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二 编

追本溯源自山东 百万后裔祖东兰

毛主席说：“祖宗都不认，何谈爱国。”（—摘自《毛泽东回韶山的讲话》）。

为认祖宗，历时五年，出访县内外、全国各地，查获大量方志、碑文、

族谱、专著及民间世传典故、山歌等史料。举行两次有专家学者 100 多人参

加的覃怀满文化研讨会。核实考证：东兰始祖怀满公原籍山东，留戍东兰，

落籍纳雅，祖茔累吴。经岁月磨亮，形成独特的怀满文化和怀满精神。怀满

精神一直成为激励裔孙拼搏奋进的精神力量。东兰是覃怀满的肇基地，怀满

文化的发祥地，怀满精神的展示地，百万后裔的始祖地。

《庆远府志》上的东兰州地图



第一章 追本溯源自山东

第一节 史料有载

1．《中国覃氏通书》载：谭端，约生于宋理宗保元年（公元 1225 年），少年聪明，
背诵经书，赋诗作联，15 岁（1239 年）在益都乡试中考上了童子科。到理宗景定三年
（1262 年）当朝最后一次殿试时，考取了进士，成为“宋理宗朝翰林学士，在临安朝
中任国史馆文职。谭端生一子谭景山，恰逢乱世，为防不测，拜师学武，日夜苦练，
学得一身好功夫。景山生有三子：一耀、二耀、三耀。

谭三耀，出生于元至顺二年（1331 年），自幼天赋聪敏，见父习武，耳濡目染，即
爱使枪弄棒。长大后，身体魁梧，臂力超人，父子俩武艺高强，素有家国情怀，在当
地享有很高威望。元朝末年，政治腐败，苛政横行，民怨沸腾，各地纷纷揭竿而起。
元至正十二年（1352 年），正好二十出头的谭三耀，血气方刚，眼见天下动乱，民不聊
生，顺应时势，治国为民，平安天下，遂随父抗元。景山父子率领义军攻州掠府，活
跃在山东南部、安徽及江苏北部一带，与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人领导的红巾军
遥相呼应，给元王朝予沉重打击。几年后，谭景山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冷箭射中身
亡。

父亡子承，谭三耀被众兵推举继任首领，随者人众，队伍迅速扩大，号称“天下
兵马大元帅”，所向披靡，战绩卓著。不久融入朱元璋领导的反元民族斗争洪流中，隶
属明平章部南征将军廖永忠麾下，为一员明将。

元朝被推翻后，谭三耀奉朱元璋开疆拓土
之命，随南征将军廖永忠南下，转战江淮，历
经安徽、江西，直抵浙江明州（今宁波），追
剿并降服元军残部方国珍，进克福州。明洪武
元年（1368 年），平定闽中诸郡，至延平，击
败并擒获陈友定。又取海道攻取广东潮州（今
潮安县）、惠州、广州、东莞，迅速传谕朱崖
（即今海南琼山）等三十余城，守官纷纷纳印
请命。接着沿西江逆水而上，进入广西梧州、
浔州（今桂平）。六月二十九日，引兵攻克邕州（今南宁）。七月初一，谭三耀与指挥
使耿天壁追击元将阿兰思至宾州（今广西宾阳）、象州，元将降，战事平。

谭三耀奉命驻守宾州。屯兵数年，官兵无所事事。谭三耀尽管战功卓著，但朱元
璋对他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名号耿耿于怀，不予重用，深感再留军中无益。值夜巡



与军中同僚韩天珍（亦称韩天贞）、谟辉烈巧遇，互谈身世，同病相怜，为谋生路，义
结金兰，改名换姓，谭三耀恢复远祖覃姓，改名怀满，韩天珍改为韦天贡，谟辉烈亦
改名“莫天辉（或天威、天耀）”。洪武三年(1370)，覃怀满娶李桂林（有的族谱也称李
桂妹）；韦天贡亦娶周家三妹，莫天辉娶梁小妹，成家立业。从此，覃、韦、莫三族在
很长的历史时期保持很深的兄弟式情谊。洪武九年( 1376)朋友三人，为避查缉，携妻带
子，离开宾州，迁居庆远府宜山德胜都街。

明洪武十二年(1379)，东兰州韦氏土司发生内讧一“土司家人韦钱保篡土司位，后
因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地方动乱，”朝廷调遣德胜千户所驻军前往平乱，并出榜招募
明示，能平乱者，世袭官职。覃怀满、韦天贡、莫天威应招平乱。“广西都司讨平，执
钱保正其罪”。覃怀满身为名将，平乱立功，覃、韦被广西都司及庆远府委以重任—授
予东兰州世袭武官，留戍东兰州。其中，授莫天辉到南丹为官，韦天贡驻军东兰州兰
阳并世袭武官，覃怀满驻军东兰州都彝哨世袭武官（巡检司），落籍纳雅村。

2017 年 1 月 3 日，河池市弘勤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覃启汉，河池市弘勤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覃元照

等率领东兰弘勤文化研究会会长覃建新、《东兰覃氏族谱》编委会执行主任覃瑛、玉林等，在当地宗贤陪同

下，实地考察始祖覃怀满、韦天贡、莫天辉，曾于明洪武九年至十二年居住宜州德胜都街。大家共叙怀满

公的辉煌历史功绩、繁衍分布、人才辈出等人所共知的史实，图为覃树邦说明来意。

2．河池九圩恩栋清代光绪三十年(1904)《覃氏谱牒》第 15 页：记载谭三耀祖籍山
东青州府益都县白马街糯米巷人氏，元末义军首领，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后随廖永
忠追剿元军至西粤宾州城……谭三耀改作覃怀满，韩天珍改作韦天贡，谟辉烈改作莫
天辉（亦称天威、天辉）。

