布，林木茂密，野生猕猴桃资源丰富；主峰蔚青岭，海拔 1,895.2 米，其周围辟有

花坪自然保护区。大南山自湘南斜贯县北部，东北－西南走向，海拔大约在 1,300-1,800 米之

间；山高坡陡，河流沿断裂线发育，在山体断裂处形成面积 3万多亩的内流区，土壤肥沃，水

草丰美；在平等、马堤两乡交界处，还有面积达 16 万亩的南山牧场。

河 流 境内水源丰富，480 多条大小溪河主要发源于东、南、北面的山脉，呈树枝状流

向主干桑江。境内河流总长 245 公里，年径流量 262,618 万立方米。其中较大的有石村河，源

于湖南城步县境，由北向南注入桑江；三门河，源于临桂县境，由南向北流入桑江；主干桑江，

源于资源县，横贯县境中部，境内流程 88 公里，西出三江县纳入融江，可通小舟和放木排至

融安、柳州。

气 候 属中亚热带山地气候，冬冷夏凉，多雨多雾。县城年平均气温 18.1℃；1月最冷，

月平均气温 7.8℃；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 26.7℃；极端最高气温 39.5℃（1962 年 7 月 3 日），

极端最低气温-4.8℃（1977 年 1 月 30 日）。立体气候明显，温度随海拔升高而递减，递减率



每上升 100 米，冬季降低 0.4℃，夏季降低 0.6℃，春秋降低 0.5℃。一般无霜期 314 天，最

长 354 天，最短 263 天。年平均降雨量 1,500 毫米，最多为 2,032.6 毫米（1970 年），最少为

1,285.9 毫米（1960 年）；降雨量集中在 4-6 月，6月处于高峰，占全年降雨量的 17-19%。从

对营山沿大虎山、锅底塘至广福顶一线，是暴雨中心；广福顶年降雨量多达 2,981.5 毫米（1968

年），年降雨日在 156-209 天之间。年均日照 1,244 小时。主要气象灾害有：暴雨，造成山洪

暴发，其中发生在 1936、1954、1961、1983 年的 4次特大洪水，冲垮不少桥梁和田园；此外，

还有倒春寒、寒露风及冰雹等。

土 壤 全县土壤分为红壤、黄壤、黄棕壤、水稻土等 4 个土类。其中红壤占 50.6%。水

田以潴育型水稻土为多，有 67,837 亩，占全部水田面积的 62.3%，有机质中等偏高，磷、钾

养分较低。旱地中耕型黄壤土遍布各地，占 74.3%，土层深厚肥沃，适宜种各种经济作物和油

桐、油茶、漆、棕等。林地则以沙页岩母质红壤居多，土层亦深厚，树木生长较快。

资 源 矿藏：有滑石、石煤泥炭、石棉、铅锌、钼、锑、锰、黄金等。已开采的有滑石、

铅锌、石棉、黄金。其中，滑石储量广西居全国各省之冠，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广西的滑

石又主要分布在龙胜境内的三门乡，储量约为 6,000 万吨，且具露天开采的独特条件，更为难

得的是矿产品质量极高，在国内外市场上早己赢得优质信誉。森林：龙胜是广西重要的木材生

产基地县之一，境内山高树多，森林资源丰富，尤以天平山、城岭等地林木茂密，且富水能资

源。在花坪自然保护区内，还保存有较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药用植物：有杜仲、天麻、厚朴、

田七、五倍子、野桂皮、金银花等 292 种。水力：境内溪河落差大，全县河流水电理论蕴藏量

429,600 千瓦，其中可开发的 206,100 千瓦，已开发 6,677 千瓦。主要河流桑江尚未建有水电

站，有待开发。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5,581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2.82 倍，比 1978

年增长 69.5%，比 1983 年增长 9.97%。1978 年以来，平均每年递增 9.2%。1984 年人均产值为

358.76 元。

农 业 全县现有耕地面积 189,300 亩，农业人口 143,431 人（劳动力 66,433 人），人均

耕地 1.32 亩。其中水田 107,600 亩，旱地 81,700 亩。旱涝保收田 75,453 亩。水稻耕作以一

季稻为主。1965 年开始推广双季稻，至 1984 年，种植双季稻面积已有 16,756 亩，占水田面

积的 15.6%。

1984 年全县有各种农业机械 7,737 台，14,241 马力，比 1975 年的 396 台、2,008 马力，

分别增加 18.5 倍和 6.09 倍，平均每百亩耕地拥有农机动力 7.5 马力。

粮、油：从 1978 年至 1983 年，五年间粮食年递增 1.4%。1984 年，全县粮食总产 8,117

万斤，粮食收购 347.93 万斤，油料（花生）总产 2.73 万斤，比 1983 年增产 1.19 万斤。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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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1385.0

