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磨难成族蔚广西

第一节 广西覃姓自中原

广西覃氏后裔有几百万人，占全国覃姓人口 60%，占广西人口的 13%。泱泱大族
源自何方？根据《中国覃氏源流世系考》（台湾 1988 年版）《广西通志稿》（民国四年版）
《上林县志》（民国二十三年版）《中国覃氏通书》（1995 年版）《中国韦氏通书》（1995
年版）《河池覃氏族谱》（1999 年版）《百家姓书库，覃》（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九圩恩栋《覃氏谱牒》（覃禄昌于光绪三十年续编），以及广西其他市县覃氏族谱记载，
广西覃氏大都由北方中原一带南迁而来，主要有六支：

第一支：东汉(25-220)湖南溇中总兵覃儿健。他不服王莽统治，承父职为武陵地区
反抗新莽政权的首领，率几万土民反抗官府增税，英勇战死疆场。其后裔为避官军搜
杀灭族大祸，于东汉中期南迁，分居三江、融安、阳朔、鹿寨、永福、宜州及桂林北
一带。

第二支：三国时代（220-280）覃万传，任职于马忠麾下，公元 225 年随诸葛亮南
征，受封武陵郡，终老卒蛮区，其后裔自贵州南下落籍广西宜州等地。

第三支：南北朝（420-589）南梁时期覃元先。《中国人名大辞典》说：“覃元先是
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覃考》说：覃元先原是陕西南郑人，原名成彦，二十四
岁时受乡中父老推举，招勇组训民团保卫乡里，公元 502 年被庆州（今甘肃庆云县）刺
史李坚游说归梁。梁武帝萧衍问及姓甚名谁时，元先怕“彦”与“衍”近音犯帝讳而
说“无名”，于是武帝赐名元先，并委任为东宁州（今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刺史。
元先受封后，回乡带领覃家子弟兵随武帝作战，英勇无比，所向披靡。后侯景反，次
年（549 年）攻陷建康皇宫，武帝死，元先失去支柱，便率部急回东宁任所。其时年逾
古稀，体力骤衰，数年战伤，遂一病不起。元先仙逝，子弟兵纷纷解甲，散落罗城周
围各县乡村，成家落籍。

第四支：元朝时期覃友义。元至元十九年（1282 年），友义奉命率师从湖北红土征
广西十二部夷，事平后仍留驻柳州镇抚，后落籍柳州，成为柳州覃氏一支之祖，裔孙
分布柳州、桂中、桂北、融江一带。

第五支：元末明(1368-1644)初覃怀满（原名谭三耀），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今山东
省青州市）人，元末参加农民起义，与红巾军遥相呼应，打击元朝统治者。成为抗元
名将，后为朱元璋部收编。于明朝洪武元年（1368 年）从山东青州府益都县随军征战
南迁入桂，之后戍守桂西边地东兰州，家属落籍东兰都彝哨纳雅村，祖茔安葬累吴屯，
成为东兰、金城江区、河池、环江、宜州、罗城、都安、大化、巴马、凤山、百色、



马山、武鸣、南宁、宾阳、上林等地覃氏的创世始祖。
第六支：明正德年间覃善教。明正德三年（1508 年），湖南石门添平土司七世覃善

教统兵所部出征广西修仁县（今属荔浦县）、荔浦县和大藤峡（今属桂平市西北红水河
狭岸）反民，有覃氏子弟兵落籍于荔浦、桂平。

纵观历史，上述六支覃氏，先后迁徙广西，近两千年，不但与当地各族亲密融合，
而且能发展壮大，其中很大程度上，既有广西人民包容、互鉴、共荣的博大胸怀，也
有覃氏宗亲慈善、义气、求存的良好气质，及中原悠久的传统文化，长期互助、合作、
交流的结晶，为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第二节 迁徙繁衍遍八桂