3.2014 年版《中华覃氏志·湖北卷》第 9页《兵征留戍》：“明代，覃怀满（山东青
州人）跟随明征南将军廖永忠追剿元朝残兵，转战广西……叛乱平息后覃怀满被授为
世袭武官，留戍东兰州……裔孙遍及黔（贵州）、滇（云南）、桂（广西）3 省 28 个县



及越南同登、凉山、高平等地。”
4.1988 年台湾版《中国覃氏历代名贤传》《中国覃氏源流世系考》有关覃怀满祖籍

山东青州及东兰发祥地的记载：《名贤传》第 31-32 页：“……宋时有名端者，山东青州
府益都县人……寻副廖永忠征广西，留戍东兰。……东兰覃氏，虽然归宗较前四支晚，
却为桂西各县覃氏之源头，后裔遍布桂西各县……而东兰覃氏后来居上，发展为广西
覃氏之主力……”

《名贤传》第 57-58 页：“谭山耀（又名三耀，亦作三孝），广西东兰人，其先为古
孤竹君之裔……，分居于谭地……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明兴，得副廖永忠往征广西
诸夷，事平，留戍东兰为覃氏之祖，育有：长子玉熙、官名维彦、字真仁，次子玉魁、
官名维真、字真贤，三子玉翰、官名维昭、字真圣，四子玉林等十二子女。”

《名贤传》第 57-58 页：真圣之孙企望，企望生：覃智、覃乾、覃李、覃炮、覃招、
覃兆、覃璧、覃坤、覃寿等九子，后又抱养三孩为义子，取名覃百贤、覃千贤、覃万
贤，共十二子。长子智则居宾州（今宾阳县）杨老村……三子李留于东兰守职。四子
炮赴河池州（今河池县）坐堡，为中平六里堡目。……”

《世系考》第259-260页：“……东兰覃氏，为桂西各县及贵州荔波县覃氏之源头……
及滇东文山县……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

5.2002 年版《百家姓书库·覃》第 16-18 页：“覃（谭）三耀入桂留戍东兰”，记载
覃怀满“原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元末明初反元义军首领”，号称“天下兵马大元帅”，
后南下平定广西留戍东兰。

6.2014 年版《韦氏文化研究》第 138-144 页：“韩信后裔有天贡，韩侯血脉至今存”
“功高盖主遭陷害，含冤更姓韩改韦”，记载韩天珍改为韦天贡、谭三耀改为覃怀满等
内容。

7．《上林县志》1934 年版中载：“覃三耀（又名覃怀满，亦作山耀、三孝），……
原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带领一支覃家军随明将廖永忠征
南……后移宜州德胜入东兰……”

第二节 族谱有记

1．东兰县三石镇覃继蕃宗贤世代保存明清时期《历代谱牒序》：我始祖名唤谭三耀，
原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出生元至顺二年（1331 年），20 岁随父抗元，父阵亡，众拥为
头领，跟随民众，号称“天下兵马大元帅”，所向披靡，成为名将，后为明军收编随明
廖将军南下至宾州，元军降战事平。娶杨老李妹成家，为避查缉与韩、谟三结义，易
姓更名，谭三耀改覃怀满，韩天珍改韦天贡，谟辉烈改莫天辉，后迁居德胜都街，应
官府招带兵平乱立功，留戍东兰，落籍纳雅，祖茔累吴。



怀满公玉熙、玉魁、玉翰、玉林四子孙分布的简述或图表：
怀满公长子玉熙（官名维彦、字真仁），生于明洪武初年。《覃家老祖总图》《中国

覃氏通书》《覃炮墓》等书籍所记，真仁先在思恩（今环江）为官，后赴田林任职，传
至曾孙可庆，生四子：永、治、勇、雷。子孙分布田林、西林、田东、凌云等地。其
中，长子覃永为潞城（今田林县）土司，次子覃治为上村洞长官司（地名，即今西林
县）长官。三子覃勇迁居泗城（今凌云县），四子覃雷迁居恩隆（今田东县）。“以上诸
子后裔，多于原地发展，逐渐蔚成大族。独覃活后裔，发展至云南省当各族最为突出。”
（见《切桑覃氏之由来与分布》）怀满公之苗裔，又分布到云南发展。玉熙后裔，人口
数万，人才众多。

怀满公次子玉魁（官名维真，字真贤），生于明洪武初年，成年分赴宜州为官，其
子覃积，怀满公之孙，覃积生 2子廷绸、廷纳各代繁衍，分别居住宜州、环江、罗城的
祥贝、安马等县乡，人口十余万，才人众多。

怀满公三子玉翰（官名维昭、字真圣），生于明洪武初年。成年承袭东兰州武官，
后到三旺任职（即军政要职）。不久，因思恩府（今武鸣县）辖地发生动乱，朝廷分别
从庆远府管辖的南丹、东兰等州县调兵前往征剿，其中有玉翰统领的三旺州军队。战
事平息后，为防事端再起，有部分随征的军队留在当地负责维护稳定，玉翰公即领兵
镇守古零（治所在今广西马山县），并任武官（参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覃炮墓》）。玉
翰公后裔分布马山、武鸣、上林、邕宁等县区，为最大族群，后裔数十万。

怀满公四子玉林，约生于明洪武十年。明朝太祖三十年（1397 年），自都彝纳雅迁
居纳切村（今东兰县花香乡坡索村纳切屯），纳切屯为玉林公之落籍地、发祥地、祖茔
地。明嘉靖三十年立碑，保存完好，清晰可见。历 600 多年，后裔繁衍蔚成大族，分布
纳坡及四周。玉林公弘扬怀满公祖训、家规、家风等，教育儿孙，躬耕笃学，人才辈
出等辉煌历史功绩。世代传颂，影响广远。

