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百万后裔祖东兰

晨昏当荐祖宗香。数百年来，迁居四面八方的百万后裔，不辞路途遥远，世代前
来东兰寻根问祖或祭祀始祖怀满公，特别是当地覃氏族人，年年给怀满公扫墓，从未
间断。足见，广大族群对怀满公的深情颂扬、无限崇拜、虔诚敬仰，是历史形成，不
可撼动的。也是怀满公留戍东兰，修身齐家，为国为民所创下的卓越功绩、积淀的厚
重文化、铸就的良好情操，扣人心弦所使然。

第一节 始祖落籍纳雅屯

2009 年版湖南光裕堂《覃氏族谱》第 88 页《覃怀满宗支》记载：“覃怀满，又名
谭三耀，原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生于元至顺二年。其父系元末义军首领之一，覃怀满
承其父志，高举义旗，聚众起义，号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入广西东兰。由于平
乱有功，明朝廷授覃怀满为东兰州世袭武官，留戍东兰州，落籍都彝哨。……亦为中
华覃氏的主要宗支。”

2018 年版《广西象州覃氏族谱》第 38-39 页：“覃三耀入桂留戍东兰……”
《上林覃氏族谱》第 10-11 页载：“覃怀满随明廖将军南下追击元军至宾州，元将

降，战事平，驻守宾州。因覃怀满为降将，未得明皇重用，觉得留念无益，而起离军
念头，趁巡营之机，遇同韩天珍、谟天辉，互谈身世，同病相怜，结义金兰，营当深
夜潜逃宾州西北面的深山荒林的杨老村，当时，急待成家，便在杨老村央媒娶妻。住
了九年，因明朝官府还在查辑多年前逃亡的军官，便与韦天珍迁往偏僻的宜山县都街、
德胜圩，以避风头，就在这年。适值东兰发生动乱，殃及四邻各县，庆远知府招募勇
士，榜文明示，能平乱者，可当世袭官职，覃怀满、韦天珍应招平乱有功，授韦天珍
为东兰州世袭知州文官，覃怀满为世袭武官，留戍兰州，奉管东兰，眷属都彝哨（今
东兰大同乡纳雅村）立籍，生真贤、真圣、真仁等十二子。”

《思恩覃氏，祖籍山东》：“覃为本县大姓原籍山东，……为东兰覃真圣第五子覃
招后裔。……”

据《东兰县志》记载：“东兰覃山耀次子覃真圣……七子覃泌居宜山县（现宜州区）
之龙降村。……据此，宜山县（现宜州区）覃氏一部分来自东兰，已可确定。……”

世代传，东兰覃氏始祖怀满公，可谓上通天文下晓地理。600 多年前，他四处寻找，
选定落籍大同乡和龙村纳雅屯。纳雅位于东兰南大门红水河畔，距县城 46 里，为当年
都彝哨所在地，如今乡政府所在地，时下规划兴建的东兰至都安大兴二级路，贯通该
乡为全县重要水陆交通枢纽之一。

该屯地理位置独特，依山傍水，风景别致。登山俯视，背靠纳雅山（即都彝山），



古木参天，奇峰异洞，易守难攻，故成为大革命时期的重点区域。村前视野广阔，有
千亩平坦且肥沃的农田，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曲折缓流，绕过村前，直抵红水河口。
左右两侧，群山环绕，绿树成荫，整个村形似大靠椅，不愧是山青水秀，地灵人杰的
宝地。纳雅屯是始祖怀满公落籍地、肇基地，百万后裔的始祖地和发详地。

有歌云：始祖落籍纳雅村，山水独特聚宝盘。

百万后裔念故地，千里慕名来登临。

纳雅村，后靠都彝山，左旁红水河，村前小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陆通航，物流顺畅。村民

