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客家迁桂的历史回顾

要研究广西客家，首先应弄清楚：客家是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为什么迁入广西

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自的情况如何？又有哪些特点？这些问题互为关联，必须进行

综合的考察。为了叙述方便，且以有关志书、谱牒、时人著述与实地调查采访为据，从秦

至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逐一简介于后。

一、秦至五代十国（前 221-960 年）

研究客家进入广西的历史，应与北方汉人南下相联系。据《逸周书·王会篇》记载，

早在商代，即有贤相伊尹为四方令曰：“……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

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广西为古西瓯、骆越地，文

中的瓯、桂国，即指瓯骆人所居地。如果此说不假，说明商王朝统治者的目光已经注视南

方百越的广大地区。周至春秋、战国，历代统治者关注南方的意识逐渐增强。战国时，“楚

国及越之交……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
[1]
。说明楚王朝已把桂东北一隅划归自己的版

图之中。

北方汉人成批南下及于广西的，始于秦代。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嬴政二十八年），

秦军号称 50 万分五路攻略岭南，并于前 214 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置桂林、象、南海三

郡，徙中州之民实之。广西地区归秦王朝所有。汉武帝发兵平南越，将秦置三郡改置九郡，

其中桂林、苍梧、合浦诸郡在今广西境内。其后历经晋代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

之乱”以及唐末的黄巢起义，北人南下如潮。虽然从晋、冀、鲁、豫等地南下的“青徐流

人”和“司豫流人”，其南下主流不在广西而在鄂、湘以东的广大地区，但来自秦、晋和

陇中各地的不少“秦雍流人”，却通过两湖到达了桂东、桂南直至桂中和粤西广大地区。

而自从秦开五岭以后，入岭之途有五，其中自湘南道州入广西贺州，自全州入静江两途，

即中原通广西陆路。
[2]
灵渠的开辟，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广西从此可浮湘江北通

中原，沿贺江、漓江可入珠江，或顺繡江、南流江可南出海洋。汉代岭南的番禺（今广州）、

徐闻和广信（今梧州）、布山（今贵港）、合浦等处已是重要的商贸港口。从三国至唐、五

代时，造船和航海技术进一步提高，南北通航日益频繁，北人南来日有增加。在桂东北出

土的一块砖石上面，刻有“永嘉世，天下乱；但江南，皆太平”十二字，反映了从东汉至

南北朝，尤其是晋永嘉年间的社会动乱，而南方却是避乱的世外桃源。
[3]
客家既为中原的

重要居民，是以从秦汉至隋唐、五代的千余年间，从北方南来广西的中原游民、士族、商

贾、戍卒以及被贬谪的官吏和流放的罪徒等等，其中自然也会有客家人。他们多停留于桂

州、贺州、梧州、富州、容州、白州（今博白）和廉州各地，形成桂东北的湘桂和桂南的

粤桂边区客家人居住带。只因年代久远，而且杂处于瓯、骆各族居民之间，又居于少数地



位，所以早已发生变化。诚如有些论者所说：时至今日，若问“谁为黄河以北之户，出而

应之者已希”，更“不别其谁主谁客矣”
[4]
。目前尚有凭据可寻而知其为五代以前入桂的客

家人，只有以下几地和几族人家了。

据融安县大巷乡安宁村南朝墓葬群出土的文物考证，早在晋代以前，已有汉族在县内

居住。唐朝以后，又有大量的汉人迁入县境，先后定居于今板榄、雅瑶、大将、大坡、大

东、大巷、浮石、东起、大良、潭头等地，是当今县内各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而直至今

日，上述的浮石、大巷、大乐、东起、潭头、大良和沙子等乡镇，客家话仍是地方通行的

主要方言之一。
[5]

博白庞氏，唐以前迁来。唐武德年间（618-626 年），庞孝泰“积战功授卫将军。龙朔

中(661-663 年)，以左骑为辽东道行军总管，与苏定方、程名振等率岭南兵征高丽”。其子

孙经千余年繁衍，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丁口二万五千有奇”。分居各地，而以“西乡族最

大”
[6]
。

博白“梁氏之族，次于庞氏，丁口二万有奇。原籍闽，唐时迁来”
[7]
。

博白徐氏，“其先洪州人。五世祖名中，唐元和中为邕管经略史，卒于官，其子遂家

白州”
[8]
。

贵县杨氏。唐武德五年(622 年)，杨成荣偕妻储氏携三子迁来广西，居贵县。
[9]

唐文宗大和、开成年间（827-840 年），何生坤自源州（今河南济源县地）迁广西。
[10]

平乐陶氏，乃邑中大姓。始祖陶英，唐代青州人。屡官太尉。唐哀帝天祐二年(905 年)

上书言事，触怒权相朱全忠，拜征南将军，统兵 8万征昭州（治今平乐）。后朱全忠篡唐，

陶英被解除兵权，乃隐居平乐阳安，死葬县城东南张家乡乐加村长山下。
[11]

与桂南紧邻的钦州、廉州，有记载说：其地“客家始于五代”
[12]

。

回眸历史，千载悠悠，这是我们找到的五代以前客家迁桂的几点印记。虽说是星星点

点，也使我们窥见了客家人迁徙广西的几处足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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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宋时期（960-1279 年）

两宋 300 多年间，客家人向广西迁徙的日见增多，除桂东、桂南各地外，还有少数客

家人深入桂北和桂西南的山区定居。

据《太平寰宇记》：宋代，广西已有主户与客户之分。桂州，“主，一万六千七百一十

九，客，七千七百五十九”。而客户多从山东、河南、江西、湖南及广东各地迁来。

“桂林自宋为省、道治，五方杂处，冠盖云集，多自中州。以故科名之盛，文化之优，

全省郡邑，莫与伦比。盖北来仕宦，率抵桂垣，声教首暨，势固然也。”
[1]
宋朝初年，广东

省广州府三水县人黄龟，因“兵伐不测，自往广西桂林临桂县东乡富家庄马山嵅，居于网

山之下”。后“因世乱兵伐，逃至茅茼洲居住。所生二子，分居平乐府恭城县白洋江山背，

土名黄瑶河；次子随父，生子在茅茼洲，改土名毛村，捕鱼为业”。
[2]

全州，明以前为湖南清湘县。洪武九年(1376)改名全州。洪武二十七年(1394)划归广

西，属桂林府。宋代，全州民户“主，二万九千六百四十八，客，四千七百三十七”
[3]
。

州中二美村、鲁塘村蒋氏，原籍江西泰和，于宋代迁入全州。恩乡石梓背及第十八、十九、

二十各村刘氏，于宋代来自江西吉安。大西洲村胡氏之族，始祖河南颍川，后迁江西永新。

南宋理宗时(1225-1264)，其先祖“任清湘指挥，遂家于全”。其后子孙繁衍，支分竹源、

碧水、长禄、全禄、竹溪田诸村。“文桥文氏之族，宋代自（江西）庐陵（今吉安县）来”。

其他如万乡桥渡村谢氏，圳头、宅地诸村伍氏，恩乡刘氏，以及陶、美、汪、昌、聂、翟、

闫诸姓，都是宋代从江西迁来的。
[4]

灌阳，宋、元时地属湖南。明洪武二十七年与全州同时划归广西，亦属桂林府管辖。

邑中巨岩村蒋氏，宋末来自江西吉安。东头村文氏，宋末来自江西庐陵。
[5]

灵川汉族，“俱係客籍。唐宋以来，赣籍最盛”
[6]
。

义宁县邓氏一族，其先祖邓进会原居江西庐陵，因犯法，被流放广西，后在义宁娶妻

成家。今五通邓家村及附迁邓姓，皆其子孙。
[7]