2．东兰县大同覃玉鹤宗亲提供的《切桑覃氏之由来及分布》；大同覃崇良宗亲提供
的《东兰县大同覃怀满公世系简表》；东兰镇板逢、拉英一带民间流传的《覃家老谱总
图》；长乐镇坡豪覃有林宗亲提供的《谱牒》；三石覃泽勇宗亲提供三石镇覃应物撰写
的《覃氏始祖谱集》；板坡谭福强提供的《谭氏谱牒》

3．河池市九圩恩栋《（覃氏谱牒）牒序》（光绪甲辰年（1904 年）覃禄昌追记、续
写。原藏于九圩恩栋覃太碧家旧墙内，1999 年 10 月拆墙时发现），不但对始祖公也有
同样的记载，而且还补充了怀满公生十一子一女等珍贵内容。该谱第十五页：“谭三耀
祖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白马街糯米巷人氏，元末义军首领，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后
随廖永忠追剿元军至西粤宾州城……谭三耀改作覃怀满，韩天珍改作韦天贡，谟辉烈
改作莫天辉……”



4．《上林覃氏宗族志》第 26 页：“怀满公在上林后裔，可分为三支：一支为覃智公
后裔，一支为覃李公后裔，一支为日益公后裔。覃智、覃李、日益三人均为怀满公的
玄孙。覃智一才继公宗支世系概述：才继公为覃智公之子，其裔孙分布于宾阳、上林、
邕宁、横县、贵港、马山、武鸣等县市。”

第三节 古墓志铭

1．始祖怀满公三子真圣公墓。据《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覃炮墓》：“维昭（即真圣）
承袭东兰州武官，后到三旺任军政要职。不久，因思恩府（府治在今武鸣区）辖地发
生动乱，朝廷分别从庆远府管辖的南丹、东兰等州县调兵前往征剿，由真圣（维昭）
统领的三旺州的军队也在其中。战事平息后，为防事端再起，有部分随征的军队留在
当地护防，真圣（维昭）即领兵镇守古零（治所在今广西马山县），并任武官。”真圣
公去世后，葬在马山县林圩镇岽桑村后左侧山脚。

2016 年 6 月 24 日，《东兰覃氏族谱》顾问组组长覃绍明率编委执行主任覃建新、树邦、覃瑛、玉林等

到马山县林圩镇伏兴村岽桑屯，在当地宗贤的陪同下，考察始祖怀满公第三子玉翰（名维昭、字真圣）公

之墓，大家深情回顾玉翰公的辉煌历史及十多代儿孙的动人业绩。

先祖真圣公墓碑文：马山真圣公墓志铭横批：万古佳城。 真圣公乃怀满公【儿：
真圣（与之陆氏）生逢健（孙）生福运（曾孙）生日益（玄孙）】之子逢健公之父福运
公之祖日益公之曾祖也公之懿行不能枚举其生平只可略陈其梗概原籍山东青州府益都



县移居东兰州至今始迁于思郡稼桑乡披荆棘立室家启累世丕基作百千人鼻祖至肆世嗣
孙日益公得为古零土司巡检阴袭迄今未艾其蕃衍于武邑邕南上林诸处杰出者亦代不乏
人此皆公之厚德所留贻获食其报也公殁时已卜葬于松山之阳立庚山甲向兼酉卯分金越
光绪戊申合族醵金勒碑以志不朽凡我后裔庶睹碣石而溯本源省宅兆而怀前烈方不负乃
祖垂裕之志也夫是为序。

明故太始祖讳真圣公覃老府君大人之墓
奉祀男逢健孙福运曾孙：日益、日祥、日利、日扬
玄孙：文养文质文明文逸文卢文旺文显文刚文林文光文学文周文辉文映文怀文青。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即公元 1908 年 12 月 19 日竖。”摘自《上林覃氏宗

族志》第 990 页。
2．怀满公四子玉林，迁居、祖茔那切。位于东兰县花香乡坡索村纳切屯新村点，

至今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墓，清晰可见，明朝太祖三十年（1397 年）我始祖来那切村居
住（为当地广大族人世传“布造伯”），已生三代。第四代之长子仙逝后四十年即明世
宗三十年（1551 年）立碑，镌刻玉林公业绩，世系繁衍分布。又过 6 代后至道光十六
年( 1836)正月甲乙酉，众多晜孙、仍孙，修葺立碑，列耳孙学位官衔，繁衍迁徙分布村
名等极其珍贵的史实，为始祖怀满公儿子的最早古墓。碑文如下：

“尝思人生世上当思木本水源人子思亲须重□父□□溯我始祖自□明朝太祖三十年我祖

始来板罗那切村居住开此地已经三代生有四房吾母祖是长移往三多村肯果地基居住□生三子

考比俱没吾祖等仍□□从祖合葬伴时高曾未尝习业空□□已经六代兹我等身列第孙仍孙习礼

睽之于理不顺□之于心□□兹合心敬修碑以为流传□□万世不朽是为序

今将三子胪列晋典后人视知长子居住王受村身充头目今弟孙覃日峨桂明继当要委仍孙肄

业重孙覃融光端朝宝业回昌发旺十屋次子移居肯文村同理公务弟孙覃上岁金全天贵振拔振隆

既文不伦发旺二十屋中第三子移居所哲村发旺今□居又移往拉勿中哄二村居住乃同习礼肄业

沐恩祖泽所哲村至弟孙身列谬庠覃拔覃端士覃文中拔类老三仍孙庠生覃懋业童生懋修懋刚懋

元懋良中光中业中哥仍孙监生覃懋融童生懋琳懋芳贵德学昌住三村发旺三十屋其余难便俱载

明世宗三十年显考安葬四十年显妣归终合葬已经六代兹弟孙仍孙至清朝道光十六年正月

乙酉穀旦合心敬修碑蔌努□山庚向丙寅申分金大发大旺

墓联：裕後绵绵蒙燕翼／光前济济赖胎谋；横批：降尔遐福”