587.6

244.0

553.4

－

－

100

42.4

17 .6

40.0

－

－

2932

1496

299

585

549

3

100

51.0

10.2

20.0

18.7

0.1

4090.8

1652.2

1337.8

595.5

496.0

9.3

100

40.4

32.7

14.6

12.1

0.2

4136

1516

1422

626

561

11

100

36.6

34.4

15.1

13.6

0.3

198.6

158.0

482.7

13.1

－

－

41.1

1.3

375.6

7.0

2.2

266.7

1.1

-8.2

6.3

5.1

13.1

18.3

5.9

9.2

29.7

1.1

0.4

24.2

林 业 龙胜是广西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县之一，盛产衫、松、杂木和楠竹。全县现在有

森林面积 174.17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48.9%，立木蓄积量 459.52 万立方米。林木主要分为用

材林、经济林、水源林和薪炭林。其中用材林以衫、松为主，有 123.48 亩；经济林以油茶、

油桐、楠竹为主，有 23.78 万亩。自 1979 年以来，恢复“以林为主，林粮结合，全面发展”

的生产方针，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林场 67 个，用材林及经济林都有新发展。1984 年，本县由桑

江向柳江放送的木材为 7.09 万立方米。经济林除油桐、油茶、漆、棕以外，梨、柑桔等果林

也在扩大。

牧 业 1984 年底全县共有存栏牛 49,500 头，比 1983 年增长 6.2%；存栏生猪 73,500 头，

当年出栏 32,840 头；还出栏羊 6,611 只。全县共有草场面积 687.300 亩，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19.3%，且水草丰盛，发展前景可观。1956 年建立的县辖国营南山牧场面积达 160,000 亩，饲

养有菜牛、绵羊、山羊等。近年来，南山牧场和峦山畜牧场引进优质新疆细毛绵羊和荷兰黑白

花奶牛巳获得成功。

副 业 集体和家庭经营的副业，主要有木器加工、竹藤编织、烧制砖瓦、粮油加工，种

植黄红麻、生姜、烟叶，培植香菇、木耳，饲养家畜、家禽、蜜蜂，割松脂、采集药材等。1984

年，全县木器制品产值 81 万元，国家收购蜂蜜 9,800 斤。有专业户、重点户 191 户，总收入

404,100 元。

渔 业 渔业生产主要为农民个体经营。境内天然溪河水域面积 704 万平方米，出产青鱼、

鲢鱼、鲤鱼、娃娃鱼等。平等、瓢里乡一带的农民，多在池塘、稻田里放养草鱼和鲤鱼，春放

秋捕。

土特产品 茶油：龙胜境内山地多，雨量充沛，是油茶生长的理想生态环境。油茶籽榨出

的油称茶油，可供食用或工业用，余渣可作肥料或洗濯用（1984 年本县茶籽饼皂素利用研究

的科研项目已获成功并通过了地区级鉴定）。全县现有油茶林 14.82 万亩，尚有可垦植面积 10

万多亩，年产茶油 100 万斤以上，最高年产量 230 万斤（1979 年）；1984 年国家收购量为 101

万斤，最高年收购量 170 万斤。

桐油：是化工和国防等工业的重要原料，桐麸是植物性优质有机肥。龙胜种植油桐历史悠



久，有对年桐、老桐、千年桐等品种，投工少，收益快，果大油多，质量好。现有种植面积

4.42 万亩，年产桐油 4,000 担以上。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曾达 2,100 万担（1937 年），目前尚有