中州，乃客家人的祖居地，而两宋时的江西、福建、湖南和广东，已有不少客家移民。

因此，由这些地区入居桂东各个州县的汉人，无疑也会有不少客家人。只因年代久远，多

与湘楚居民同化。今天除了灵川县尚有两处客家村，在一些村圩散居有客家人外，
[8]
其他



地方的客家人，皆已湘音楚俗矣！

桂东的富川县，位于古苍梧驿道中枢，北通湖南，南出江海。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

年），即有杨氏之族从广东迁入，其后子孙繁衍，“散居上田、大田、来田各村，里闬流传，

有‘杨氏三田’之谚”。宋咸淳九年（1273 年），又有广东梅州人杨文昌“游宦来桂，隐居

邑之竹母桥，丁口亦众”
[9]
，散居县南各地。元朝末年，文昌玄孙杨道生由富川迁贺县，

居于公会杨会村，今公会、鹅塘及钟山燕塘等地杨姓人家，皆其后裔。
[10]

恭城县位于茶江之滨，东出龙虎关，可通湘、粤，西流注入漓江，北可上桂林，南可

下苍梧。居民“多数来自湘、赣、闽、粤、鲁、宁、川、鄂诸省，宋、明两代最盛。而所

谓族，客籍最多”
[11]

。

苍梧县北之信都（今贺县信都镇），位于贺江西岸。南宋咸淳九年(1273 年)，或云祥

兴元年(1278 年)，有罗贵、欧以信、麦秀等三十四姓一百户人家，“因天災地刼，民不堪

命”，由“广东南雄府保昌县珠玑巷迁来”，“开辟荒土，结草为庐，耕种自食”
[12]

。

桂东南的苍梧县，地处桂江、浔江和西江的交汇处。五方辐辏，北人来者甚早。宋代，

邑之巨姓如陈、李、黄、钟、黎等，皆云来自广东珠矶巷。蒙姓则于宋末从江西迁来。
[13]

在陆川县南部的清湖、良田、乌石等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还有一些被人称为“老地丁”

的客家人。据实地调查采访，经他们自认和当地的群众世代相传：他们是宋皇佑年间

(1049-1054 年)，狄青率军南下镇压侬智高以后，有些落籍地方的官兵后裔。主要有杜、

丁、郑、包、邹、黄、李、邓等姓。他们迁入的时间早，居地多处僻远山区，经济相对落

后，人丁不旺，没有族谱，不修祠堂，但语言和生活风习与当地客家完全相同。
[14]

桂南博白李氏，邑中巨族，丁口三万余，其系有八，东厢族最巨。“李时亮，字端夫，

其先河南仪封人，宦于博白，遂家焉。天圣二年（1024 年）应乡试。嘉祐二年（1057 年）

登章衡榜，进士及第，累官知廉州。
[15]

又据《上院李氏族谱》记载：其先祖李南英，北宋

康定年间(1040-1041 年)进士。原居江西庐陵宣化乡。因与县令封谒不和，遂“遨游中州、

楚、粤，晚年占籍粤之南昌”。更历数代至李承元（原名菊彝，字广熙），予南宋景定时

（1260-1264 年）出任广东化州郡路判，遂家于化州城南 30 里之上院，为李姓客家迁居化

州的始祖。
[16]

秦怀忠，字伯良，其曾祖四川成都人。宦游合浦，遂家焉。后迁白州。宋仁宗朝

(1023-1063 年)以文学称，同李时亮登嘉桔进士，令徐闻，有循绩，转雷州推官……使督

容州。
[17]

此即秦氏入居博白之一支。邓氏之族，祖籍河南南阳，后迁福建。宋元祐三年（1088

年），从福建迁居廉江上井创业。后以廉江油房地方“山青水秀，五行无欠”，遂从上井迁

移油房居住。未久，有邓志远者携眷转迁广西博白，是为廉江邓氏入桂之始迁祖。今日松

旺乡多其后裔。
[18]

黄氏之族，祖籍福建莆田。南宋嘉泰、开禧年间（1201-1207 年），黄

嗣（字学善、号石江）任广西梧州儒学训导，旋迁博白，是为车田黄氏之始迁祖。
[19]

陈应



时，字伯顺，号竹村。其祖浙江天台人，宦游雷阳，入白州籍。淳祐间（1241-1252 年），

由校尉擢南流令，以复城有功，升藤州知州。
[20]

此外，宋代从福建迁居博白者，尚有西乡

冯氏；从江西、广东迁入者，有南厢张氏、郑氏等。
[21]

从上述可知，两宋时期，各地客家

人迁居博白者已为数甚多。

宋靖康元年(1126 年)，权相蔡京因误国罪被逐岭南，发配湖南潭州（今长沙）。他的

儿子蔡絛流放广西博白县。他在一篇笔记中，记录了初居博白十年见到的一种人、兽之间

有趣的现象。他写道：

吾以靖康岁丙午迁博白。时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虽妇人小儿见则

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过圩井，系马民舍篱下。虎来瞰篱，客为惧。民曰：

“此何足畏！”从篱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视虎，犹犬然尔。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

日益众，风气日益变，加以百物涌贵，而虎寝伤人。今则与内地勿殊，啗人略不遗毛

发。风气浇厚，乃亦及禽兽耶？先王中孚之道，信乃豚鱼，知必不诬。
[22]

前后仅十年，老虎从怕人到吃人，竟与北方流寓日众有关。

宋室南渡以后，“江北士大夫多避地岭南”
[23]

。广西容州，也成了北客南来的热点地

区。“容（州）介桂广间，盖粤徼也。渡江以来，北客避地留容者众，俗化一变，今衣冠

礼度，与中州同。”
[24]

时人李伯纪路过容州，作《道经容州诗》云：

得归归未得，留滞绣江滨。

感慨伤春短，侨居多北人。
[25]

与容州相邻的北流县，梁氏东平一支望出河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 年），其先祖

“宦广西巡按，遂卜居北流”。后裔分居鸭埌小一里、民乐、隆盛、沙坪等处。陈氏萝村

一系，“其先浙江人，宋末令北流，卜居萝村，后裔分居斗口、坡二等处”
[26]

。

宋开宝七年(974 年)置郁林州，辖兴业、南流县地。南宋末年，广东东莞人钟道六（宜

万）为广西提刑使司，因抗元兵败，避居于郁林之东宁乡。是为郁林钟氏始迁祖。
[27]

“文

氏之族，望出庐陵，信国公文天祥之后。宋末，天祥侄文陛宦于粤，任海北道廉访副使，

卒于任所。陞子文富徙葬郁林，命其长孙来邑守墓，遂定居于此。”
[28]

浔江沿岸各县，客家人入居亦早。桂平县（今桂平市）“李、黄二族，最巨且著，全

邑人口，占其十之三，邑有‘无黄不开族，无李不成村’之谚。宋代，李、黄二族各系先

祖即有从广东、福建、江西及湖南迁入者”。

贵县（今贵港市，宋为郁林县）客家，有于宋代从广东惠州、潮州、梅州迁来，均谓

之来人，即客人，以其离故土而不变乡音也。“如思龙二里东坣村黄姓，即于宋淳熙间

（1174-1189 年）徙自粤东。”
[29]

横县（宋时为永淳县和宁浦县）、宾阳县（宋时称领方县）城乡居民，亦有始迁于宋

代者。



地处融江上游的怀远县（今三江侗族自治县），客家人迁入多而且早。宋大观元年（1107

年），为避金兵侵扰，有曹、荣、龙、李、潘、杨、欧、马、蓝、侯、龚、谢十二姓人家，

从福建汀州府上杭县逃至广东梅州，然后西上广西，经柳州溯融江而至怀远县，先住老堡，

继迁古宜，居融江上游的曹荣、古宜、文村、程村、黄士与塞和六甲。稍后，“客家踵至”，

又有丁、俞、原、伍、向、夏、巫、李、桂、温、王、简、缪、罗、范、叶、蒋、袁、许、

谭、贲、赖、邱、邹、邬、邓、郑二十七姓相继从福建经广东迁来。其后裔多居于今三江

及周邻各县。
[30]

