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 川 县

陆川县盛产黄麻、荔枝、龙眼、木菠萝、橡胶、剑麻、香茅等亚热带作物。河沙质优，畅销远近

各地。陆川猪为我国八大良种猪之一。黎湛铁路、宾（阳）盘（龙）公路贯穿南北，是广西壮族自治

区通往湛江、海南岛的门户之一。县城的温泉，水温达 53℃，含有硫磺等矿物质，能治多种疾病，在

此建有工人疗养院。境内有龙岩、谢鲁山庄等风景名胜，是对外开放县。

位置面积 陆川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端，东北与北流县接壤，东南与广东化州、廉

江县交界，西南与博白县相连，西北和玉林市为邻。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32 公里，南北最大纵

距 105 公里，总面积 1,551 平方公里，合 232.65 万亩。计陆地 222.91 万亩，占 96%；水域 9.74

万亩，占 4%。县治陆城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00 公里，离广东湛江市 129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象郡地，汉至晋属合浦县地，南朝宋齐分合浦县地置陆川郡，因郡有九洲

江等六水，故名。梁陈降郡为县，这是陆川县正式建制的开始。隋大业初，废陆川并入北流县。

唐武德四年（621 年）复置。同时析县地增置龙化、温水、龙豪、南河四县。宋开宝五年（972

年），撤销龙化等四县并入陆川，县治亦于淳化五年(994 年)由公平（今北流县平政）迁至今

地。元、明、清，及民国因之。建国后，仍称陆川县至今。

行政区划 现设陆城、马坡、乌石、良田 4个镇，温泉、米场、平乐、沙坡、大桥、清湖、

古城 7个乡。下辖 154 个行政村，3,130 个自然村。另有大小圩场 18 个。1983 年陆城镇 2,168

户，12,572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 114,719 户，612,722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395 人，人口自

然增长率为 15.24‰。1982 年人口普查，有汉族 589,317 人，占全县人口的 99.8%，其余壮、

瑶、仫佬、苗、侗、毛难、水等族，共 1,446 人，占 0.2%。



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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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00 72136 87086 115538 105.2 60.2 32.7

总 人 口 296000 310971 350523 590763 99.6 90 68.5

性别

构成

男 168720 172435 192455 309317 83.3 79.4 60.7

女 127280 138536 158068 281446 121.1 103. 78.1

地区

构成

城 镇 5727 8002 12963 27983 388.6 249.7 115.9

农 村 290273 302969 33756 562780 93.9 85.8 66.7

自然条件
地 形 境内除东、西两侧多山外，余为低山丘陵、河谷小盆地。地势中部偏北及东、西

两侧较高，中部偏南及南、北部较低。南部为九州江谷地和低丘、台地。

山 脉 属云开大山支脉，主要分列于境内东、西两侧，东侧主要山峰有谢仙嶂，海拔 793

米，为全县最高峰；次有凤凰岭，海拔 513 米；其余有老鼠顶、东山碑、天子印等。西侧高峰

为粝篱嶂，海拔 575 米，位于陆川、博白两县交界处；其余较高的山峰有沙湖嶂、西山嶂等。

河 流 全县有大小河流 15 条，年径流量 15 亿立方米。除榕江外，均属独流入海系统。

最大的九洲江和第二大的米马河，均发源于县境东西两侧山脉；九洲江向南经广东廉江县注入

北部湾，境内流程 81 公里，其南段可行木船；米马河向北流入玉林县后纳入南流江，境内流

程 50 公里，纵贯县境北部地区。比较大的河流还有注入广东罗江的清湖河、低阳河，注入南

流江的沙湖河，以及注入北流江的榕江。以上六河（即“六川”）向外，流向四方，县名“陆

川”即由此而得。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雨量 1,420 毫米，雨量多集中在夏、秋两季，占总