楼群，栉比鳞次。元末明初，早为都彝哨所在地，始祖怀满公的落籍地、肇基地、发祥地，履行巡检、建

功立业、铸就情操、传播文化的重要区域，给族人留下世代颂扬的家国情怀、感人壮歌、神奇故事。为数

百年来怀满公百万后裔仰止、朝拜、寻祖的圣地。

第二节 佳城筑建累吴屯

这些年，我们深入县内外，覃氏创世始祖怀满公后裔聚居的县、乡（镇）、村、屯，
广泛调查采访，查阅收集大量族谱资料，实地考证众多古墓碑文，专访数十位高龄，
特别是大同当地的数千村民，获得众多鲜活史料证实：怀满公仙逝，祖茔累吴屯。

大同乡和龙村切合屯 94 岁高龄的覃永安说：自我记事起，阿公阿爸说，‘布造伯’
（壮族话意指‘创世祖’）过世，儿孙请来一位有名的地理先生，选择几处，架起罗盘，
测准方位，最后决定安于累吴山麓。故 600 多年来，我们这里的覃氏后裔深怀对“布造
伯”无限崇拜与敬佩之情，坚持年年祭祀，从未间断。还有民国时期，数以千计的外
县宗亲，年年前来扫墓。

始祖茔地，风景别致。登高鸟瞰，佳城后靠花香山脉，绵延数十里，为东兰高峰
之一，重峦叠嶂，林涛漫涌。前方为一马平川的良田，素有东兰‘小乌克兰”之称（后



大部为电站淹没）。茔地下沿，有两条潺潺溪水自然环流汇合向东。左右两侧山岭连绵
起伏，犹如双龙自西向东腾飞漫舞。无数宗亲、墨客、游人慕名登临览胜无不惊叹至
极，连连啧赞，可谓‘青山环抱千古秀，绿水萦绕万代昌’的绝代佳城。”

有歌云：始祖佳城累吴屯，裔孙代代祭祖坟。

德高望重千秋唱，铭刻心底不忘恩。

数百年来，无论县内或县

外怀满后裔，深怀对始祖的无

限崇拜与敬仰之情，魂牵梦绕。

每年清明，他们不畏山高路遥，

昼夜兼程，肩挑手提贡品，络

绎不绝，从四面八方云集都彝

和龙村累吴屯，数百族人，竞

相在始祖怀满公墓前，虔诚烧

香祭拜祈祷。且约定俗成，一

以贯之，难以撼动。将认祖敬

祖祭祖，视作弘扬始祖优良传

统文化、修齐治平之践履，凝

聚族人的动力。

第三节 年年祭祖永无间

我们走访了都彝（今大同乡）、纳雅、切合、切近、累吴、拉谷、拉当等村组逾百
户、上千人、其中有十多位 80 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很崇拜“布造伯”，知晓“布造伯”
墓葬累吴；当地覃氏后裔，年年到这里祭祀“布造伯”。民国时期外县宗贤也纷纷赶来
祭祀。

大同乡和龙村切合屯年近百岁的覃永安、覃奶东两老深有感触地
说：“我这么大岁数，象‘布造伯’仙逝数百年，世代竞相传颂他的历
史功绩、思想文化、良好情操等实属罕见。族人对他的崇拜敬佩，发
自内心，历史形成，难以撼动。尤其是他感恩孝道的祖训，家风，潜
移默化，铭刻于心践于行。当地有个传统礼俗，但凡长者，均以公、
奶、伯、叔等敬称，切忌直呼其名，若偶有之，则被视为不礼貌或粗

俗而嗤之以鼻。故对创世始祖怀满公，均以‘布造伯’称谓。广大族人对他的祖籍源
流、历史功绩、思想文化、良好风范等世代传颂。600 多年来，每到清明，附近的切合、
累吴、切近、纳雅、拉当、拉谷、里龙等屯覃氏后裔，备好贡品，共同祭拜，成为常
态。