怀远县南之融县（今分设融安、融水两县），两宋时期有陈、李、龙、韦、余、莫、

胡、路等姓从湖南、广东各地迁入定居，其中不少为客家人。
[31]

柳州欧阳氏之族，系出江西庐陵。宋季，其先祖来官维容，解组后徙居柳州。
[32]

来宾翟氏之族，其系有二：居县城者“其先来自广东故归善县（今改惠阳县）”；居大

湾者“其先来自广东东莞县”。系虽有二，“同出自宋招讨使翟观”
[33]

。

两宋时期，还有不少客家人向桂西各地迁移。先是，宋皇佑年间（1049-1054 年），狄

青奉命率军南征侬智高，部众多来自山东。事平后，所部有分土授职而定居桂西各地者。

其中黄胜奇以“功”授江州土官，即今崇左县江州黄氏之始迁祖。今县中黄姓万余户，多

为其后裔，多数仍操客家方言。
[34]

与江州邻近之武黎州和永康、罗白、罗阳土县（今扶绥

县地），亦有梁氏及其他姓氏客家人于宋代从外地迁来。与此同时或稍后，来自中原及闽、

粤、湘、赣诸省而寄居邕州边陲各地者，“年递增加”
[35]

。

“武缘（今武鸣县）邓氏之族，宋初来自江西。始祖三鄂，始居邓柳，厥后散居思业、

陇板等村。”又有“刘氏之族，系出庐陵。宋末，始祖禄，通判邕州。禄父洪福，官淮西

总管。元兵进犯，走长沙，举室殉难。禄弃官隐居武缘。今县南刘氏，皆其后裔”。
[36]

濒海的钦州，有福建上杭县人吕康年、吕延年兄弟，因宋末兵燹所拢，经广东潮州迁

居钦州，是为钦州吕氏之始迁祖。
[37]

约在南宋淳熙年间，有黄言率子从广东嘉应州迁居合

浦，其后裔分居钦州、灵山各地。
[38]

由于外地移民接踵而至，五方杂处，宋代钦州居民，即有五种之多，日土人、北人、

俚人、射耕人和蜑人。而北人“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
[39]

。这种西北流民，

多是今钦州各地客家之先民。而“钦、防一带昔之为射耕人，实即客家人。以其善开荒而

耕，变荒僻为良田也”
[40]

。

值得一提的是：宋末元初，福建宁化人刘广传，乃宋端平二年(1235 年)进士，授江西

赣州瑞金县令。他有一妻一妾，共生十四子。其九子巨江，官知广西太平府事。二房孙法

相一家，分居广东及广西苍梧各地。十房孙万习，官山东提学，住廉州府。
[41]

由于大量移民的迁入，南宋时广南西路成为全国户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南宋嘉定十六

年（1223 年），全路 528 220 户，比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 年）增加 118.2%，其中仅



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前便增加 246 546 户。
[42]

在这些移民中当有不少客家人。

从迁徙的情况考察，宋代，迁桂的客家人除少量从中原迁来之外，主要来自江西、福

建、广东、湖南、安徽各地。桂东和桂南地区，仍然是他们择居的重点。而桂北和桂西的

一些州县，这时也开始有了客家的移民。他们入桂的路线，除湘桂走廊、龙虎关与茶江外，

多数经西江水路而分流各地。促成他们迁桂的原因，主要由于仕宦或躲避战乱。其中刘广

传子孙多人，因做官而至广西太平、梧州以及廉州府等地立业定居，可说是因仕宦而入籍

广西的典型。而福建汀州数十姓客家男女，不辞远途跋涉，不避“蛮烟瘴雨”，深入融水、

怀远偏僻之区，可说是一次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的集体避乱。这在时人深恐毒瘴

杀人之日，
[43]

确是一次罕见的勇敢迁徙行动。

因为客家移民日多，到了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 年），客家话成了广西的重要方言

之一。当时先后出任桂州通判和钦州教授的周去非，对此作了专门的调查和记载，他写道：

方言，古已有之，乃若广西之萎语。……至城郭居民，语乃平易，自福建、湖湘，

皆不及也。其间所言，意义颇善。有非中州所可及也。早曰朝时，晚曰晡时；以竹器

盛饭如箧曰箪，以瓦瓶盛水曰罂。相交曰契交，自称曰寒贱。长于我称之曰老兄，少

于我称之曰老弟；丈人行呼其少曰老侄，呼至少曰孙，泛呼孩提曰细子。谓慵惰为不

事产业。谓人仇记曰彼其待我。力作而手贱曰指穷，贫困无力曰力匮。令人先行曰行

前。水落曰水尾杀。泊舟曰埋船头，离岸曰反船头，舟行曰船在水皮上。大脚胫犬曰

大虫脚。若此之类，亦云雅矣！……
[44]

这些地道的客家方言流传于广西许多地方的城郭之间，说明南宋时广西东南沿边的州

县，客家人已经不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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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代（1271-1368 年）

元灭南宋的战争，激起了南方的重大动乱，士族百姓被迫走避四方。而元朝近百年的

严厉统治，并不能阻遏人民的转移迁徙，其中进入广西的客家人也不少。今按元朝在广西



的路（府）、州建置
[1]
分区介绍于后。

静江路 元至元十五年（1278 年）设静江路总管府，路治在临桂县。有元一代，客民

从江西、福建、湖南、广东迁来者不少。元初，广东兴宁人刘贵魁（字汉远）任桂林镇抚

使，卸任后即定居桂林。
[2]
又有黄氏之族，原籍江西。元初迁居桂林。元末，其子孙有移

居庆远、南丹溪垌等处军民安抚司（今忻城县）者。路属之兴安县。唐、文、王氏各族，

从江西庐陵迁来。另有黄氏一系，即于元末来自江西；罗氏一系，于元至正间(1341-1368

年)来自庐陵。其中不少为客家移民。
[3]

全州路 元至元十四年（1277 年）置，时属湖广行中书省，辖清湘、灌阳两县。清湘

茅埠、初发、水西、瓦窑、石桥、蒙家、留贤、大桥头诸唐姓，第埠、水西、瓦窑、石桥

头诸赵姓，以及县中周姓，皆系出江西，于元代迁来；灌阳勤塘、会湘桥、下坪田诸村范

氏，宋末元初来自江西丰城；官庄、赵家洞诸村何氏，白沙、旱禾等村胡氏，则于元末迁

来。其中亦不乏客家移民。
[4]

柳州路 元至元十六年（1279 年），柳州升为柳州路，领马平、柳城两县。元代，有杨

文成、杨文昌兄弟从广东梅州移居柳城。
[5]

梧州路 元至元十六年（1279 年），梧州升为梧州路，辖苍梧县。邑中居民，有于元代

自广东迁入者，其中刘氏一系，于元初来自广东兴宁。
[6]

南宁路 元至元十六年，与柳州、梧州改路同时，以邕州改为邕宁路。元泰定元年（1324

年），邕宁路改称南宁路，辖宣化、武缘两县。武缘黄氏之族，派系不一。一系来自江西

吉水，始祖黄宗文，仕元为邕州参军，致仕后卜居武缘。其裔散居乡宦、黄家、黄盖、武

山各村。一系来自江西南昌。一系来自江西宁州。一系来自福建，始祖黄子依，元末授滇

省知县，值世乱，遂家于武缘。
[7]