可垦植面积 8万多亩，发展潜力很大。

茶叶：龙胜山区多雨多雾，适宜茶树的生长，种植茶叶已有 300 多年历史。产区主要分布

在和平、江底、马堤等乡，有龙脊茶、石地茶、甜茶等 10 个品种。其中龙脊茶在乾隆年间曾

列为“贡茶”，茶味甘醇，清香飘逸，在全国茶叶品种鉴定会上被评定为优良品种之一，国家

每年收购 1,000 担以上。各种茶叶最高年产量可达 3,000 多担。

猕猴桃：藤本浆果，俗称“杨桃”、“藤梨”，性喜生长在沟谷两旁的半阴湿山坡上。果实

呈椭圆形，棕绿色，密披绒毛，一般重 30-50 克。果肉柔软多汁，酸甜适中，有独特香味，并

且富含维生索 C和人体必需的多种稀有氨基酸、鲜脘酸，具有滋补强身、生津润燥、软化血管、

防病防癌的作用，是近年来深受中外市场欢迎的新兴水果。龙胜野生猕猴桃资源丰富，在海拔

200－1,300 米范围内的荒山疏林都有分布，是全区猕猴桃的主要产区之一。各个品种中又以

中华猕猴挑数量最大，年产大约 100 万斤。龙胜的各族农民群众早巳懂得用猕猴桃酿酒，但过

去都是自酿自饮。1974 年县酒厂开始大量收购猕猴桃酿酒。1983 年，县酒厂和猕猴桃制品厂

共收购猕猴桃 45 万斤，所生产的猕猴桃酒、猕猴桄晶、浓缩汁、果浆、汽水等产品在市场上

享有较高声誉。现猕猴桃人工栽培试验已获成功。

猕 猴 桃

罗汉果：味甜性凉，清肺润肠，可作饮料或药用。全县现有 16 万株，年产果 160 多万个。

此外尚有海拔 800 米以下、宜于栽植罗汉果的山地 1万多亩，可种果 200 万株，有待开发。

薏米：主要产于马堤、平等、泗水等乡，可食用或酿酒。入药有清热利湿、健脾等功能。

国家每年收购 4,000 多担。

伟江梨：因产于马堤乡伟江河沿岸一带，故称。有糖梨、桂花梨、细皮梨等优良品种，梨

肉细白脆甜，清香多汁。现有梨树 12,000 多株，年产果 60 多万斤。

生漆：从漆树上割取的树脂，是高级涂料。龙胜种植漆树历史悠久，土质和气候均适宜于



漆树生长，是全国的重点产漆县之一。

松脂：是肥皂、造纸、油漆、橡胶、电器、医药等工业的重要原料。全县现有松林 33 万

多亩，1984 年，国家收购松脂 11.87 万斤。

楠竹：是建筑、造纸、编织等工业和手工业的重要材料。龙胜盛产楠竹，主要产区在江底、

和平等乡，国家每年收购 20 多万根，主要从桑江放排至柳江运出。尚可种植 2万多亩。

水 利 全县水利工程设施至 1984 年底止计有：蓄水工程 3 处，总库容量 39 万立方米；

提水工程 100 处，其中电灌站 24 处，柴油机站 27 处，水轮泵站 49 处，引水工程 2,387 处。

总计有效灌溉面积 93,071 亩。

工 业 1949 年，县内仅有一些榨油、造纸、农具加工和竹木加工的手工业。至 1984 年，

全县已有滑石矿、水泥厂、木器厂、农机修配厂、大米厂、印刷厂、糖果厂、酒厂等 25 个国

营工矿企业。其中县属的 24 家，共有职工 1,554 人，产值 1,178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81.5%。最大的是滑石矿（包括所属的滑石粉厂），有职工 257 人；1984 年滑石产量 271,080

吨，产值 401 万元；因龙胜滑石矿品优质良，合杂质低于国家标准，因而产品畅销国内外。

县管集体企业 1984 年底共有 19 个，职工 199 人，产值 149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0.3%。其中猕猴桃制品厂生产的猕猴桃晶，1983 年获自治区新工业产品“百花奖”。乡镇企

业 44 个，1984 年产值 88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6.1%。个体手工业户 1984 年有 128 户，

从业人员 163 人，收入 30 万元。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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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1984年全县共有小水电站和微型电站73座。总装机容量6,677千瓦，年发电量1,096