雨量 81%。年平均气温 21℃。1月最冷，平均 13℃，7月最热，平均 35.5℃。极端最低气温-2.7℃，

极端最高气温 37℃。年平均日照 1,760.8 小时，夏长冬短，冬季偶有轻霜，无霜期一般长达

359 天。县境南部，冬温较高，是自治区橡胶、香茅等热带作物重要产区之一。主要气象灾害

是倒春寒，多出现在 3 月份，低于 12℃以下的气温常维持 12 天，有时长达 27 天，造成早稻

烂秧。1985 年最为严重，从立春到清明，低温阴雨天竟达两月之久。此外，夏秋之间常有台

风袭击，秋季有寒露风，危害晚稻扬花结实。春夏之间冰雹亦时有出现。

土 壤 水田土壤有潴育、淹育、潜育、沼泽、侧渗、盐渍等土型，其中以潴育、淹育、

潜育型为主。旱地土壤以砖红壤性红土、紫色土、冲积土为主，含铁元素较多，沙质较重，渗

漏性强。林地土壤主要是花岗岩风化的厚土层和中土层红壤土。其余山地多为变粒岩、石灰岩、

片麻岩、花砂页岩、花岗岩中薄土层红壤土。

资 源 矿藏有滑石、磁铁、钛铁、硫铁、锑、锡、锰、铜、钼、金、花岗岩、石灰石、

硫磺、耐火石、玉石、独居石、甲长石、石英石、陶瓷土等。石灰石矿质优良，含石灰质达

95%以上，所烧制的石灰洁白、细嫩、含杂质少，年产量可达 50 万吨，销往广州、湛江、茂名、



海南等地。花岗岩藏量丰富，质地优良，加工成板块，是制作石台和建筑的装饰材料。县境内

河沙储量丰富，属石英沙，含泥量极少，且耐高温，是建筑业，铸造业的重要材料。县内六个

火车站皆靠近河边，运输方便，远销至云、贵、河南等省，柳钢、武钢也大量购用。水力：河

溪落差较大，可开发利用的发电量 28,000 千瓦，目前已开发 11,000 千瓦。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是 20,930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9.8%，比 1982 年

增长 14.12%。1978 年至 1983 年年递增 9.8%。人均产值 1983 年为 328 元。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2 年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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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

增长%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1635

1286

13

94

231

11

100

78.7

0.8

5.7

14.1

0.7

9362

6411

224

1102

1596

29

100

68.5

2.4

11.8

17

0.3

14255

9379

475

2267

2023

111

100

65.8

3.3

15.9

14.2

0.8

16915

9968

560

2506

3718

163

100

58.9

3.3

14.8

22.0

1.0

935

675

4208

2566

1510

1382

80.7

55.5

150.0

127.4

133.0

462.1

18.7

6.3

17.9

10.5

83.8

46.8

12.6

9.2

20.1

17.9

18.4

41.2

注：按不变价计算（1978 年按 1970 年不变价，1981-1983 年按 1980 年不变价）

农 业 1984 年农业总产值为 17,103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1.1%。

1983 年，全县耕地面积 406,830 亩，农业人口 573,000 人，人均耕地 0.71 亩。其中水田

349,530 亩，人均 0.61 亩，旱地 57,300 亩。早涝保收田 312,000 亩，有效灌溉面积 372,100

亩。水稻耕作制以双季稻为主。

1983 年，全县有各种农业机械 66,713 台，98,471 马力，比 1978 年增长 60%。平均每百

亩耕地占有 24 马力，比 1978 年增加 0.67 马力。其中有中型拖拉机 341 台，手扶拖拉机 1.055

台，每百亩耕地占有耕作机械 6.85 马力，机耕面积可达 216,095 亩，占耕地面积 53%。

粮、油、麻：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稻谷产量约占粮食总产量的 90%，其他粮食作物有红

薯、玉米、黄豆、绿豆、饭豆等。1984 年，粮食总产量 50,158.92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1亿

斤，比 1983 年增加 2,079 万斤。油料（包括花生、芝麻、菜子、茶籽等）总产量 161.11 万斤，

比 1983 年增加 60.24 万斤。黄麻产量 462.24 万厅，比 1983 年增加 315 万斤，创历史最高纪

录的 1979 年，产量达到 1,280 万斤。1984 年，国家收购粮食 7,053.2 万斤，油料 19.6 万斤，

黄麻 392.56 万斤。

林 业 全县共有山地面积 132 万亩，宜林面积 119 万亩，现有林面积 52 万亩，占山地面

积的 39.4%，立木蓄积量 529,644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22.35%。林木有用材林和经济林。用