宾州路 元初，以宾州升宾州路。至正十六年（1356 年）复改为宾州。元代，先后有

广东、福建等地客民迁入居住。
[8]

平乐府 元大德五年（1301 年），改昭州为平乐府，领平乐、恭城、立山（今蒙山县）、

龙平（今昭平县）四县。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刘衍（字洤，号月池）官知平乐府事，即住平

乐许湾乡。
[9]
元代中叶，有广东嘉应州人邹德宏、邹德俊之子孙分别迁广西平乐与北流县。

[10]

郁林州 领南流（今郁林地）、兴业、博白三县。兴业梁氏之族，其系不一。元代来者

有四，为赣、为闽、为豫、为郁林。陈氏之族，则来自博白、郁林。元初，福建上杭人刘

高千迁居博白，是为博白刘氏之开基祖。与此同时，刘高千之堂兄弟刘潛（字汉山，号月

洮）官郁林知州，即在任立业，后裔分居州属各地。
[11]

又有陈朝奉者，浙江天台人。宋末，

出任广东雷州刺史，卒于任所。时“宋祚告终，鼎移元室”。朝奉哲嗣七人，“凛君臣之大

义，痛国家之沦亡……遂弃簪缨，而以耕读为业，择居广西博白，开疆辟土，各自经营”。

以朝奉之孙陈应为博白陈氏之开山祖。
[12]

博白那亭黄氏，原籍福建兴化府蒲田县。元延祐



五年（1318 年），黄州仲以举人出任广东石城县（今廉江县）县尹。天历间（1328-1330

年）迁治新和驿（今廉江县地）。至二世，鼎立三房，长凯珊（水壶），世守旧乡；次梅珊

（水洁），迁居吴川冷头街；三柏珊（水心），入博白，居那亭（今文地镇属），是为入桂

始迁祖。太平天国堵王黄文金即柏珊后裔。
[13]

容州路陆川县陈氏，大桥系于元初来自浙江天台。其始迁者陈思辑（肇波）因至陆川

做官，致仕后遂居大桥。莲塘族于元代中期来自博白江南村，仍奉迁博白之陈崇礼为始迁

祖，在乌石沙江开创基业。
[14]

有元一代，从外地迁居广西的客家人，见于记载的还有：广东兴宁人刘昌（字坤，号

月波）于元初迁居贵州（今贵港市）城内，其后裔则有分居桂林等处的。又有广东长乐邹

氏，迁入北流县。梅州张氏、蒙氏之族，移居广西。另有防城钟氏，原居广东嘉应州兴宁

县龙归洞太平湖。宋末元初，文亮、文明、文聪兄弟三人“飘落钦州防城”。文亮在安南

大角立居，文明在汉水田立居，文聪则在白塘立居。
[15]

在元代，迁居广西的客家人中，以姓氏论，其可考者仅刘、黄、唐、陈、杨、罗、邹

等十数姓。以迁出地论，则仍以江西、福建、广东与湖南诸省为多。考其迁徙的原因，主

要出于政治上的仕宦广西，逃避战乱，或誓不仕元而定居广西。前者如平乐知府刘衍，郁

林知州刘潛，桂林镇抚使刘贵魁，邕州参军黄宗文，都是游宦广西而后定居下来的。后者

如前面提到的宋末参与抗元的钟道六，因兵败而避居郁林州。从此，“凡所出文字，悉不用

元世年号，但出某甲子而已。晚年谓其子孙曰：‘屋温氏一日不灭，汝辈但宜布衣终老’”
[16]

。

元末授滇省知县的黄子依，亦因世乱而避居武缘。至于因经商、垦荒谋食而迁入广西者，

在元代则不多见。

--------------------------
[1] 据《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元朝设省、路（府)、州、县四级区域制。广西原属湖广行中书省。元

至正二十三年（1363），划湖广行省南部地置广西等处行中书省，下有十二路、一府、一土司、九州，分别

统辖各属县。

[2] 罗香林辑录：《客家史料汇编》本编，《族谱中之客家源流·刘氏》。

[3]《广西通志稿·社会编·氏族二·兴安县》。

[4] 刘介：《广西通志稿·社会编·氏族二·全县、灌阳县》。

[5] 柳城《杨氏族谱》，杨世生藏。

[6] 罗香林辑录：《客家史料汇编》本编，《族谱中之客家源流·刘氏》。

[7] 刘介编纂：《广西通志稿·社会编·氏族二·武鸣县》。

[8] 韦汉生主编：《宾阳县志》第五十二章《氏族》。

[9] 罗香林辑录：《客家史料汇编》本编，《族谱中之客家源流·刘氏》。

[10]《邹氏潮梅雄惠开基祖事跡》，见罗香林：《客家史科汇编》第一册，131～132 页。

[11] 罗香林辑录：《客家史料汇编》本编，《谱牒中之客家源流·刘氏》。

[12] 陈维周：《防城陈族之源流》，见《客家史料汇编》本编《族谱中之客家源流·陈氏》。

[13]《廉江上县黄氏祖谱》。

[14] 见陆川大桥《陈氏族谱》，陆川乌石《莲塘陈氏族谱》。



[15]《颖川郡防城钟氏宗支部》。

[16] 陈琏：《提刑使司宜万公墓表》。

四、明代（1368-1644 年）

明代，广西虽然出现了土司势力的坐大，同时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大藤峡、八寨、府江

等地的瑶民反明斗争，但总的说来，社会经济比元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明王朝统治的 267

年间，各地移民进入广西的日益增多，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客家人。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

了广西的 11 个府和各个州县。
[1]

桂林府 治临桂县。有明一代，从江西、湖南、湖北及广东等地迁入的客家人更多。

明万历十八年（1590 年），有曾思联者，“由山东邹平县迁广西桂林六塘开基立业”。而其

后人曾兴贤则从六塘深入阳朔金宝山区，在长乐“成家立业”。今临桂六塘、南边山与阳

朔金宝乡各地曾姓客家，多其后裔。
[2]

桂林府属兴安县，唐、王诸姓，在明代仍有来自江西、湖南两省的。陈氏之族，其中

一系来自湖北黄冈。祖籍江西庐陵之彭氏，多于明初迁来，庐陵李氏，则于天启年间迁来。

萧氏之族，分别来自江西庐陵与湖南省。
[3]

全州地方，明代从江西迁来者颇众。州属铺沙、草湾、长沙蒋氏，梅溪、西头、竹屋、

霭山、上村各处唐氏，恩乡、邓家埠邓氏，恩乡第十二村及瑞长、圳头、宅地伍氏，松川

村张氏，以及州内谭、滕、秦、周、武、吕、田、盂、时、马、吴、徐等姓，皆于明代从

江西迁来。此外，有刘氏之族，亦于明初自江西吉安迁来，其后裔散居于灌阳盐田源、花

果陇各处。于、石两族，明代来自江西，定居西延（今资源县）地方。
[4]
江西吉安府属各

县多有客家，故此时迁徙来桂者当有部分客家人，应无疑义。

平乐府 平乐沙江乡廖氏之族，明代来自江西。“协和乡以陈、李、黄、何、吴、林、

黎、王、卢、曾、谢、颜、莫、周为大姓，来自湘、粤、赣、闽。”

荔浦一县，以莫、陈、李、黄、何、张等姓最大，文、刘、王、龙、邱、朱、周、谢，

罗及钟姓次之。以上各姓，原籍多在江西、福建、湖南，亦多始迁于明代。

修仁王氏之族，明末来自广东程乡县（今梅州市）。
[5]