万度。其中国营电站 8座，装机容量 6,290 千瓦，集体办微型电站 64 座，装机容量 347 千瓦；

个体办电站 1座，装机容量 40 千瓦。有高压线路 345 公里，低压线路 547 公里。安装变压器

276 台，容量 21,510 千伏安。1984 年，全县平均每人有电 70 度，已有 70%的行政村用电照明。

交 通 全县交通，以公路为主。1949 年，县内仅有 85 公里的简便公路。至 1984 年，全

县共有公路 8条，总长 335.5 公里（其中黑色渣油路面 55 公里）。桂穗公路干线横贯县境。县

城每日均有班车通往桂林、资源、三江以及湖南省城步县。县内班车通达各乡镇，并通至 40%

的行政村。全县共有各种汽车 165 辆，比 1978 年增加 98 辆。1984 年，全县客运量为 865,270

人次（其中县内 649,270 人次，过境 21,600 人次），运出县境的货运量 405,930 吨。河流因河

床窄、水流急不能通航，只有主干桑江可通小舟和放运木排抵达三江、柳州。1984 年，包括

资源县过境的木材在内，桑江木材流送量为 8万多立方米。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所共 10 所．邮路长 1,108 公里，百分之九十八的行政村通邮。农

村电话线单机路 781 对公里。载波电路 8条。共安装电话 412 部，从 1985 年起在县城设立无

线电台，开办军政和民用电讯业务。

商 业 1984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1,376 个，从业人员 2,036 人。其中国营网点 22 个，

从业人员 568 人；农村代购代销店 43 个，从业人员 43 人；集体商业网点 146 个，从业人员

163 人；个体商业网点 1,165 个，从业人员 1,262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2,330.66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12%。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278.34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77%。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县财政收入 247 万元，另国家财政补贴 693 万元。财政支出 1,082.83

万元。城乡储蓄额 818.5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491.6 万元；其中农民存款 323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119 万元。农贷款发放 599.8 万元，比 1983 年多放 232.6 万元；1984 年累计收回 350.5

万元，比 1983 年多收回 84.2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农业人口人均口粮 412 斤(不包括国家统销部分)；农民人均收入

120.95 元，比 1978 年增长 58%。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 59.6 元，比 1978 年增

长 42%；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 57.5 元，比 1978 年增长 30%。

由于普遍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一

定改善。1984 年共销售自行车 1,635 辆，比 1983 年多销 9 辆；销售手表 6,686 只，比 1983

年多销 1,979 只；销售缝纫机 1,463 台，比 1983 年少销 84 台；销售电风扇 414 台，比 1983

年多销 171 台；销售电视机 126 台，比 1983 年多销 64 台，销售洗衣机 31 台，比 1983 年多销

24 台。私人购买汽车 30 辆。1984 年有新经济联合公司 22 个，总收入 20.02 万元。有万元户

3户。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龙胜仅有县立初中 1 所，教职员工 19 人，学生 126 名。小学 130 所，

教职员工 258 人，学生 2,700 名。1984 年，有县师范学校 1所，教职员工 12 人；1978 年以来

已培养了 148 名毕业生，现改为专门培训在职教师的学校。有县高中 1所，学生 709 人；县农

业中学 1所，学生 90 人；县办初中 3 所，乡办初中 9所，矿办初中 1所，小学附设初中班两

个，共有初中学生 3,935 人；高、初中教职员工共 397 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155 人）。

小学 522 所，学生 20,942 人，教职员工 880 人（其中初师以上文化程度的 831 人）。小学教师

吴安桂，1983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和优秀青少年科技辅导员。此外，中小学还有民办教

工 261 人，代课教师 197 人，有民办学前班 39 个，入学儿童 946 人。县办幼儿园 1 所，入园

儿童 274 人；矿办幼儿园 1所，入园儿童 48 人；县办托儿所 1所，入托婴幼儿 263 人。还有

县业余小学班 36 个，业余初中班 18 个，科技班 19 个，共 1,793 人参加学习。从建国后截至

1984 年，历届高中毕业生人数 7,230 人，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全县 3,969 名高中毕业生

中，升入大学的 225 人，占 5.7%；升入中专的 425 人，占 10.7%。

科 技 现有县科技情报所、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在各乡建立了农

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并配有生产建设助理员。各村还配有农科员 1名。全县有自



然科学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 205 人。其中农艺师 2 人，助理农艺师 32 人，畜牧兽医师 3 人，