2019 年夏，覃绍明率覃建新、覃瑛等人，在花香乡坡索村那切屯宗贤陪同下，实地考察明代古墓——

怀满公四子，玉林公落籍地、祖茔地及玄孙墓地，畅谈玉林公的鲜活历史。图为墓前合影。

始祖覃怀满公玄孙——覃炮，生于弘治癸丑年（1493 年）弱冠之年，先后任三旺堡目、三旺州官（相

当地厅级）为民做事，功绩卓著，百姓拥戴。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仙逝，八方民众，自觉为其修筑的

地宫及地面三级堂皇墓地，刻竖各类稀禽异兽石雕，工程浩瀚，设计精巧，极富欣赏价值，留名千古，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3．河池九圩覃炮公墓志铭，是一座明代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古墓，屹立于河
池市金城江区九圩镇那余村大河口三端坡上，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核定并公布第七批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桂政发 2017]



69 号】覃炮是怀满公玄孙，真圣公曾孙，与保公之孙，企望公之子。覃炮墓设有上下
两层，上层为宝项，下层是地宫。该墓碑刻对联：“东鲁大邦先祖籍，粤西边地后人居”。
上联开宗明义表明墓主人的祖籍就是“山东大邦”，“东鲁”即今天的山东。“粤西”，
指现在的广西。“粤西边地”，泛指广西西北部。地宫的墓志铭，除镌墓主、立碑者外，
还刻墓主生辰一弘治癸丑年(1493)九月十二日戌时，以及建墓、立碑的具体时间——嘉
靖三十三年八月（1554 年 9 月——这亦即覃炮公去世的年月）二十九日造。

“覃炮公墓碑文 万古佳城 东鲁大邦先祖籍 粤西边地后人居
吾祖生于明朝弘治六年岁次癸丑九月戌时建生殁于嘉靖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安

葬于此地名曰大河口村三端坡壬山丙向辛已辛亥分金至今大清咸丰九年岁次已未数百
余年坟石崩坏会众裔等合齐修吾祖庇妥先灵以昌后裔云尔

皇明受禄先翁覃公大墓位
孝男：大春、大冬、大税、大立、大里。
耳孙：道选、凤第（武魁）、斐然（庠生）、超麟（武生）、裕光、观文（督功）、

维翰（均庠生）、茂猷、靖邦、保邦、国干。
注：此墓位于今河池县九圩镇那余村河口屯后三端坡上，始建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咸丰九年（1859 年）重建外墓之碑，1996 年间墓碑再次崩塌，1997 年农历 11 月
初 9 仿原碑复立。‘东鲁是原籍，西粤是安居’两块竖披已不见。弘治六年九月十二日，
即公元 1493 年 10 月 21 日。

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廿九日，即公元 1554 年 9 月 26 日。（覃启才、覃德才抄录供搞，
覃元照整理注解。”—摘自《上林覃氏宗族志》第 991 页

“覃炮公墓地宫志文
岁次癸丑九月十二日戌时建生 覃公大墓授禄先翁位
孝男大春大冬大税大立大里
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廿九日造
注：1997 年 12 月 8 日重修外墓碑文时，意外发现‘覃炮地宫’及完好墓志，周边

均刻有花纹图案，当年（1554 年）镌刻志文时所用的珠砂，至今依然鲜艳夺目，但因
怕歹人盗墓，后又把入口处封信住，1999 年元月重修地宫入口处。”—摘自《上林覃氏
宗族志》第 992 页

4．覃日益墓碑文：公元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吉立。
始祖覃日益官名益号东桥覃怀满公玄孙真圣公曾孙文显文光文科文明文映文学文

林文旺文启文质分居马山上林武鸣邕宁等各地公为人敦厚诚实生于乱世特重武艺弘治
年间（1488-1505 年）从征交趾有功受土目后升哨官千夫长守卫府城嘉靖年间公在平定
思田之乱中立了公委予世袭古零十六世覃氏土司历经明清民国三百八十七年可谓业绩



旧卓著功名显赫享年七十岁青史有载嘉庆五年八月二十日立碑因年代久远碑字不清重
立此碑以资纪念

古零土司巡检日益公裔孙立
公元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日益墓地在武鸣区府城镇东门高速公路旁）——摘自《覃怀大殿》

2018 年 10 月 20 日，覃绍明会同广西弘勤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覃崇良，东兰覃氏族谱编委副主任覃介伦

等在宾阳、武呜、马山、上林覃氏宗亲的陪同下，到武鸣县府城镇东门高速公路旁，考察始祖覃怀满公玄

孙日益公墓。日益公及儿孙的辉煌历史、卓越业绩，良好情操在区外广为传扬，人人皆知。与《上林覃氏

族谱》《覃怀大殿》等所载，完全一致。

5．罗城覃寿公墓碑文
位于河池市罗城怀群镇寨德村后山有一明代古墓，乃东兰覃氏始祖怀满公之玄孙

—覃寿公墓碑文，乃罗城覃氏宗贤的长年关注保护，数次热情与姓谢芳权兄联系，提
供很久以前记录下的碑文。向寨德村众多年迈宗亲深入了解，终于掌握覃寿公墓原在
贵州，后移至寨德村后山，其他各地族谱均记载，覃寿公系企望公九子，怀满公之玄
孙，后裔分布于贵州荔波、环江等真实历史，为后人认祖归宗作出重大贡献。其墓碑、
碑文如下：