富川钟氏一系，出自江宁珠玑巷。明初，从贺县迁居县南（今钟山县地），以钟以宽为

始迁祖。另一系兄弟 8人，散居邑之中区。
[6]
弘治年间（1488-1505 年），李世祥出任广西

苍梧教谕，其子李淇、李愷随任，后人籍平乐。另有庶出 4子裕俊、裕佐、裕本、裕营迁

富川白霞凤凰山脚立业，兄弟 4房，至今人口近 2000 人。
[7]
明末，广东兴宁县人刁宗颜，

以干员优行出身，为广西平乐府富川县知县，“寓居广西，为广西刁氏之祖”
[8]
。

昭平邱姓，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 年）由广东翁源迁居马江，其后裔则分居北陀、

富罗等处。北陀吴氏，亦于明末来自广东翁源。清初，再迁马江、沙子。
[9]
而凤凰乡胡姓，

明末来自广东长乐。叶姓来自广东程乡县，其另一系与贝姓来自广东河婆（今揭西县）。



吴姓则来自福建古田。

明代，即所谓“僚蛮盘错，山川险怪，丛篁深菁”的永安州，也开始有了客家移民。

先是，明万历年间，姚丕基从广东程乡迁入州西龙定里之秀才村。明末，又有韩彦荣从广

东移居龙定里。
[10]

贺县沙田龙井张氏之族，原居广东南海九江璜宝村。明末清初，张近星偕妻冯氏，儿

子实，以及姻亲关奕思夫妇迁居广西，先住昭平鸭公营（现钟山县地），继迁珊瑚，再迁

沙田龙井村。子实与姻亲筑堤围堰，养鱼发家，置田建房，安居乐业。
[11]

梧州府 明代，客家人移居梧州府属各县者甚多。苍梧巨族，有陈、李、黄、钟、黎

以及刘、林、张、严等 20 余姓。各姓、各族派系甚多，非同一祖。其始迁时期，以明为

盛。居四乡者，“大半称述来自珠玑巷”。
[12]

岑溪黄氏之族，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从福建上杭经广东程乡、英德、封川（今

封开县）移居来县。始迁者黄佑。
[13]

藤县钟氏，明末从广东兴宁县龙归垌迁来，先居五屯江和平圩陈村，后迁太平圩，再

迁大任里及永安州城与北楼村等处。
[14]

陆氏之族，原居广东英德县白马寨。明末，陆胜情

在刑部为官，因故获罪，遂携子女 10 人于天启年间（1621-1627 年）避居广西梧州，旋溯

江而上，卜居藤县。其子女则分别迁居永安、昭平、平南、平乐及桂林各处。
[15]

而明清之

际，广东肇州府封乐（川）人李明斗“因避世乱”，从封乐溯江西上，避居于藤县四十九

都之三江里。至清康熙年间，移居三江里之甘村坪。乾隆年间，由甘村坪再迁大黎里新旺

村。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即其后裔。
[16]

郁林州周氏之族，系出江西吉水。明宣德间（1426-1435 年），周元善为郁林州学正，

“秩满居留不去”。杨氏之族，原籍江西，明中叶迁居郁林。梁氏之族，一系出自江西吉

水。龙氏之族，系出江西吉安。皆于明代迁来。
[17]

博白“邑多巨族，最著者为李、刘、陈三姓”
[18]

。李氏多来自两宋，已于前述。刘氏

之族，支系甚多，大部于明代来自福建。明有刘通礼者，“字法明，明朝庠生，原籍福建

汀州府上杭县，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 年）游学至博白，因过三谨堡东乡，遂置产报

籍，开基于良陂塘”。通礼生子 7人（千一至千七）。抗法名将刘永福即千一之十二世裔孙。

明弘治年间（1488-1505 年），汀州府武平县刘福八偕弟福九并携 3子迁居邑之亭子堡。其

武平同乡刘陈常则于正德年间（1506-1521 年）迁入华尖岭。明嘉靖年间（1522-1566 年），

广东南雄（一说程乡）人刘瑶之子孙有迁居于郁林、北流而后分居博白城西各村者。与此

同时，汀州刘永通、永达迁博白，先居县城，再迁东平。福建武平人刘思睿经粤西石城县

迁东乡大旺岭。
[19]

博白风山龙湾陈氏，祖籍江西省赣州府安远县河桥堡第三甲岸坑村。明

正德四年（1509 年），陈景通（字福源）孤身西迁，至博白蕉麻（即今凤山）龙湾。当地

仅有赖五婆一人居住，苦于无人养老送终。景通遂与老妪母子相待，由是得以定居并继承



赖五婆业所。历经 400 多年、20 多代的繁衍生息，后裔近万，分居广西、广东、海南、台

湾等省。“为了怀念前人恩赐业所的心意，祖传凡景通公后代家门都称赖陈门。”
[20]

凌氏之

族，明初来自江西赣州府长宁县。
[21]

王氏之族，分闽、赣二系，皆于明代迁来，闽系迁桂

较早。始迁者为王茂显。祖籍福建省汀州。明初，因“宦游琼海”，致仕后归里，“路经白

州，慕形胜，遂家焉”。先居王村，旋徙居略塘。子宥余、海余、象余。
[22]

语言学家王力

即其后裔。赣系始迁者为王瑞，原籍江西省赣州府安远县，明弘治二年（1489 年）迁居白

州，居新村。“十六年（1503 年）乃奠基盘麟。”生 3 子，长文金，次文玉，三文周。
[23]

博白朱氏，祖籍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明成化年间，朱洪珍（字白玉）任广东灵山县教谕。

致仕回籍以后，因“慕白州形胜”，遂于宏治二年由安远迁于白州衙前竹根山创业。同来

者有兄弟洪穆及子绍琪、绍玉等多人。
[24]

周氏之族，明初先迁郁林，再迁博白。其他如陈

氏、苏氏、吴氏诸族，则于明代分别来自闽、粤两省。
[25]

邹氏之族，世居广东。明英宗天

顺元年（1457 年），因世乱，邹贵、邹德兄弟从惠州府长宁县（今新丰县）宦游湖广，后

迁广西博白之小白江（今三滩地方）。邹连琳则从惠州长宁至陆川任训导，卜居陆邑榕村

（今南河地方）。其后裔有迁马田肚门楼村苑园角者。
[26]

陆川廖氏，原居福建省延平府顺昌县合阳市。元末，因“天下摇越，社会动乱，盗匪

猖狂，民不聊生”，廖玉琛遂同乃荣、钰铭、思盛、思俊等兄弟 7 人，于明洪武初年从福

建迁居广东高州府石城县，其中，廖万一郎开基于广西陆川县之水头坡村。其后裔分布于

廖村及博白县与广东化县西村等处。
[27]

黎氏之族，世居江西。明永乐年间（1403-1424 年），

黎官唐“游学来梧，爱其风淳俗厚，而陆邑尤正气所钟，爰筑室于古合平塘城堡（今乌石

镇）老圩村官唐坡，子孙有迁居兴业、桂平各地者。
[28]

吕氏之族，原籍福建汀州府上杭县

官田村。明成化十六年（1480 年），吕迁善兄弟叔侄 3人联袂移居陆川，“卜居顺安堡林木

村”。今迁善、良田、在田三支，以及周邻的博白、玉林与广东的吴川、廉江各县吕氏，

皆其后裔。
[29]

李氏之族，原居福建上杭县，明成化年间，李时春偕妻林氏，携子长善、福

善、积善迁陆川，良田、北斗、活桃及乌石调甲陂各系，皆其后裔。稔陂李氏，则于明中

叶来自江西吉水。
[30]

彭氏之族，于明正德年间由福建迁广东廉州、钦州、合浦，至万历年

间（1573-1620 年），彭益自廉州迁陆川文里。清乾隆十四年（1749 年），彭益六世孙彭殷

敏从陆川迁博白嘉里美村。
[31]