助理畜牧兽医师 8人，工业、林业、气象等方面的工程师 6人，助理工程师 48 人。1983 年，

龙胜县中华猕猴桃资源调查及品种选择人工栽培试验科研项目获自治区科技成果三等奖，中华

猕猴桃加工利用研究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四等奖，罗汉果资源调查获自治区农业系统科技成果四

等奖。

文化艺术 县文化馆 1 所，各乡设文化站 9 处。县图书馆 1所，藏书 60,600 余册，辟有

阅览室 2个（其中为少年儿童专设 1 个）。县文物管理所 1 处，收藏文物 400 余件。县工人俱

乐部 1 个。县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4 个。县电影院 1 座，乡电影站 7 个，村民办电影放映队 63

个。县文工团 1个。县广播站 1个，各乡均设有转播站。有电视差转台 5座。县成立有文艺美

术创作组。黄钟警（侗族）、罗兴华（侗族）的诗、画分别获 1981 年全国少数民族创作奖和佳

作奖；农民蒙昌雄（侗族）的《年丰人更忙》、《清茶常飘香》，蒙太军（壮族）的《乐园》等

3幅版画获自治区农民画展三等奖；吴烈民（侗族）的《称心如意》、《捶布图》等 3幅版画曾

被选出参加在日本、朝鲜、罗马尼亚、丹麦等国举办的中国画展；1984 年在丹麦举行的国际

青少年画展比赛中，杨继光（侗族）的《秋鱼肥》版画获银牌奖章 1枚，黄城（侗族）的《闹

春牛》获铜牌奖章 1枚。

卫 生 1949 年初，全县仅有卫生院 1所，医务人员 5人。乡村只有私人开设的中药小店，

常为店主兼中医师。还有为数很少的串乡郎中，多为草医，农村的大多数病患者治病多赖这些

草医或迷信神巫。1984 年，有人民医院、中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 4 个县辖医疗单位。

乡设有卫生院 9所。全县有病床 256 张，医务人员 383 人（其中主治医师 7人，医师 100 人，

护师 4人）。各行政村设有卫生所 78 个，有卫生员 211 人，接生员 456 人，并配有民间草医。

1984 年全县已实行计划生育的妇女 18,522 人，占已婚育龄妇女 23,030 人的 80.43%。已有 737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1984 年，县城有 8个篮球场（其中 1个为灯光球场），2个排球场，1个滑冰场，

以及一些田径运动设施。县女排 3次代表地区参加自治区排球赛，其中 1名队员被选送到自治

区排球队参加全国比赛。1981 年，本县选手参加自治区民间民族体育比赛，分别获一、二、

三等奖各 1项。1984 年，瑶族女运动员王继英参加自治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推竹杠”一

项获银牌 1枚。

特殊风俗 苗族：苗家喜欢打油茶，一日三餐，把炒好的米花、黄豆、玉米、粑粑果之类，

泡在油茶水里，加以生姜、葱、蒜等佐料，香浓味美，风味独特。能止渴解饥，提神醒脑，医

治感冒，增进食欲。不论生客旧友到苗家，主人均以油茶招待。苗族还有“草标”代字习俗，

如谁家门口打了草标，就表示有重病人，不让生人进屋；沾有新鲜鸡毛的草标，表示家有产妇。

瑶族：瑶族男女比较平等，兄可出嫁，妹亦可娶郎；入赘女婿不受歧视，与房族同辈人之

间称兄道弟，不称“姐夫”、“妹夫”。本县红瑶还残存着“岩葬”的习俗，死者入棺后，便抬

至绝壁岩洞内放置。瑶族妇女人人擅长挑花刺绣，她们穿戴的衣裙头巾，都绣上五彩鲜艳的各

种图象，美观大方，缝绣一件花衣，往往费时七八十天。



侗族：侗家办婚事十分简朴。女方不索彩礼，不送嫁妆；男方不需大办酒席。迎亲日，男

方接亲只需送一些酬谢酒肉，新娘也只需带几双敬老新布鞋，夜间由 2名伴娘陪送打伞步行到

男家。新娘进屋，男方须全家回避，邀一老人主持“吃鸡肉”仪式，即按迎亲年月日时在一定

方位置“新娘凳”让新娘坐，待吃过“鸡肉餐”方可离开。是夜新郎不露面。翌日男方略办酒

席后，送新娘返回娘家。第二日再将新娘接回，才由新娘打油茶招待前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宾客。