外碑联：千秋宗祖长施典万代子孙蔗馨香

内碑联：青龙环绕生公子 白虎回朝产伟人

横披：万古流芳

碑文：窃思始祖竟仙公生六子，吾祖金禄公即垦天河县地堂村地覃旺户，后有韦家西乡归

仁里，换户韦进禄生一子，覃寿公生八子，惟绝三户，缅维耳孙恐世湮年远，后代寒食，褂扫

不知根由，是以特请石匠勒数句于碑，以垂后永远记不忘耳。



大明久故显才考覃寿老太公之墓

现交公首事：源池、玉谣、源刚、源芬、源盛、源南、源先、

源江、源贵、源善、树文、源深。赘孙：覃甘明。

现西公首事：源珠、有明。汝文尚、文荣。 首事：源昌、

源林、源交、源明、源财、源理、源河、源泉、源福、源林、源

海、源梁芳、庆汝、源振、源义、源美、源高、有阳、源兰。

现平公：有高、玉璜、扶容、正含、玉扶。

现田公首事：有芝、有蕃、有崇、有仔、云和、正德、正新、

云峰、美、赘、？？、正犹、尚源、林□。乐善珍

现稳公首事：玉文、汝增、玉保、玉缕、王楠、源瑞、源美、

源锦、源享、源流、源昌、源高、源山、源祥、汝琪、汝禄、汝

亮、王瑶、源厉、源尚、韦金、罗昌、罗衰、中明。

义孙：奇秀

中华民国乙卯四年三月初五日竖 石匠：甘启荣

（注：如上众多真实资料乃罗城覃绍评等宗贤长年艰辛搜集提供的稿件整理而成）

6．位于大化板升乡升平村
丘乐屯达苞嶺，有一清代古墓，
乃始祖怀满公第 11 代孙，覃
炮公来孙覃显案之子覃日成
（又名覃苏达）公墓，生于康
熙辛丑年，清嘉庆四年(1799
年)立碑，四代同堂，曾孙共
14 人。墓围纯为料石所砌，堂
皇至极。日成公墓，至今 220
年，虽年代久远，风吹雨打，
碑文极个别字有些模糊，大都
清晰可见。

碑文载：覃炮公一世大里，二世可先，三世任悌，四世照正，五世显尊，六世日
成。日成为显案儿子，是覃炮晜孙。显案公生于康熙年间（1662-1722）娶妣二人，小
婆生日成（苏达）后分家回板烈居住，墓葬板烈弄肖。德苞坡的覃苏达公墓载，公生
于康熙辛丑年（1721 年）二月十九日卯时），为人正直不横，种业荣生，生有六男四女，
义坤媳妇完备，寿阳七十有八，不幸於佗仅照吊。

举于达苞嶺之源，艮龙入首作壬山丙向葬也。亥名金打石围坡碓土日后安葬亡灵
勒石不朽云。

清故显考覃苏达公之墓



孝男：覃庭长庭贵苏印庭相庭象庭奉黄护曾孙供承十四个家奴供奉十五个
清嘉庆三年戌午岁次二月旧立
又据升平村坡忠地域之结完坡覃苏才墓碑载，该公生于道光辛卯年（1831 年）是

坡忠弄色覃秀业宗支的祖公覃坡捕公的孙子。坡捕公生于 1770 年，为板升覃姓六大宗
支之一，德苞苏达公生于 1721 年（达公生六男），比坡捕公大 49 岁。达公便是坡捕公
之长辈。达公葬于德苞岭距显案二房住地仅五里地，且板烈、丘乐都来扫墓。德苞坡
上之覃苏达公是显案公二房之子日成。

据当地族谱及却里村覃朝光等长者说，板升六个宗支，遍布升平、板烈等近三十
个村屯，人口约二千余。

7．东兰板逢覃作富公墓志铭：覃作富乃覃谋之子、覃縂庆之孙、始祖覃怀满公第
15 代之裔孙。其墓碑立于光绪十三年（1887 年），位于东兰镇板逢村公路上方。碑文首
句：“窃思始祖覃怀满原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

8．明清仙故显考覃府积公老大人之合墓：宜州区祥贝覃积公，系东兰始祖覃怀满
公之孙，明朝期间思恩（现环江）军政长官，闻名河池内外。明朝仙逝安葬宜州区祥
贝（民国时期属罗城），民国二十三年立碑）至今清晰可见。祥贝籍的《宜州覃氏族谱》
副主编覃荣初说，当地宗贤记忆犹新的是，早于（上世纪）70 年代初时任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主席覃应机到宜山县（现宜州区）视察，专程到祥贝给覃积公墓祭拜，与覃
氏宗亲座谈时，讲始祖怀满公的祖籍山东，抗元将领，留戍兰州，落籍纳雅，祖茔累
吴，东兰世代裔孙，年年祭祀，及耳孙分布等历史，这碑文刻上始祖怀满原籍山东青
州府，这是最真实的历史，我们要注意保护，这是历史文物，不能忘记老祖宗啊。在
场宗贤无不为老主席的非凡记忆由衷敬佩。现将墓碑原文实录如下：