陈氏之族，三冬系于明中叶来自浙江天台，月洞、大陂、江

子、那末、大塘树各族，则多于明末来自闽、浙两省。温山、松山、仓亭吴氏，皆于明中

叶来自福建。木岛、沙湖、低山谢氏，明末来自福建。而盘龙王氏，旺村坡范氏，沙坡徐

氏，皆于明末来自福建上杭。
[32]

六选、罗村刘氏，祖居福建上杭，后迁广东南雄府翁源县。

明嘉靖年间，刘铅、刘铎、刘铿兄弟三人随母聂氏太来迁陆川县吹塘堡罗村。
[33]

覃村、新

村、桥头丘氏，原居福建上杭。明成化年间，“因避乱，迁广西陆阳（陆川县）。先居金鸡

村（现滩面乡新旺村），未几，迁居官田冲（现佳塘村），最后择居新村开基创业”。汶阳



丘氏，则于明末来自广东翁源县。
[34]

罗氏之族，系分 18，原居江西吉安府吉水县。明成

化、弘治之交，罗启成（大常）偕妻卓氏携 4子共 6人同迁广西，先居郁林，旋移居陆川，

在乌石坡脚开基立业。
[35]

清湖赖氏，祖籍福建上杭，后迁广东翁源县。赖法老娶妻黄氏、

燕氏。明万历年间，燕氏携子赖千一、千二郎（名启宇、妣郭氏）迁广西，至陆川县清湖

乡陆茵立业。赖法老与妻黄氏仍居翁源。赖千一、千二郎后裔有迁居陆川垌心及北流平政

各地者。金田起义时，陆川、博白拜上帝会首领赖九，即千一郎之后。[36]竹山江氏，原

居福建，明末世乱，无法安居，江朝宗（号澄川）偕妻蓝慈基携三子至广西陆川，居竹山

村勒垌岭。
[37]

米冲周氏，祖居福建。因避“明末世乱”，周广翁由福建迁广东翁源，再由

翁源迁广西，定居于陆川大桥米冲。
[38]

兴业县李氏之族，一系于洪武年间（1368-1398 年）来自郁林，一系于永乐年间

（1403-1424 年）来自广东合浦，一系于嘉靖年间(1522-1566 年)来自横州。彭氏之族，

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 年）来自福建，始迁者为彭真一郎。周氏之族，其系有 2，

皆于明代分别从郁林及江西吉水迁来。吴氏之族，明代来自福建。杨氏之族，明代分别来

自浔州府贵县与福建省武平。此外，尚有卢氏、张氏、庞氏、朱氏、宁氏及徐氏等族，皆

于明代从广东与贵县、郁林等处迁来。
[39]

北流县民乐柘根山凌氏，明景泰（1450-1456 年）时来自广东程乡县。始迁祖为凌仲和，

其后裔分居塘岸和容县华丰滩等地。
[40]

北流翰塘刘氏，祖籍江西省赣州府安远县杨家寨。

明嘉靖年间（1522-1566 年），刘泰迁居广西北流县，先居县城西门内，“耕田而食，凿井

而饮”。后迁翰塘村，娶朱氏女为妻，生子刘金、刘满。以后人丁繁衍，成为县中巨族。
[41]

大坡、三河李氏之族，明末分别来自广东、福建。塘肚、沙垌刘氏之族，明末分别来自江

西、广东。而塘岸曾氏、联石罗氏，则同于明末从江西迁来。散居于城厢、榄角等地的邹

氏，明末来自福建。散居那鞋、卞三里各地之伍氏，明末来自广东。散居古架、周一里各

地之周氏，明崇祯（1628-1644 年）时来自广东翁源。散居卞二、卞三里之顾氏，于明末

迁入北流。
[42]

容县山咀黄氏之族，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来自博白车田，其始迁者为黄养释。
[43]

浔州府 明正统年间（1436-1449 年），有广东程乡县人凌满携家迁入贵县，卜居苏湾。

约与凌氏迁居贵县同时，广东惠州人陈庆贤因出使交趾，先留郁林，随即移居贵邑东津。
[44]

浔州韦氏之族，祖籍广东，明中叶迁广西。先“至广西梧州（府）容县立业”，稍后，又

“分上浔州（府）平南（县）城，散入木棉、都兴、寨岭居住”。明清交嬗之际，其中一

支从平南移居桂平金田村，此即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家一系。
[45]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广东韶州府英德人钟远，“因避寇乱，走至浔州桂平安众开基立业”，以后子孙繁衍，

分居吉岭各村。
[46]

明崇祯年间，又有英德人傅定国、守国、安国兄弟 3人，“客商于广西

浔州（府）武宣县，经营开采铅矿于古律地面，暂居思古州”。傅正邦（一作邦正）继至，



娶台村陈氏女为妻，旋移居桂平宣二里莫村居住。
[47]

王举谢氏，原居“东粤韶州府英德县

琵琶乡东水村”。谢天佑（字简臣），“因伯祖芳辛公分巡左江，者诚公出守浔郡”，天佑时

年幼，即“随任粤西”。后方辛公“官拜总戎”入黔，者诚则“告终于浔署”。崇祯十七年

（1644 年），“天佑时年十二，形单影只，流寓桂平。发愤读书，营厦王举”。垦承荒粮三

百六十余石。清康熙三十年（1691 年），“天佑例捐太学生，考授州同”。
[48]

今来宾、宾阳

各地，多有王举谢氏后裔。明代迁居浔州者，尚有广东兴宁人陈坤蒲父子。
[49]

平南县彭氏，原籍福建。明永乐年间（1403-1424 年），彭元祥偕妻胡氏携子宗显、宗

常、宗秀经广东南雄迁桂，居大乌圩。
[50]

袁氏之族，祖籍广东省东莞县。明万历二十六年

（1598 年），袁子鹏因游粤西山川，并从事木材贸易，携子崇焕由东莞县水南乡袁屋墩先

至苍梧戎圩，旋上平南白马村定居。崇焕因“应童子试，被人讦，改藤籍”。时已另有宗

亲分别迁居于平南六陈乡、藤县白马圩与郁林州之兴业县等处。
[51]

惠政里陈氏，祖籍广东

英德县之板铺圩。明崇祯初年，因“奉令调军剿匪”，陈天龄、陈天泽先后入广西。事平

后，留平南，先居惠政里石榴村，后迁雷庙坪、花良村等处。
[52]

柳州府 马平县戴氏之族，系出江西宁州。明初，戴子成以靖难功授将军，除指挥大

使，镇守柳州，遂家焉。今洛埠雷村，柳州太平村、樟木村，烟户骈连，皆其后裔。陈氏

之族，系出江南。始祖陈应，明大理寺正卿。明成化年间，随韩雍“征蛮”，遂居柳州。

民国初，广西督军陈炳焜即陈应十五世孙。龙氏之族，原籍江西吉安，明万历年间迁来。

熊氏之族，明末来自江西吉水。
[53]

柳城县大埔邓氏，明嘉靖时，邓积善（字余庆）“知世将乱”，偕妻吴氏及弟積熙从河

南南阳走湖南祁阳，旋以“祁亦非乐土，复挈眷南行，止于邑之大埔，始定厥居，卜筑处

即今正邓村”。这是直接从中州经湖南迁居广西的人家。
[54]

武宣县，黄氏之族，一系出自广东，明代迁来。陈氏之族，一系出自广东连平，明末

移居武宣。廖氏之族，一支于明末来自福建。
[55]

融县，明嘉靖年间，江西南昌府人石崑湖，以军功任三楚督道，奉其祖兴延卜居马平

县之油榨村，未几，再迁融县之石浪村。
[56]