我亲眼所见，民国年间，有本县的，还有都安、大化、马山等县外宗贤，昼夜兼



程，抬挑猪、鸡、鸭等贡品前来祭祀‘布造伯’。来人很多，仅插纸钱占地就有几斤种
子（注：当地田地播种计量方法，如 1斤种子可播种多少亩地。）的面积。

记得建国前，有一次赶东兰街，回来到渡亭天黑了，找一家投宿，东家便问，你
是哪里人，回答是都彝的。家主即高兴答道，好的，覃家人，我们每年都去累吴给‘布
造伯’扫墓。于是，不但安排好住宿，而且杀鸡宰鸭，似兄弟一般盛情款待。”

累吴屯 87 岁覃义昌、85 岁覃凤姣：“本屯几十户，大多为覃氏，近百号人，‘布造
伯’祖茔安葬本村，是我们的荣幸。几百年来，年年扫坟，且县内外宗贤也纷纷前来
扫墓。我记得渡亭有个叫覃朝杰等人，年年祭扫。”

年近 80 高龄的覃衡山、覃美娥两老叙述：“‘布造伯’祖籍山
东，留戍东兰，落籍纳雅，祖茔累吴等重大史实，并有世传山歌，
在大同当地，家喻户晓，顶礼膜拜，年年虔诚祭拜。”衡山，中师
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教师，大同乡教育组副组长。美娥，中共党
员，曾考入拔群师范幼师 1班，1962 年因国家经济困难学校解散而
辍学回乡。他们都是家乡公益事业和覃氏族谱工作热心人。

纳雅屯人，原和龙村党支书覃文军：“父亲曾多次说道：‘爷爷、爸爸等前辈，每
逢清明，各家各户，汇集累吴，祭祀‘布造伯’，视作一项极其神圣活动，若有不参与
者，则被斥为不孝之人。”

覃志积（切合屯人）：“上世纪自 80 年代始，随同覃承勤等参与《中国覃氏通书》
一书资料搜集，到广西各县，收集始祖怀满公的大量史料，还从四面八方前来寻祖的
众多宗贤中，获得不少鲜活史料，进而有力佐证和全面还原始祖怀满公祖茔累吴等重
大的历史原貌。本村为覃可江公世居的大村，几十户 100 多号人，‘布造伯’‘牙造伯’
墓葬我们先祖的田边，深感自豪骄傲与荣耀，自古以来，年年祭祀。同屯的覃奶东海、
公永贵、妈卫龙、覃志新等，累吴屯的覃建摒、覃义良、覃义峰、覃义明、覃温泉、
覃忠平、覃义昌、覃建忠、覃义军、奶浩成等，拉当屯的覃真，新村屯覃新福等六个
附近村屯的上千族人都这么说：“我们年年扫墓，是对‘布造伯’无限崇拜敬仰、回报
祖恩的深情表达。

有歌云：都彝族人心虔诚，苗裔世代勿忘根。

常年无间祭始祖，宗亲情愫连图腾。

第四节 八方后裔来祭祖

都彝广大覃氏宗亲陈述，“布造伯”落籍纳雅，祖茔累吴，年年祭祀。建国前有众
多的县内或县外的宗亲，跋山涉水，前来扫墓。经走访东兰县各乡镇村屯及南丹、大
化等县份的数十位老人、上百个村屯、数千族人所提供的文字史实、口传资料，完全



一致。摘录部分，可见一斑。
田峒村波峨屯，覃水保生前常说“每到清明，我与廷隆(1896-1950)、廷吉（1902-1979）、

廷文(1914-1991)几兄弟，随爸爸（覃朝公 1863-1943 年）、宜仁叔公（覃冠久 1835-1905）
等步行到大同累吴屯给‘布造伯’扫墓，来人众多，插纸就占几块田。

扫墓活动长者主持，朗读祭文、述祖功绩、历数列祖、重温祖训，或唱创世歌…。
当时，叔公有文化，就将列祖列宗逐一记下，编成壮语祭祖巫经，我则以这个版本来
为覃氏祭祖之用。巫书说：‘请达岁都彝、请达乙古零、请达布师恩、请达提凤凰、请
达岁日益、请达布杨柳、请达乙北达、请达布拉祖…….’。壮译汉意：‘请达’，即‘请
到’。‘岁、乙、布、公’即泛称‘官’。请到：都彝始祖公、古零维昭公、师恩维彦公、
凤凰日益公、杨柳覃智公、北达覃炮公、拉祖覃李公……祭祖巫经，至今大同、花香、
板文、平勇、渡亭一带还在广泛流传着。