“明清仙故显考覃府积公老大人之合墓：

两边对联：左光肇鸿谟永作春秋宝鼎右庆承骏列兴世代书田

内联：左 后脉生成金蝶舞 右 丽山出现玉龙飞

窃维树从根起水自源流然宗功浩荡祖德恢宏厚泽长垂於子孙而始祖系怀满公之孙大冬公

之第八子也原有十三兄弟由于东兰所生移回溂索分支各安生理住一方吾之高祖讳积前住思恩

县都亮田村由明末清初李自成之作乱徙来天河南区福禄里舗亭村住设墾创造开荒成熟娶奶刘

氏生有二子分里立业长曰覃绸住址祥贝洞腊村安家次子覃纳居住浏南安身绸纳二公子孙如绵

绵瓜瓞蛰蛰螽斯或居梓里或为农或为士为商散居环宜河罗柳创造发达田连阡陌人子茂盛公奶

葬于名曰坡白岭坐西向东二塜相连辛山乙向生殁葬日久并无知矣迄今至吾众孙人繁盛烟火益

多相距稍远不知来历往往同族通为婚姻班辈各安不同遵卑颠倒难以称呼是以众族协议安立辈

分辨长幼以后凡九族之内有条不紊禁止为婚希我众族各自勉之

明清仙故显考覃府积公老大人之合墓

妣刘氏

孝男 覃绸覃纳孝孙宋莲宋凤宋豹宋虎喜良喜生宋立宋户宋乾宋亮宋灯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开清明会总理覃光莊覃光琼发宗支牌交与福禄村覃肇南永远为记

民国二十三年起年年三月拾五日开清明会自办

民国二十三年二月二日重修

2019 年 1 月 19 日，覃绍明会同覃元照、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副教授《东兰覃氏族谱》技术指导邓克昂、

编委副主任泽勇、谭福强等在宜州弘勤文化研究会会长覃锦达、秘书长覃铭禹及族谱主编、宜州市党校副

校长覃荣初等陪同下，到祥贝乡中路村考察明代古墓怀满公之孙覃积公墓。

9．覃大税公夫妇合葬碑文皇明四（六）世祖公奉授光禄大夫覃大税诰封安人奶陆
氏之佳城：窃我四（六）世祖乃系怀满公之曾（六世）孙，维照（昭）公之（曾）孙，
覃包（炮）公第三子也。自惠帝建文（明洪武）元年始祖原籍东鲁奉调北京佐相，辞
职后迁来西粤宾州阳老村居住一代，生我二世祖维彦、维照（昭）、（维真），照（昭）
公又生十二子乃移庆远各处安居，我三（五）世祖包（炮）公奉袭三旺土司，娶奶邓
氏生有大春、大冬、大税、大立、大里等五房。我大税公至明神宗万历九（明嘉靖三
十九）年移来里孟村，娶奶陆氏，生有可贤、可贵、可良等三房，至万历四八年我祖
仙游，次年奶亦归仙，公奶均葬于村中坡灶大地，于皇明天启元年八月十六日安茔立
碑，迄今已十六代矣。兹幸祖宗感昭，人众族繁，耳孙等念及先人鸿猷可慕，大德难
忘，特此重刻石碑，以志千秋纪念谨序。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立碑

说明：①覃大税祖公系覃怀满公来孙、覃炮公第三子，生于明代嘉靖年间，嘉靖
三十九年（1560 年）从三旺州治所始迁里孟起祖，天启元年（1620 年）逝世后葬于河
池九圩八万里孟村旁，1621 年立碑。1924 年被乱匪毁坏，1946 年重新镌刻墓碑。②1946



年重刻碑中的世次及年代部分内容记载有误，文中已用括号注明。（覃元照 2010 年抄录
整理注释）—摘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覃炮墓》

第四节 志书佐证

1．民国四年(1915)编的《广西通志稿》（油印本）。其中的“社会篇·氏族”载：“覃
氏之族，原籍鲁省益都，始祖端，理宗朝翰林学士。宋亡，遁于陇亩。子景山，山子
三耀，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嗣为明兵所败，改姓覃，寻副廖永忠来征广西，留戍东
兰。”

2．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出版的《上林县志》记载：“覃三耀（又名覃怀满，
亦作山耀、三孝），……原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带领一支覃
家军随明将廖永忠征南……后移宜州德胜入东兰……这支义军又分出一支继续进军西
藏，为明朝统一边疆立下汗马功劳……”，其卷十二氏族谱中写到：“覃氏，其初谭氏，
本为山东青州府益都人。宋时有名端者，曾应童子科，登上第，理宗朝为翰林学士。
宋亡，遁于陇亩。子景山与韩山童同时举事，生山耀（亦作三耀、又作三孝），称‘天
下兵马大元帅’。为明兵所败，始改姓覃，寻副廖永忠来征广西，留戍东兰……”。

3．《上林县志》民国二十三年印本记载：“覃氏之初，本为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宋
时有名瑞者，曾应童子科登上第，理宗朝为翰林学士，宋亡遁于陇亩，子景山与韩山
生童同时举事，生山耀亦作三耀、三孝（后改作覃怀满）”。

4．《上林县志》氏族谱：覃氏其初，本为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宋时有名端者，曾
应童子科，登上第。宋理宗（1224-1246）为翰林学士，至宋亡，乃遁于陇亩，不闻世
事，其子景山与韩山童同举事，生山耀亦作三耀，又作三孝，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后
为明兵所败，寻副廖永忠来征广西，留戍东兰，生有：玉熙（官名维彦，字真仁）、玉
魁（官名维贤，字真贤）、玉翰（官名维昭，字真圣）、玉林等十二子女。真圣曾孙日
益官名益，嘉靖初授古零世袭巡检。益次子文光、三子文科、四子文明，俱徒上林，
五子文映，居宣化县之四塘张陆二村，六子文学启居宣化之五塘驿上等村，七子文林，
八子文旺，九子文启，十子文质则居于武缘县之万钱、黄厚、岜马、敢亮、同黎、塘
豆诸处，真圣九子除居古零岽桑、兑覃、覃塘三村外者，其长子智（覃智）则居宾州
杨老村。次乾居宜山（现宜州）莫地村，三李在东兰守职，四苞调赴河池州坐堡为中
平六里堡目。其子孙皆分居河池境内，惟曾孙可将则移居永顺司之板岭村，苞弟招居
思恩县护国村，招弟兆居古零喇合村，兆弟泌居宜山龙降村，泌弟坤居五都，坤弟寿
为贵州荔坡县土司。（《广西区地方通志》记载相同）—摘自《上林覃氏族谱》