新婚夫妇要抬着油茶敬送闹茶的客人，新娘还要回答闹茶人出的各种怪题。闹茶仪式自始至终

诙谐风趣，充满笑声。

文物胜迹
红军鼓楼 在平等乡龙坪寨，原名龙坪鼓楼。建于清嘉庆四年（1799 年），为五层飞檐、

木质结构的侗族建筑。1934 年 12 月 10 日，长征路过龙胜的红军夜宿侗寨龙坪，国民党桂系

当局为离间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派遣特务纵火烧寨。当时驻在此寨的有中共中央、中央军

委机关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周恩来同志登上鼓楼，亲自指挥红军战士奋力灭火，抢

救了鼓楼和下寨民房 300 余座。并将纵火犯抓获枪次，向受灾群众发放救济款。后来侗族人民

为感谢红军的恩情，就把这座鼓楼称为“红军鼓楼”。解放后，被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龙坪寨红军鼓楼

矮岭温泉 在距县城 32 公里的江底乡矮岭溪边。热水从石层涌出，出水点 10 余处，流量

为 0.5 立方米/秒，水温 60℃’，水质清纯，含微量硫磺。对皮肤病、高血压、心脏病有一定

疗效。在温泉旁另有一冷水溪流，故洗浴时水温可适意调和。现建有每次可容纳 30 余人的男

浴池 3个，女浴池 1个。温泉四周群山环抱，怪石罗列，风景秀丽，且冬暖夏凉，近年己辟为

旅游、疗养胜地。

花坪自然保护区 位于龙胜县南部与临桂交界的天平山脉，包括天平山、没勒岭、蔚青岭

及临桂的黑青岭、红滩等地，面积 139 平方公里，一般海拔在 1,200－1,600 米之间，最高点

蔚青岭（天平山脉主峰）高达 1,895.2 米。保护区内一年常绿，四季花开，溪河遍布，瀑布众

多，奇峰峭立，林海浩瀚，生长的植物达 1,100 多种，保持原始生态的森林面积占 60%以上。

在郁郁葱葱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奇迹般地成片生长着举世罕见的“活化石”银衫，其发现

曾轰动世界；福建柏、五叶松、檫木、楠木、红豆杉等珍奇稀有树种也在茫茫林海中互争雄长，



这里还生长着灰木叶八角、钩樟、红花油茶、皱果茶等特有树种及珍贵的紫竹、黑竹、四方竹

等竹类，还有三七、天麻、马尾千斤草、灵香草等名贵中药材；花卉植物种类繁多，仅杜鹃花

就有 26 个品种。保护区内还栖息着各种野生动物 600 多种，其中较珍贵的有黑熊、金钱豹、

獭、麝、白鹇、角雉、锦鸡、红嘴相思鸟、太阳鸟、娃娃鱼等。花坪保护区又是“南国瀑布之

乡”，登上蔚青岭，还可看到“峨眉宝光”的奇景，为天然的大地公园、旅游胜地。于 1978

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护保区。

花坪保护区的银杉

著名人物
杨瑞清(1920－1982) 马堤乡布湾村人。苗族。桂林师范肄业。1949 年 5 月参加龙胜游击

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第二中队指导员，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解放后，历任副县长、

县人大常委副主任、桂林地区民委副主任、自治区政协委员等。

吴金银(?－1740) 平等乡平坝人。侗族。清乾隆四年（1739 年）冬，他联合苗、瑶、壮、

侗等族首领共同举行反清起义，提出了“杀贪官，反征税，铲豪强，济贫困”的口号，义军队

伍最多时发展到近万人。1740 年春，清廷调遣湘、桂、黔三省兵力 3 万余人前来镇压。吴金

银机智勇敢，作战身先士卒，率领义军歼敌千余人。同年在琉璃山负伤被俘，英勇就义。

石成山(1875－1930) 平等乡平等村人。侗族。1922－1924 年为当地自治军统领，曾协助

李宗仁、白崇禧击溃沈鸿英。后任地方团务期间，改良土风，兴办学校，提倡垦植，并创办“公

益”（商号）合作事业。

吴通翰(1882－1964) 平等乡平等村人。侗族。从 1929 年起历任龙胜县民团总局副局长、

县参议会议长等。1947 年为中华民国“国大”代表。解放后任县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协委