材林中松木占森林面积的 66%，杉木占 4.7%，楠木蓄积量有 14,325 立方米，余为樟木、椽木、

杂木等。经济林有橡胶、油茶、油桐、玉桂、八角、板栗、白木香、黄松等。自治区属的国营



五星农场位于南部九洲江谷地，有职工 1,550 人，占地面积 37,403 亩，年产橡胶 150 吨，兼

种水果。县属国营林场经营面积 87,900 亩。有县苗圃 1个，乡、村办林场 126 个，经营面积

30 万亩。

牧 业 1984 年底，全县有耕牛 53,612 头；存栏生猪 229,605 头，出栏肉猪 153,721 头，

种猪 1,620 头。久负盛名的“陆川猪”即产于本县。

副 业 主要以家庭副业为主，有养有种。养以鸡、鸭、鹅、狗、兔为主。种以茶、桑、

剑麻、果蔗、柑橙为主。近年来培植蘑菇也成为农民新兴的主要家庭副业之一，1984 年全县

蘑菇种植面积 53 万平方米，产值 954 万元。此外，手工编织业也在发展中。

渔 业 全县可养鱼水面 17,536 亩，1983 年成鱼产量 239.8 万斤。放养的鱼有：草、鲢、

鲈、鲤、鲮等 30 多种。近年还引进非洲鲫、露斯塔野鲮、埃及塘角鱼。国营陆川县鱼种场，

运用陆川地下自然泉、温泉、光照的特有条件，人工孵化鱼苗成功。除孵出草、鲢、鲈等本地

鱼苗外，还成功地孵化出从印度引进的露斯塔野鲮。继而“秋孵（又叫复产秋孵）”试验成功，

鱼苗产量大大提高。个体鱼苗场也在发展，仅万丈村的集体、个体办孵化池就有 12 处。每年

从 4月上旬直至秋季都有鱼苗出产。1984 年输往广东（含海南）、贵州、湖南、云南及区内百

色、南宁等地的鱼苗达 39,000 万尾。

土特产品 陆川猪：为全国八大良种猪之一。特点是皮薄毛细、骨小肉厚、肉嫩味鲜，早

熟易肥，饲养经济效益高，一般 8-10 个月体重便达 160 斤以上，可以屠宰上市。用陆川猪制

作的广西名菜荔浦芋扣肉和脆皮乳猪，名闻遐迩。县良种猪场经科学培育出两种陆川良种猪新

品种，一种长膘重量可达到 350 斤左右，一种瘦肉率由原来的 42.8%提高到 56.4%。近年来，

本县先后向广西各地和北京、上海、广东、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江西、河北、西藏等省

市、自治区提供猪苗 15,000 多头，深得好评。

桂圆肉：是传统的名贵滋补品，并可入药。陆川盛产龙眼，1984 年产桂圆肉 2,642 担。

荔枝：本县是广西优良荔枝品种丁香荔的主要产区之一，其中又以县内的温汤荔枝最好。

1984 年，全县产果 65 万斤。

木菠萝：又称菠萝蜜、体态硕大，一般每只重十多斤，剖开内叠着上百个肉包，呈淡黄色，

散发出蜜味的芳香，甜如蜜糖，含有丰富的糖分、维生素、矿物质。本县是广西出产木菠萝最

多的县之一，年产果 10 万斤。

淮山：煮熟食用，香滑爽口，入药，健脾开胃。过去多是农民自种自用，现已出现种植淮

山的专业户，产量大大增加，1984 年产量达 793.71 万斤。用淮山加工制成的毛山、光山药材，

远销国外。

黑皮果蔗：又叫紫蔗，茎粗节疏，肉甜脆嫩，含较多的水分、糖分和一些维生索。年产约

7,420.8 万斤，远销北京、天津等地。

乌石酱油：因产于乌石镇而得名，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是以黄豆、麦粉、黄糖、食盐

作原料，加入乌石街特有的一口龙泉井水，发酵泡制而成。因其酱味鲜香，久储不霉而闻名，

是调料中与众不同的上乘酱料。现有县办和乡办的两家酱油厂生产，年产量大约 400 吨左右。



水 利 解放后至 1984 年，共建有蓄水工程（包括中小型水库）154 处，总库容量 14,109

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228,600 亩；排灌工程 412 处，有效灌溉面积 82,044 亩。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年 1978 年 1982 年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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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

增长%

比

1978年

增长%

比

1982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320

－

－

100

－

－

3739

1759

1980

100

47

53

4085

2308

1777

100

56.5

43.5

4015

2429

1586

100

60.5

39.5

1155

－

－

7.4

38.1

-19.9

-1.7

5.2

-10.7

1.4

6.7

-4.3

注：上表产值 1978 年按 1970 年不变价计，1982 年至 1983 年按 1980 年不变价计。

1949 年以前，县内仅有为数不多的手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至 1983 年底止，已有农机、