长乐镇定安屯，107 岁覃玉山：“‘布造伯’非常出名，世代传扬。
他的历史，上我这种年岁的，都很清楚。他祖籍山东，抗元名将，留
戍东兰，落籍纳雅，祖茔累吴等真实历史。几百年来覃氏后裔，无论
远近，每到清明，集结累吴，祭祀‘布造伯’。我去几次，只认得楼
华、渡亭、平信、田峒、永模、更乐、双苏等附近的宗亲，其他大都
不认得，茔地四周，人头攒动”

三弄三合村隆奋屯，覃廷文(1914-1991)生前说：“我 7 岁就随爸爸（覃卜水保，
1863-1943 年）到大同累吴给‘布造伯’扫墓，先后去四五次，见到弄伦屯覃权兰、弄
拉屯覃秉贞、下渡亭屯覃朝杰、平信屯覃树华，丘王屯覃宝仁，双苏屯的覃家珍、覃
统华等成群结队，云集累吴，给‘布造伯’扫墓，扫墓者不仅有本地，外地来的人也
很多，仅插纸钱就占几开种子的面积。记得临近建国，我在弄仰（地名）做活路，有
个白面书生来到地头，他彬彬有礼向前搭讪，我便问，你是哪里人，有什么事？先生
如实相告，小的大同人，为覃瑞五之子，名松山，我多次路过红河边，见这里有口墓
穴，曾给地理先生实地观看，说是好墓穴，想求您老出卖，价格由您定。我一听是远
近闻名的大同覃瑞五之子，便答道，我们都是‘布造伯’后裔，每年都到累吴扫墓，
一家人，好商量，适当给些便是。”

河池市南丹县吾爱板良屯，93 岁的覃绍谋：我小时，常听公公（覃永侦，1866-1946
年）、爸爸（覃树廷，1900-1986）讲‘布造伯’传奇故事，很受感动与敬佩。8 岁时，
民国十五年，我随公公、爸爸走路到大同累吴给‘布造伯’扫墓，有本地的也在外地
的，上千人，场面十分热闹。我连去两三次，每次都是人山人海，深感到‘布造伯’
非同一般。”

三弄板兰村可吾屯，年近 80 岁的覃远东：“我公（覃永清，绅士）、爸（覃树恩，



生于光治 23 年，即 1898-1998 年）、哥（覃绍旭，1926-2006 年）等前辈对怀祖祭祖，情
有独钟。我爸一直珍藏着公公曾录下诸多创世始祖覃怀满公的传奇手抄本，其中有云：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感受至深，年年组织有渡亭一带覃氏宗亲覃华安（坡峨、
老教工）、覃树华（平信、老教工）、覃绍球（纳旺、副教授）、覃绍忠（丘王、团县委
副书记）等，前往百里开外的大同累吴屯给‘布造伯’扫墓。我小时候也跟着啊爸、
哥哥去过，见前来扫墓的人很多，比肩接锺，不可胜数，场面十分壮观，至今仍记忆
犹新。”

覃统华（三弄瑶族乡双苏村苏邦屯，退休教师，97 岁，覃统权，88 岁，小学高级
教师）：“上我们这把年岁的人，都懂得‘布造伯’祖籍山东，抗元名将，平乱功臣，
留戍东兰，落籍纳雅，祖茔累吴等神奇历实，顶礼膜拜。记得民国末，我与小弟统权，
曾跟公公、爸爸、叔公覃家珍(1901 年出生，早年跟随韦拔群搞农运，曾任双苏苏维埃
主席，1979 年过世)及三弄好言，长乐永模、坡切、更乐、苏仙等附近宗亲覃孔贤（早
期农运骨干）、覃孔修等，到大同累吴给‘布造伯’扫墓，其他地方来的人也不少。足
见，‘布造伯’在覃氏世代族人中的影响十分深远。”