员。

雷 震(1904－1983) 平等乡广南城人。1933 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从 1937 年起先后担任

桂林女中校长、桂林中学校长、桂林师院副教授、广西文献委员会编篡组副组长、广西通志馆

编纂，著有《西洋史学进化概论》、《世界地理》等。晚年校点《桂林石刻》（三卷，近百万字）。

谭显斌(1926－1947) 三门乡洪寨村人。1945 年考入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是学生运动

的积极分子。1947 年回龙胜后，在中共党员雷剑的领导下，组织青年学生和农民 30 余人，在

平等乡小江村举行武装起义，成立龙胜人民游击队，为领导成员。同年 10 月，在甘甲双坪与

国民党县自卫队进行战斗中英勇牺牲。



重要事件
廖三反清起义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灵川县壮族农民廖三领导壮、瑶和部分汉族农

民举行反清起义，队伍发展到 800 余人，曾多次攻占义宁县城。并借助有利地形在龙胜、灵川、

义宁三县交界地区与清兵转战达 20 年，多次将前来征剿的官兵击溃。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才被广西巡检陈元龙用重兵围攻击散。现龙胜县海江一带，仍有义军的碉堡遗迹和收藏

兵器、铜鼓的铜鼓洞。

吴金银反清起义 清乾隆四年（1739 年），侗族吴金银联合苗族张老金、瑶族杨老襄、壮

族廖士英、湖南城步县苗族杨青保等首领，在侗村冷江“拜王滩”起义，树起了反清旗帜。龙

胜境内及湖南邻县的侗、苗、瑶、壮各族农民纷纷投奔义军，队伍发展到近万人，活动地区方

圆数百里。义军所到之处，杀贪官、铲豪强、反征税、济贫困、解救囚犯，使清廷大为震惊。

乾隆五年（1740 年），清王朝调集了湘，桂、黔三省兵力 3万余人，对义军三面合围，进行“征

讨”。义军英勇抗击，与敌周旋转战经年。后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

1933 年龙胜瑶民起义 从 1932 年冬开始，瑶族李荣发、侯炳章、邓广明、侯忠良及壮族

陈岱，廖绍国等人以江底梨子根为联络点，经过半年的酝酿和秘密活动，于 1933 年 2 月 22

日领导龙胜的瑶族和部分壮族人民举行起义，先后占领了今和平、泗水、江底等乡的大片地区，

队伍发展到近万人。3月 2日，国民党桂系当局派桂林区民团指挥部参谋长带领区民团常备大

队和县民团前来围剿，遭到义军的英勇抗击。起义坚持斗争月余，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

红军长征过龙胜 1934 年 12 月 6 日至 11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从兴安、资源及湖

南城步分三路进入龙胜东北部，经过江底，泗水、马堤、平等、瓢里等 5 个乡 45 个村。在马

堤、河口等处与国民党桂系军队发生过激战。后向湖南通道进发。红军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所

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沿途书写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穿敌特的纵火

阴谋，在龙胜各族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小江村暴动 1947 年 7 月，中共桂林市工委派雷剑（中共党员）回龙胜组织武装暴动。9

月 5 日，由田季文、谭显斌等发动青年学生和农民 30 多人在小江村举行暴动，攻占了小江、

城田村公所。国民党龙胜县政府闻讯，即派县自卫队前去围攻，谭显斌等 3人在战斗中牺牲。

这支武装在小江、大南山一带转战月余，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

中共龙胜支部成立 1948 年 11 月 6 日，中共龙胜支部在龙胜白竹山建立，吕振凡任书记。

龙胜游击队司令部成立 1949 年 5 月 4 日至 7日，在中共桂林市工委指示下，龙胜党支部

组织各地农民，在平等、三门、伟江、宝地、泗水等地先后发动武装起义。5 月 12 日，龙胜

游击队司令部正式成立，由张明任政委，陈基义任司令员，队伍逾千人。8 月 20 日，游击队

整编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第十三大队，下属 4 个中队。10 月，国民党增派一个保安团及正规

部队七千人前来对游击队进行围攻，游击队先后与敌作战 40 多次，11 月 23 日解放龙胜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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