水泥、化肥、农药、磁选、汽车修理、麻纺织、罐头、机电、瓷器、酿酒、铁锅、印刷、酱料

和铅锌、硫铁、滑石等 19 个国营厂矿企业，共有职工 3,304 人，产值 3,145 万元，占全县工

业总产值的 78.33%。其中较大的有县麻纺织厂，职工 806 人，年产值 620 万元。县农药厂，

职工 190 人，年产值 273.8 万元。县铁锅厂生产的米场铁锅，锅体圆整光滑，抗拉强度好，高

温急玲不炸裂，抗腐蚀和氧化性能皆优良，为传统名牌产品，在区内外享有声誉，建国以来

10 次被评为广西优质产品；1984 年，该厂试制出的新产品合金锅，又荣获自治区新工业产品

“百花奖”。

县管集体企业，1983 年底止有职工 384 人，产值 801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19.95%。

1983 年，乡镇企业共 193 个，职工人数 2,125 人，总产值为 69 万元，占全县工业产值的

1.72%。它们主要是从事砖瓦、农具修理、玻璃、塑料、水泥、陶瓷等生产。，

电力：1983 年底，有小水电站 110 处，装机容量 10,840 千瓦，总发电量 1,700 万度。全

县乡村基本普及用电。现在有 35 千伏安变电站 4座，总供电量为 2,150.7 万度。

交 通 黎湛铁路纵贯县境南北，县内有 6个站，长 105 公里。现有公路 29 条，总长 343.6

公里，与玉林、博白、化州、廉江、北流相通。全县 156 个村，已通汽车的有 137 个，通班车

的有 70 个，班车路线总长为 261.2 公里。有各种汽车 436 辆，其中货车 408 辆，客车 28 辆。

1983 年的货运量为 58,493 吨，货运周转量为 3,559,827 吨公里，装卸量为 37,769 吨，客运

量为 2,355,509 人次，客运周转量为 51,885,118 人公里。此外，还有运输机动三轮车 16 辆，

摩托车 89 辆，自行车 15.8 万辆，驳船 15 艘。

邮 电 现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共 24 所，邮路总长 541 公里，各乡村基本通邮。1984

年农村电话线路长 507 杆程公里，载波线路 15 条，共安装电话单机 907 部。

商 业 现有商业网点 8,011 个，从业人员 12,343 人。其中国营网点 41 个，从业人员 717

人；集体网点 424 个，从业人员 2,460 人；个体网点 7,546 个，从业人员 9,168 人。1983 年

社会商品零售和批发总额为 8,551 万元，其中集市贸易额 4,552 万元，出口商品总值 87 万元。



财政金融 1983 年财政收入 903 万元，另上级补助 374.47 万元，共收入 1,277.46 万元。

财政支出为 1,215.01 万元，其中县支出 1,210.28 万元，上解支出 4.73 万元，收支结余 62.45

万元。城乡储蓄总额 2,858.77 万元，比 1981 年增长 51.6%；其中农民存款 1,439.62 万元，

比 1981 年增长 57.8%。发放农贷款 2,077.85 万元，比 1981 年增加 66%。

人民生活 1983 年农民人均有粮 872 斤，比 1978 年增加 39.4%。人均收入 303.47 元，比

1978 年增加 150.5%。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为 57.81 元，比 1928 年增加 43.8%。

1983 年，销售自行车 10,658 辆，比 1981 年增加 2,125 辆，手表 13,500 块，比 1981 年多销

6,700 块；缝纫机 4,583 台，比 1981 年多销 924 台；电视机 448 台，比 1981 年多销 294 台，

电风扇 1,196 台，比 1981 年多销 334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年，有县立完全中学1所，私立初中4所，小学536个教学点，共有学生25,134