覃介福（东兰县东兰镇百豪村平信屯人）：我爸覃树华(1917-1997 年)，民国时期就
当教师，活到现在算是 100 岁老人了。他是最早提议和收集资料，编写族谱的主要人员
之一，还邀有板兰可吾村的覃绍旭、纳旺的覃绍球（现年 83 岁）等人参与。他给我讲
了不少有关怀满公的历史资料。加上本人近二十年参加编写《覃氏通书》及几部覃氏
族谱，也懂得不少。至于前辈去大同累吴屯给始祖怀满公扫墓的历史，整个渡亭个个
懂得，1956 年，还跟阿爸去过，场面热闹，人山人海，记得清清楚楚。”

覃广拔（田峒村宜仁屯）：“小时候，时常聆听我公（覃朝安）说，我爸覃冠久，
为这带有文化之人，称为‘绅士’，他将创世始祖覃怀满公的源流迁徙、历史功绩、落
籍地名、世代繁衍、祖茔累吴诸多事实撰成手抄本，广为传颂，以世代缅怀祭祀。故
我们渡亭的覃氏后裔，每年都成群结队步行到 100 里外的大同累吴屯给‘布造伯’扫墓。
我跟爸爸过一次，见到人山人海的活动场面，很受感动。”

覃凤园（大化板升人氏，女，93 岁）：“我很小就听到我公我爸说到‘布造伯’的
动人故事，历史功德，尚有很多山歌传唱至今，我还记得二十多首。我所懂得，板升
的覃氏都是‘布造伯’后裔迁来的，民国时期，我们都杀鸡鸭，挑到大同累吴山脚，
给‘布造伯’扫墓。同时也安排人员到九圩大河口给‘覃炮公’扫墓。”

覃宗惠、覃宗文（大化板升乡人氏，男，分别 96 岁、95 岁）：“我们这里的覃氏，
都是‘布造伯’的后裔，民国年间，每到清明，我们杀猪杀鸡，三五成群，步行到大
同累吴屯，给“布造伯”扫墓。见到从各地来的宗亲，不计其数。

覃奶朗（大化板升人氏，小学文化，93 岁）：在我人生中，数百前的‘布造伯’，



众多族人世代始终如一崇拜祭祀的，唯有‘布造伯’。我们那一带的覃氏，大都是‘布
造伯’后裔，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五六代了，几百年来，世代裔孙，每到清明，带着
贡品，徒步前往大同乡和龙村累吴屯，给‘布造伯’扫墓，民国末我随阿爸去扫过一
次祖墓。”

覃照国（长乐镇切亨村板告屯人，93 岁）：“民国时期，我每年都与大哥（覃照泽，
96 岁）前去大同累吴屯给‘布造伯’扫墓，见到外地前来扫墓的很多。解放初，我们
都还去。”

覃应福（水洞村下弄文屯人）：“我今年进 91，曾见过三石镇覃继蕃世代保存的明
清时期《覃氏族谱序》手抄本：‘谭三耀祖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抗元将领，结义韩谟，
平乱有功，朝廷授世袭东兰巡检司落籍都彝哨纳雅村共育有十二个小孩，过世葬在大
同累吴屯……’始祖恩德深重，世代怀念，年年坚持给他扫墓，我记得有几年清明节，
随公公、阿爸及三石一带的板逢、下免、纳合等地的大批宗亲前去大同累吴给‘布造
伯’扫墓，来人很多，互不相识。”同屯的覃绵领、韦秀兰两夫妇也说：“覃老脑子很
好，记忆犹新，如数家珍，和我们听到老前辈传说的一模一样。”

有歌云：枝叶繁茂树同根，支流万派水同源。

瓜瓞延绵共一祖，世代祭拜永无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