罗城县石门乡中寨王氏，原籍湖南省郴州宜章县古平村。明初，王尾宁偕弟尾圣迁来

罗城，居中寨村，尾圣后代住马甲村，一度迁居天河县，后回迁罗城高浪三家寮，亦有分

居理苗县者。
[57]

石门乡谢村张姓，祖籍广东韶州府翁源县，始祖张日隆，以补锅为业。明

神宗万历年间，迁居广西罗城县西乡的西七里九冬坪。
[58]

东门乡沟村吴氏，原籍江西吉安

府泰和县，明嘉靖年间，“游至广西罗邑西九里上寨高里村，娶妻卢氏，遂家焉”
[59]

。新

村谢氏，祖籍福建汀州峨嵋村。明嘉靖年间，谢颜政远来广西，入居罗城大梧村。后移居

村外，自成村落，即谢村。
[60]

明隆庆至万历年间（1567-1620 年），又有大批客家移民从福建汀州府上杭县迁入广西，



几经转徙而至怀远县，定居于老堡口和古宜一带地方。另有朱、赖、廖、李等 20 余姓客

家人，分别从广东程乡县和江西、福建各地迁徙至富禄镇属各地。
[61]

来宾县迁江黄、吴、凌各姓，于明初因“平八寨瑶乱”来自山东，事平后分屯地方。

方氏之族，其始迁祖讳昭，湖广江夏县人。明宣德年间（1426-1435 年）从军广西有功，

“受封来宾县千户指挥世职”，遂家焉。黄氏之族，原籍广东南海县。翟氏，原居广东省

东莞县。姜氏原籍湖南零陵。皆于正德年间（1506-1521 年）以军功受封居留入籍。良江

萧氏，则于明代来自广东程乡县。以上诸姓，其后裔至今仍有不少讲客家方言的。
[62]

宾州（今宾阳）何氏，原籍广东，明代，何临清之子宜祯，自灵山移居宾阳新桥，是

为入桂之始祖。其后裔六支，分别迁至来宾县及那马土司。
[63]

萧氏之族，原居广东兴宁县

澄塘。因世事不宁，向外迁避。明隆庆二年（1568 年）九月十三日，在龙川县遭贼匪杨子

亮破围。萧胜传合家遇害，仅其妻蒋氏与子萧秦得以逃脱。蒋氏后嫁陈朴为妻，逃至广西

宾州，是为广西宾州萧氏之始迁祖。今宾阳、来宾、柳江、武宣、象州、忻城马山及柳州、

南宁、合山各市，皆有其后裔。
[64]

上林县温氏之族，系出广东长乐县（今五华县），始祖雁，明初迁来。陈氏之族，系出

广东兴宁，始祖箴。明代迁宾州，裔孙遂福，再迁上林。
[65]

太平府，地处桂西边陲，所辖多土州、土县。明代，龙州有王、江、吴、钟、陈、梁

和甘姓诸族来自广东程乡县。有莫、班、吴、玉、彭、卢、陶、郭、王、邓、马、陈、林、

夏诸姓来自福建、江西等省。向武、都康各土州，明代有广东黄氏一系迁入。思恩军民府

武缘县，洪武二年（1369 年）有江西庐陵黄氏迁来，黄敏勋即此系迁居武缘之始迁祖。周

氏之族，祖籍江西，庐陵。明初，其先祖知武缘县事，卒于任，其裔遂居焉。
[66]

又据明代

人撰写的《霍勉斋集》记载：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 年），“左、右江各府州县半是广

东流民寄居，或买田收租，或娶妻住宅，多有长子育孙”的。其他如南宁府属各地，亦有

少量客家人迁入。

廉州府 合浦黄氏，明宣德、正统之时（1426-1449 年）自广西博白迁入，其始迁者为

黄君相，即福旺黄氏之始迁祖。
[67]

明代，因为广西少数民族起事连年不断，为了巩固对广西的统治，明王朝在平定“叛

乱”以后，通过设立卫所，增派驻军，
[68]

在少数民族地区遍设各类巡检司，同时对土司实

行“弱干强枝”的政策，收编那些坐大一方或叛服无常的土官，实行“改土归流”；而又

利用那些驯服的小土司，对各地土民实行统治。因此，有明一代，政治性的移民仍然不少。

在派来广西的流官和驻军中，有一部分就是来自江西、福建、广东、湖南以及其他省区的

客家人。他们因对王朝有“功”，受到封赏，成为地方的统治者。而这时由于逃避灾荒，

远徙广西垦荒谋食或经商、傭工以图发展者也逐步增多，经济性质移民的色彩日益明显，

又是明代客家迁桂的另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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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陆川《刘氏族谱》。

[34] 陆川《新村丘氏族谱》。

[35] 陆川《坡脚罗氏族谱》。

[36] 陆川《赖氏族谱》。



[37] 江文茂、江瑞琨等：陆川《江氏族谱》。

[38] 周志桂、周家明等：《周氏族谱》（又名《周氏孟九支谱》）。

[39]《广西通志稿·社会编·氏族二·兴业县》。

[40] 桂平大宣里《凌氏世代家谱》，不注修纂年月。

[41] 参刘业林主编：《翰堂刘氏族谱》，2002 年 12 月。

[42] 以上凡未注明出处者，皆据刘介编纂：《广西通志稿·社会编·氏族二》。

[43] 黄绍竑：民国十六年《重修黄氏族谱·序》说：黄养释为十三世，他是二十四世。养释，原书亦作“释

养”。

[44]《陈氏始祖庆贤公修墓安龙志序》，1993 年 10 月 23 日。

[45] 据桂平理村韦锦正藏《传经堂族谱》，韦庆照藏《（韦氏)宗支部》，以及光绪十七年重修的韦昌辉三世

祖韦才绒夫妇的墓碑。

[46] 据乾隆九年老谱，民国三十七年续修桂平《钟氏族谱》，桂平县吉岭村浔排屯钟庆伟藏。

[47] 桂平金田莫村《傅氏族谱》，撰修年代不明。

[48] 嘉庆元年（1796 年）黄锡端修：桂平洞心乡王举村《黄氏族谱》；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黄君聘：