人，教职员工 669 人。1983 年，有中等师范学校（教师进修学校）1所，学生 114 人，教职员

工 52 人；普通高中 8所，学生 3,045 人，教职员工 252 人；农业高中 1所，学生 172 人；初

中 30 所，学生 18,254 人，教职员工 1,859 人；小学 162 所，共 642 个教学点，学生 82,556

人，教职员工 3,461 人。幼儿园 238 个班，入园幼儿 7,313 人，教职员 242 人。1977 年至 1983

年，历届高中毕业生 20,385 人，升入大专的有 992 人，升入各类中专学校的有 1,203 人，占

毕业生数的 10.8%。1982 年以来，参加中等技术业余学校学习的有 13,103 人，参加业余中等

学校高中班学习的有 11,722 人。1981 年小学教师 2,958 人中，不及初中文化水平的有 205 人，

经过进修学习，现均己达到初中毕业水平。

科 技 现有农业、林业、畜牧、农机研究所和科技情报、畜牧兽医、虫情测报、土肥、

种子站等 9个科技研究单位，各乡、镇也有各种相应的科研组织。全县己成立有农学、农机、

林业、畜牧兽医、医学、水电、数学、化学等学会，以及乡镇科普协会。近年来，获自治区科

技奖的有；LHB4g 触电保安器、稀土合金锅、多灭性农药（推广成果奖）、推广应用沼气等 4

个项目。1983 年有农业技术员 531 人，工程技术员 122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25 人，助理农艺

师 73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5 人，助理会计师 15 人，助理统计师 2人，医师 179 人，农艺师

7人，工程师 15 人，畜牧兽医师 3人。

文化艺术 现有县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11 个；图书馆 1个，藏书 84,000 册；新华书

店 1 个，年发行量 2,330,000 册。县城有电影院 1间、影剧院 2间，乡镇影剧院 12 间，电影

管理站 9个，电影放映队 104 个。此外，还有县文工团、杂技团等。县有广播站 1个，广播放

大室 166 个，电视差转台 1座，调频台 1座。

卫 生 1949 年，有县卫生院 1 所和联户开业的卫生诊所 1 个，病床 15 张。现有县人民

医院、中医院、皮防院各 1所。此外，还有妇幼保健站、防疫站、药检站各 1所，乡镇卫生院

10 所，村卫生医疗点 217 个，厂矿卫生医疗室 30 处，学校卫生室 8处，共有病床 636 张，各

类医疗人员 993 人，其中主治医师 6人，医师 179 人，护师 6人，中药师 3人，西药师 2人，

检验师 4人，技师 2人。育龄妇女 91,716 人，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60,704 人，占 66%。有 663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群众性的体育项目有：武术、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游泳、拔河等。1980

年以来，参加自治区比赛 5人获第一名，1人获第二名，3人获第三名，还有 13 人代表自治区

参加全国比赛；输送了 5 各运动员到自治区体工大队。1980 年以来，有 9 人被评为地区、自

治区和全国体育先进个人和积极分子。马坡小学被评为全国体育卫生先进单位，马坡乡被评为

自治区体育先进单位。

文物胜迹
谢鲁山庄 位于县城西南 24 公里的乌石镇谢鲁村。始建于 1921 年，历时 7年建成，面积

约 1平方公里。庄内的亭台楼阁、回廊曲径依山构筑，布局别致；花草葱茏，四季飘香；古松

参天，果树满山，风景幽美，引人入胜。山上有一股终年不息的矿泉流经山庄，山下附近还有

一处可供治病健身的温泉。山庄设有招待所，是旅游的好地方。

谢鲁山庄 中山纪念亭

龙岩风景区 位于县城北 35 公里。整个风景区，石山林立，奇石嶙峋，气势雄伟，总面

积 4,300 多亩。有大小岩洞 12 个，洞深总长 3,000 多米；有 330 亩水面的龙珠湖；山势险要

处还有 5个古寨，城基蜿蜒相接，是个山、寨、洞、湖、河相通的游览区。

东山瀑布 位于县城东 4公里的东山。水从半山岩壁倾泻而下，落差百余米，远眺如白练

挂于岩上，十分壮观。1958 年兴建东山水电站，筑库储水，平时已不见瀑布，盛夏雨丰，仍

可出现。

谢仙嶂 位于县城东 20 公里处。峙壁参天，海拔 792 米，为本县第一高峰。登蜂远眺，

北望玉林，南见高凉。山腰有洞，洞口狭窄，仅容一身，数十步后，宽数尺，高丈余；洞内夏

凉冬暖。山上有塘，四时不涸。北边有仙岩，岩侧石如台凳。相传谢仙得道于此，故名谢仙嶂。

谢仙留题云：“任天下之大乱，此地永无忧；任天下之大旱，此地一半收。”