广西覃氏后裔数百万人，分布 13 个地级市 87 个县。据民国初期的县志记载，宜北
（环江）、宜州、三江、融水、桂平等 5个县覃氏是第一大姓；东兰、思恩、罗城、河
池、凌云、象州、柳城、柳州、来宾、平乐、上林、宾阳、邕宁、平南、藤县、贵县、
田林等 20 个市县中，覃氏是大姓，人口居该县前 5名。据 1998 年统计，覃氏人口较多
的县有东兰、环江、河池、罗城、宜州、武鸣、上林、融水、三江、柳江、柳城、象
州、武宣、来宾、桂平、贵港、平南、藤县、靖西、田林、昭平、邕宁、横县、容县、
合浦、灵山、宾阳、南宁市等。其中贵港 10 万人，田林县 4.1 万人，昭平县 4 万人，
武鸣县 1.8 万人，邕宁县 2万人，容县 3万人，横县 4 万人，宾阳县 5万人，上林县 6
万人，南宁市郊区 1.46 万人，博白县 3万人，兴业县 2.5 万人。

广西覃氏分布及东兰支向外发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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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东兰县志》（1994 年版）统计，东兰县 1985 年共有 171 个姓氏，其中壮族有
51 个姓氏；人口最多的姓氏是壮族的韦、覃、黄、陈、牙。覃氏多居住在大同、长乐、
花香、三石、三弄、东院等乡镇。2015 年统计资料显示，全县覃（谭）氏人口 5.2 万，
其中，县内覃氏在册人口 35660 人，1992 年搬迁北海 2196 人、1998 年搬迁黎塘 1800
人，在外工作或落籍外地者 3000 人以上，覃改谭 9000 余人。

第三节 泱泱大族早闻名

近两千年来，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覃氏肇祖文化及当地民俗文化的融合濡染，
先后自中原迁徙广西安居的覃氏不断繁衍壮大，蔚成几百万后裔，占覃氏人口 60％以
上。分布全国的广西、广东、湖南、湖北、贵州、四川等省区、港澳台及马来西亚、
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缅甸、美
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新西兰、加拿大、巴西、哥斯达黎加等 21 个国
家和地区。

泱泱几百万后裔，居住在四面八方，无论山区还是平原，区内或区外，国内或国
外，他们都能始终弘扬先辈们“不畏艰辛，笃学躬耕，砥砺奋进，勇创佳绩”的拼搏
精神，切实践行“孝道、仁义、慈善、忠君、报国”的思想文化，创下了辉煌的业绩，
涌现出令人敬仰的各类精英。据《中国覃氏通书》等资料记载，广西籍覃氏曾担任省
部级、军级以上职务的有：

覃文克，广西人氏，获晋朝授予大将军。
覃庆元，广西融水人氏，宋朝“正二品”的“官御史中丞”。
覃登龙，广西南丹人，宋朝（1259 年）科举进士，任广东高州刺史。
覃 聪，广西容县人，明太祖洪武时，授百户职，其子孙六代（子覃澄副千户，

孙覃德玉正千户，玄孙覃体良千户，玄孙覃大有正千户、覃其烈正千户）将军。
覃 衡，广西桂平人，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 年）科举人，官至监察御使。
覃 福，广西南丹人，明太祖封忠毅武德将军。
覃德裕，广西容县人，正千户。
覃修纲，广西西林县人，怀满后裔。清朝末期，隶属岑毓英麾下，与马维骐齐名。

征回有功，累迁至参将；赐号勤勇巴图鲁，从克云州（今云南省云县），晋副将，更勇
号为“隆武”。光复之役，修纲独克夏和、清波；分兵取嘉峪关；复招越民九千分屯要
隘。缀法军缅旺前接山西兴化，后达十州、三猛，为敌所踞，出其不意，袭克之。次
年，永福战失利，军溃退。修纲仍坚持不动，战临洮，斩其二将。夜半时，率武士短
兵搏击，法人大败，纲乘胜复各郡县，北圻诸省皆响应。修纲直捣越南中部而奉命罢
戎。事宁，赏黄马褂署专北镇总兵，仍留滇。历权普洱、开化（今云南文山县）诸镇，