5．《上林覃氏宗族志》：甘棠镇古齐村珍藏的清庚申年（1650 年）编的《覃氏族谱》
手抄本；由甘棠镇高棠村珍藏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和咸丰六年（1856 年）分别编



纂的《覃氏宗支图》；各于道光九年（1829 年）广西全省覃氏在南宁开宗堂会时编撰的
《宾阳覃氏族谱》，可知覃智配李氏，生才继、才恒、才足、才用、才满五子，才继配
古、方二氏，生宗华、宗健、宗宥、宗慎、宗思、宗明、宗辨八子；才继第三、四子
到庆远府东兰州居住，子孙甚多而散处各地，道显、道邓等人到上林充当兵勇。

6．光绪三十年（1904 年）十月十三日覃禄昌手抄的恩栋《覃氏谱牒》，其中说到
怀满生真仁、真贤、真圣、玉林等十二子。真圣生与保、与业、逢健三子，与保生企
盼、企望二子，企望生覃智、覃乾、覃李、覃炮、覃招、覃兆、覃璧、覃坤、覃寿、
覃百贤、覃千贤、覃万贤等十二子。覃乾、覃李、覃炮、覃招、覃璧在河池均有后裔。
他们的世系已编入新本《河池覃氏宗族》；——摘自《覃怀大殿》

7．《上林覃氏宗族志》：“考察了覃炮、覃大税、覃巩悟墓，并恭录了墓碑、墓志文
字。覃炮墓位于河池市九圩镇那余村河口屯三端坡上，原来仅在地面上有坟堆和墓碑。
1997 年 12 月 8 日重修墓碑时发现了地宫，地宫中还有墓志。墓碑和墓志对覃炮的生卒
年月日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即生于明弘治六年岁次癸丑九月十二日，卒于嘉靖三十
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这就为推断怀满公的年代提供可靠的时间标尺。覃大税墓位于河
池市九圩镇里孟冲灶坡，明朝天启元年八月十六日（1621 年 10 月 1 日）立碑，1946 年
被乱匪破坏，幸有覃树业及时将碑文录下，并于当年 4月 18 日按原碑镌刻重竖。覃炮
墓及大税墓的碑文均见‘文物篇’”。

第五节 文有专著

1．覃怀满留戍东兰

覃怀满，原名谭三耀，又称山耀、三孝，是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五位覃氏后裔，是
明朝初留戍桂西北东兰州（今广西东兰县）的谭三耀，系元末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
远祖是尧、舜、禹时虞官伯益，伯益后裔封于山东谭国（山东章丘县西），国人以国名
为姓谭氏。传到宋代，益都谭氏人中有个叫谭端，约生于宋理宗宝元年(1225)，少年时
很聪明，能背诵经书，赋诗作联，15 岁(1239)在益都乡试中，考上了童子科。理宗景定
三年( 1262)，考上了礼部进士（壬戌科）赏赐。成为‘理宗朝翰林学士’。60 岁喜得贵
子谭景山。

谭景山，约生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生逢乱世，元政不纲，百民思反。元朝至
元四年(1338)，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杞县民范孟造反；至正十一年(1351)，河北栾城
县韩山童、河南颍州（今许昌市）刘福通、湖北罗田县徐寿辉等人，以白莲教会烧香
迎神及裹红巾为号，率民起义，称王道帝。一些曾参加反元的盐徒暴动的谭家子弟，
见谭景山延师习武中武术超群，儿子三耀威猛无比，便多次前来鼓劲，劝说父子两为
首，组合民众，揭竿起义。谭景山见众人拥戴，儿子又有大志，便叫了几个心腹来商



量。约定八月十五晚上，各村各户吃月饼见纸片‘即夕起事’字样，青壮年男子，便
手持木棒、担竿，集中城东山丘上。义旗高举，喊声雷动。祭旗后，便首先攻陷益都
县衙，杀了县令、衙官、兵卒，夺取刀枪矛戟。这就是世代流传的‘从前鞑子占领了
我们地方，收尽刀枪防民反，十家共一砧板一菜刀；我们太公大众，八月十五杀鞑靼’
的真实历史。景山、三耀率领义军攻州掠府，浩浩荡荡，活跃在山东省南部、安徽、
江苏北部一带，沉重打击元王朝。几年后，景山不幸在一次战争中被将冷箭射中身亡。

2018 年 11 月 3 日，河池市政协原主席覃绍明率《东兰覃氏族谱》编委执行主任覃崇良及副主任覃介伦、

覃彦超等在宾阳覃氏宗堂五位宗亲的全程陪同下实地考察历史悠久、设计精致、富丽堂皇的覃怀大殿。尤

其震撼的是，宾阳宗贤将始祖覃怀满的牌位，镌刻高竖于大殿上，后又将怀满裔孙覃应机、覃健、覃士冕、

覃国翰等在国内外有深远影响的开国将领、政要的画像陈展殿中。此为观后在殿门合影。

谭三耀，约生于元至顺二年(1331)。弱冠 20，兹父战殁，众望所归，继为首领，入
伙者众，遂称‘天下兵马大元帅’，所向披靡，战绩著卓。明洪武元年(1368)，谭三耀率
领一支义军，为朱元璋部收编，隶属明平章、征南将军廖永忠麾下，成为一员明将，
转战江淮，进击福州，南下广东潮州（今潮安区）、惠州、广州、东莞，沿西江进入广
西梧州、浔州（今桂平市），六月戊辰（二十九日），明军抵达南宁。兵贵神速，兼程
疾进，七月己已朔（初一日）三耀、指挥使耿天壁追击元将阿思兰，师次宾州、象州。
元将降，广西平，战事停。