中山纪念亭 始建于 1936 年，坐落在县城东北的中山公园（现人民公园）内，坐东向西，

右前方为人民会场，后枕县图书馆。



著名人物
宁培英(1901－1928) 沙坡乡人。1922 年读广东政法学院，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任广西省国民党农民部秘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任中共广西特委委员。1928 年初领导

平南新区“劳工暴动”，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温翌俊(1913－1945) 乌石镇旺岭村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 年任陆川县委书

记。1944 年冬任陆川抗日民主同盟会主席、陆川抗日自卫军政治委员。1945 年农历正月十四

日武装起义，温率领自卫军攻打清湖、盘龙，未遂撤退，于广东化州田子坳被敌人截捕，三月

十九日在化州县城英勇就义。

赖 九(?－?) 别名沤铁九。古城乡陆茵村人。清道光末年，加入洪秀全、冯云山组织的

拜上帝会。1850 年 10 月率会众赴金田团营，途中先于博白山猪浪战败博白知县率领的团练，

后杀玉林团总唐挂攀，到桂平参加金田起义。

李立亭(1863－1935) 字仕朝。平乐乡大园村人。清光绪年间，秘密组织三点会。1898 年

6 月，率会众打下石狗寨，并攻占陆川县城。各地会众纷纷响应，于 1个月内连克博白、北流、

客县、兴业，威震两广。后因内部出现叛徒，起义失败。李乃远渡南洋。光绪末年，又加入孙

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民国成立后，任广西省水师第二军统领、浔州警察厅厅长、梧州水上警察

厅厅长、南宁都督府军事顾问官。1926 年为第十一路军司令。

林 虎(1886－1960) 良田镇石垌村人。原名林荫清，字隐青。1901 年入江西武备学堂，

后任营见习官、哨官、广西新军营督操官、督队官、营长。1906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起

义时，由粤率师援鄂。曾任南京陆军部警卫团团长、一师旅长。在讨袁护国战争中，任左翼讨

衰军司令。后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在香港策动滇、桂两省起兵讨袁。1916 年任护国军第

六军军长，高雷镇守使，广东警备军总参议军陆军第二军军长，陆军部次长。后任国民参议会

参政员，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建国后，任广西省人委参事室参事，自治区第一、二届政

协副主席，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吕焕炎(1890－1930) 字光奎。温泉乡人。保定军校毕业。民国十四年（1925 年）任桂系

警卫团团长兼第五纵队司令官。后任第九放旅长兼全边督办。民国十六年(1927 年)调任钦廉

警备司令、新编陆军第十六师师长，随任广西省主席兼第八路军副总指挥。民国十九年（1930

年）六月在广州为刺客所杀。

吕集义(1910－1980) 温泉乡中屯村人。上海公学毕业。曾随李济深筹建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任“民革”中央副秘书长。1949 年 6 月与各民主党派代表由香港北上，参加全国第一次

政治协商会议与开国大典，为首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后历任广西交通厅副厅长、省

（区）政协副秘书长、区通志馆副馆长、民革广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著有《敌忾

集》诗 130 首。

廖 磊(1891－1939) 字燕农。清湖乡永平村人。曾在保定军官学校受训。北伐战争任师

长。1927 年任唐生智部 36 军军长。1929 午时任桂系军前敌总指挥参谋、第七军军长。1931

年于龙州、百色、东兰围攻红七、红八军。1934 年秋赴桂北阻击红军长征。1937 年任二十一



集团军总司令，开赴上海抗日，后兼任安徽省主席。

重要事件
天地会起义军攻克陆川县城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农历五月初十日，陆川天地会首领

李立亭率会党 2,000 余人攻下石狗寨、平乐后，一举攻克陆川县城，并擒获知县史从焕及其眷

属；焚毁县署。

陆川抗日妇女游击队的建立 1939 年春，在中共陆川地下党领导下，成立陆川抗日妇女游

击队，分为西稔、米冲、清和、陆城 4个支队，共有 148 名队员。她们上街头，下农村，宣传

抗日，协助地方搞好锄奸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

共高潮后，1940 年 6 月被国民党当局下令解散。

陆川抗日武装起义 中共广西省工委为了在桂东南建立抗日根据地，于 1946 年农历正月

十四日，组织领导陆川抗日自卫军打响了抗日武装起义第一枪。武装队伍一千多人，开八角楼

粮仓，救济贫民，声势浩大，纷纷组织救亡会，后援会支援抗日，并成立战工团、战教团，组

织学生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供稿：陆川县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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