坐事免。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已亥(1899)，起甘肃西宁镇，留滇如故。清德宗光绪三十
一年乙已(1905)卒。予建祠以奉祭祀。修纲性忠勇，官开化久，有惠政，土民咸颂。因
寄籍文山县焉，故其后裔多居文山县平坝镇，共八十余户。（摘自《中国覃氏通书》

覃克振 广西容县辛里人，清朝末期（?-1875 年）功晋阶知府加三品衔。
上将军衔一覃连芳( 1894-1958)，字武德，广西柳江县百朋人，壮族，怀满后裔。保

定军官学校毕业，法国巴黎央格若航空修理学校肆业。历任国民党军通讯大队大队长、
团长、师长、副军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等职，1946 年特准挂上将军衔。1948 年退
出国民党，参加社民党，任该党广西书记长。1949 年移民香港，1958 年在香港去世，
1982 年骨灰运回原籍安葬（《中国覃氏通书》第 343 页）

爱国将领一覃异之(1907.7.7-1995.10.4)，宜山人氏，怀满后裔，爱国将领。建国前夕，
任国民党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覃异之，在南京曾发表和运见解，并为保护南
京市电站、码头、车站等公共设施不被国民党破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49 年 8 月覃
异之在香港与黄绍竑等人发表反将，宣布起义。为宣传党的政策、为统战做了有益的
工作。

建国后，覃异之历任水利部参事、参事室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九届
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常委、第八届
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北京市主任委员，黄埔同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届、三屑、四届、七届委员会委员，第五届、第六
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覃异之，热爱社会主义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关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心水利事业的发展，并为此献计出力。他对政协和民
革工作以及北京市人大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战线，为发
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为北京市的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覃异之，寻根问祖意识很强，早于 1975 年返桂省亲，以《探根》为作七绝一首：
“垂老还乡一探根，当年北宋狄青兵。昆仑战罢留兵垦，今日宾阳有后人”。以诗为志，
当时人民日报、广西日报均予刊载。已步入耄耋的 1995 年，覃异之不顾年老多病，倾
尽心力，为《中国覃氏通书》尤其对怀满公的溯源史料，极为缜密，字斟句酌，一丝
不苟，共同审搞。1995 年 2 月 9 日，躺在病床上的覃异之还提笔作了言简意赅的 241
个字的《中国覃氏通书》“序一”。

覃应机(1915-1992)，广西东兰县三石镇纳合村人，14 岁投身革命，参加红军，转战
千里，驰骋疆场二十载，主政广西三十年，功绩卓著、情操高尚，闻名于世。

覃 健(1911-1959)，广西东兰县板坡人，1955 年授中将军衔。
覃士冕(1895-1981)，广西东兰县长乐镇那串屯人，1955 年授予少将军衔。



覃国翰(1912-1996)，广西大化古河乡丹桂村人，1955 年授予少将军衔。
谭庆荣(1908-1991)，广西东兰县人，副军级待遇。
覃恩忠(1913-1985)，广西东兰县人，副军级待遇。
覃 波(1916-1995)，广西东兰县人，副军级医疗待遇。
覃日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党

组书记，曾任广西弘勤文化研究会会长。
覃瑞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广西弘勤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还有数十名省部级、军级领导以及近百位地厅级领导和上千名高中级职称、县处

级干部，可谓人才荟萃。
有歌云：数支覃氏自中原，千里迢迢徙南天。历尽艰辛砺意志，聚集广西建家园。

宗亲世代谋发展，家业兴旺胜蜜甜。后裔泱泱数百万，才人济济史空前。

东兰覃氏族谱编委会顾问覃绍明（左一）一行参观覃异之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