谭三耀部属，驻守宾州多年，因明军对原号称‘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三耀将士，
心存疑忌，待遇不公，故三耀有离军之念，夜巡巧遇韩天贡、谟辉烈，互谈身世，同



病相怜，为谋生路，改名换姓，谭三耀，改覃怀满，韩天贡，更为韦天珍；谟辉烈亦
改名‘莫天辉（威）’，内众人在杨柳村成家。洪武九年(1376)，覃怀满与韦天珍，为避
查缉，携妻带儿迁宜山都街德胜居住。适值桂西北边陲县份发生内乱，久平不下，庆
远知府公开张榜招募明示，能平乱者，可当世袭官职。怀满公应招挥兵，英勇善战，
一举平息，功绩卓著，誉满桂西。朝廷授覃怀满武官，眷属于都彝哨（今大同乡和龙
村纳雅屯）。覃怀满生真贤（维昭）、真圣（维真）、真仁（维彦）等十二子女。裔孙繁
衍黔、滇、桂三省二十八个县及越南同登、谅山、高平等地，成为广西覃氏的主力。”
—摘自《中国覃氏通书》

（作者，覃锦吉，男，壮族，1921 年生，广西邕宁人，曾任邕宁县（现邕宁区）文化馆、图书馆副馆

长，县政协第一届常委，《邕宁县志》编辑、《昆仑关史料荟萃》及其修订版主编、《金城覃氏族谱》《嘉靖

移民谱》主编、《中国覃氏通书》编委会副主任、执行组副主笔）。

2．覃怀大殿

“《真圣公迁居马山古零原由》根据史书记载，明代洪武十二年（1379 年），韦天
贡、覃怀满均被上峰任命为东兰州武官，韦天贡驻守东兰州兰阳并世袭武官，覃怀满
驻军东兰都彝（有些书称都夷、都乙，今大同乡）世袭武官，莫天威去向尚未查明（有
的族谱则说其往南丹任职）。韦天贡任职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奉调平定，南丹瑶
族兄弟之乱，平乱后解甲，并到都街随四子居住。覃、韦、莫三公后裔随落籍广西、
云南、贵州等地以及越南北部，覃怀满生有维彦、维真、维昭等十二子，其中维昭承
袭东兰州武官，后到三旺任职（即军政要职），不久，因思恩府（府衙在今天武鸣县）
辖地发生动乱，朝廷分别从庆远府管辖南丹、东兰等州县调兵前往征剿，当时由维昭
统领的三旺州的军队也在其中。战息后，为防止事端再起，有部分随征的军队留在当
地维护稳定。因此，维昭即领兵镇守古零（在今广西马山县）并继任武官。

维昭（字真圣，乳名玉翰）公娶黄氏、陆氏二房，原配黄氏生与保、与业二子，
与保生企盼、企望二子，其中企望公又生覃智（生于成化末年）、覃李（生于正统末或
弘治初）、覃乾（生于明弘治三年）、覃炮（生于明弘治六年）、覃松、覃兆、覃璧、覃
坤、覃寿、百贤、千贤、万贤等十二子（迁徙各地另有专章），次房陆氏生逢建，随维
昭公迁居古零，其子孙世袭古零巡检至民国改土归流。

宾阳覃氏，发展迅速，蔚为大性，据载始迁祖先是覃怀满随明军将领廖永忠麾下
追击元将阿思兰，师次宾州，潜入宾州西北面深山荒林的杨老村，娶妻成家住了九年，
明洪武九年（1376 年）迁往宜山县都街圩，适值庆远知府招募勇士，应招留戍东兰，
眷属于都黎（彝）哨（今大同乡纳雅村）落籍，后裔第五代覃智再自东兰徙居宾州杨
老村，智生才继、才满、才用、才足、（才恒）五子。”

作者，覃典文，《覃怀大殿》主编



3．《中华覃氏志》

公开出版的《中华覃氏志》，将东兰覃氏始祖怀满公祖籍山东、留戍东兰、落籍纳
雅、祖茔累吴、怀满文化、怀满精神及世代分布等，闻名于世的怀满公后裔：覃健中
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覃应机和少将覃士冕、覃国翰等七大战将，中华覃氏第
一村、覃氏感恩文化第一园等近十万字真实史料载入其中。

如上人众多史实、地志、族谱、碑文、专著均载：始祖覃怀满原籍山东青州府益
都县，抗元名将，平乱功臣，留戍东兰，落籍纳雅，祖茔累吴，与民间世代传颂怀满
公的事实，完全一致。

有歌云：怀满祖籍自山东，文武世家出英雄。忠君报国越千里，抗元平乱创奇功。

世袭巡检名扬远，至今民众尚赞祟，史载碑文志有记，世代传扬铭心中。

4．赞始祖诗文选

溯祖赞诗

谱中明言怀满公，同明抗元尽出力。问根东鲁徙壮乡，祝建业绩创辉煌；

世代厘清祖源真，贺我祖典万年长。

颂怀满公诗二首

怀满公下征广西，平倭寇留戍东兰；率族民成千上万，战恶魔丰功永存。

兵荒马乱何处去，携子带孙择疆南；山青水秀创业绩，人杰地灵后裔繁。

赞族谱

覃源派衍自山东，氏系分支一脉同；族赞先宗垂伟业，谱歌后裔立丰功。

继前宜作擎天柱，往上思寻访月官；开发星球信有路，来擒霸主鼓雄风。

——摘自《上林覃民族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