《王父讳天佑述略》。

[49] 贺县沙田《陈氏族谱》，1992 年据广东老谱编印。

[50] 彭会资主编：《广西陆川、博白、浦北益公系彭氏族谱》。

[51] 袁炳撰：《袁氏家谱》，清乾隆四十九年；袁祟焕：《游雁州》诗注，见《三管英灵集》卷七；罗香林：

《客家史料汇编》。

[52] 陈运鹏辑录：《平南鹏化里陈氏宗支部》，民国三十五年。典按：太平天国将领陈宗杨、宗胜、宗泰、

宗巷，即雷庙坪陈氏后裔。

[53] 刘介：《广西通志稿·社会编·氏族二·柳江县》。

[54] 邓明允撰：《邓公余庆墓志铭》，民国三十六年，墓在大埔镇正殿村背山岭。

[55] 刘介编纂：《广西通志稿·社会编·氏族二·武宣县》。

[56] 石珂：《石氏宗祠序并重修碑记》，民国十七年十月初五日立，碑在融安县大良石门村。

[57]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罗城仫佬族民族来源》，1963 年 1 月。

[58]《石门乡谢村张姓祖先来源》，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罗城仫佬

族民族来源》（一），广西民族出版社，1967。

[59] 罗城《吴氏宗支部·序》，吴琳生同志藏，见同上书。

[60]《新村谢姓祖先来源》，见《罗城仫佬族民族来源》第二部分，《四把乡仫佬族民族来源》。

[61] 罗家阔等编纂：《三江侗族自治县志·民族志》第一章，《族源》；第二节《汉族》，中央民族出版社，

1992 年。

[62] 参看刘宗尧纂：《迁江县志》第二编《社会·民族·姓氏》，民国二十四年；翟富文纂修：《来宾县志》

上编《人民一·氏族》，民国二十五年；萧生就等参照明清各谱重修：《萧氏族谱》，1992 年铅印本。

[63] 宾阳县新桥《何氏族谱》，1992 年访得，缺编修年月。

[64] 萧生就等重修：《萧氏族谱》，1992 年铅印本。

[65] 广西通志稿·社会编·氏族二·上林县》。

[66] 据陈必明：《龙津县志》第四编《社会·民族（附姓氏）》记载：龙州居民共 73 姓．其中 65 姓来自广

东，以明、清时来者居多。又参看《广西通志稿·社会·氏族二·龙津县》。太平府属各地迁徙情形，俱参

《广西通志稿·社会编·氏族二》。

[67] 黄道南：民国十六年《重修黄氏族谱序》。

[68] 参看《明史》卷九○《兵志》；黄佐：《广西通志》卷二七《兵防》，明代，广西设 10 卫、20 千户所，

驻士卒近 8万，合家属 20 万有奇。其中桂林护卫、中卫、右卫军官士卒即达 17000 人以上，合家属约 5 万

之数。周边有全州、灌阳、平乐、贺县、富川、古田等千户所。以梧州为中心的桂东南地区，据同治《苍



梧县志》卷五引杨芳《图经》，知梧州“所戍守军官凡一万有奇”。柳州和浔州的卫所比较集中，共 4 卫、6

千户所，官兵额数 3 万人，合家属达 9 万。南宁卫与驯象卫，士卒亦以万计，合家属 4 至 5 万。庆远卫士

卒多达 2 万，1卫 1所，约 3万左右。所有士卒，皆来自两湖、江西以至直隶各地。

五、清代（1644-1911 年）

清王朝建立以后，沿袭明制，在政治、军事上加强对广西的统治。在少数民族地区则

大刀阔斧地实行“改土归流”，于改流的土州、土县建立一套比较合理的管理制度；同时

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大力招抚流亡，奖励开荒，抑制豪强兼并，比较注意解决人民的生

产和生活困难。当时，广东虽有屯地可开，但科银较民田多出数倍，“民畏粮重不敢开垦”，

是以易地谋生者大有人在，这就形成了从康熙到乾隆 100 多年间客家人入桂的新高峰。
[1]

嘉庆以后，清王朝统治开始走向衰落，加以中英鸦片战争的冲击，客家人入桂速度趋缓。

咸丰二年（1852 年），起义于广西的太平军向江南进军，造成两万多广西客家男女集体由

西向东的大迁徙。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广东肇庆府发生延续十余年的“土客械

斗”，数以 10 万计的客家人因战败而被遣送到或逃到广西，形成清代客家入桂的又一次高

潮。此后，由于广西长期战乱，赤地千里，谋生不易，大批福建、广东客家人纷纷漂洋出

海谋生，广西东南的一些州县，也有客家人为生活所迫而倒流海外的。社会的治乱，造成

客家入桂的潮起潮落，至为明显。为了说明问题，且把客家迁徙的情况按地区、分阶段叙

述于后。
[2]

桂林府 清代，外地客家迁居桂林的为数不多，迁入府属各州县的则较前代为多。

临桂县六塘和南边山，从乾隆、嘉庆时起，不断有客家人从江西、广东等地迁来，而

且很快形成客家村落。居民有张、秦、曾、萧 20 余姓之多。其中广东嘉应州程乡县桃源

堡人张以灵，于乾隆初年偕妻携四子迁居临桂县南边山大江头村，另两子则迁江西萍乡金

山乡志木村。经过 260 多年的子孙繁衍，张氏成了临桂县南乡的大姓。
[3]
而温乃麟祖籍广

东嘉应州兴宁县，后迁江西万载县。乾隆五十年（1785 年），乃麟偕侄朝宜，子朝贵、朝

永、朝昌自万载迁广西。乃麟父子 4 人人居临桂县西南之苦李河，分别在临桂、阳朔购地

安家落业。朝宜则迁至平乐府荔浦县之山岔桐溪岭。
[4]
清道光十年（1830 年），有曾昭禄、

昭梅兄弟自湖南祁阳人居广西，在桂林省城立业。家中妇女，乡亲邻里与湖南同乡讥笑为

“大脚婆”。其弟昭寿则迁至平乐府富川县之栗头源（今属钟山县）立业。
[5]

与此同时，龙正翱与正翔兄弟从灵川县麒麟乡客家村迁入桂林，在斗姆巷开设“联香

馆”，经营酒馆筵席业。
[6]
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 年），福建汀州府连城县人罗仕榜、

魏礼川先后迁居桂林，是为桂林罗氏与魏氏家族之始迁祖。
[7]

阳朔县客家多于明、清时从江西省迁来。据统计，仅金宝乡一处，客家居民即占该乡

人口总数的 3/5。白沙乡金龟垌赖姓、陆姓、张姓，大竹山村丘姓以及芭蕉林张姓，也多

于乾隆、嘉庆年间从江西迁来。高田乡古登村、古樟村吊山脚和糯米岭的刘、叶、张、何



诸姓，以及浪梓、下山、黄土坝各村的何、丘、刘姓，除叶姓来自咸丰（1851-1861 年）

年间外，其余各姓皆于乾隆、嘉庆时从江西、广东两省迁来。
[8]

灵川县客家多于清代来自江西，故县之三区三里和四里以及麒麟乡皆有客家村。又有

洪氏之族，原籍福建漳州，清代中叶迁台湾。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台湾，洪氏举家

迁回大陆，至大圩镇定居，民国十四年(1935 年)再从大圩迁荔浦兴坪落业。
[9]

永福县客家，于清初从广东嘉应州迁来者有刘、邓、郭、徐诸姓，余多在乾隆至道光

年间迁入。其中永安乡陈、徐、何、刘、田、黄、华、邱、林、王、赖、江诸姓客家，除

陈氏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从福建宁化迁来外，余多于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

年）从湖南长沙、刘阳和平江，江西新渝、万载，福建宁化、上杭以及广东蕉岭等地迁来，

而永安乡军屯村谢、钟两姓，则分别于嘉庆元年（1796 年）和十九年（侣 14 年）从江西

武宁、万安迁来。谢瑞桂、瑞仁、瑞宗和钟万高，是两姓人家的始迁祖。
[10]

永宁州（原百寿县，今属永福县）客家，有王氏、刘氏、陈氏、曾氏以及萧氏各族，

多于清初迁来，而林氏一族，则于清初来自福建。

义宁县（今分属临桂、灵川县）则有刘、唐、林数姓，分别来自江西、福建、广东和

江南地方。
[11]

龙胜厅客民多来自乾隆六年（1741 年）改桂林府捕盗通判为龙胜理苗分府以后。迁入

者或为营、汛戍卒，或因经商、做工，或以垦殖谋生。而龙胜客家，多数于嘉庆年间，来

自广东，经柳州沿柳江而上，深入至瓢里乡的瓢里、思枚、六漫、大云和乐江乡之石村各

地定居。
[12]

桂北之全州（含今资源县）、兴安、灌阳三县，亦有客家于清代迁入。全州李氏、胡

氏、尹氏、吴氏、饶氏和欧阳氏等，多于清初来自江西。太平天国殿右四十二检点张发纪，

祖籍广东嘉应州，迁居广西全州。咸丰二年夏（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夏）在全州参加太平天

国革命，随西王萧朝贵出湘南，攻长沙。
[13]

兴安王氏，继明代之后，仍有于清代从江西迁

来者。灌阳文氏，其中一支于康熙初年由江西庐陵经湖南东安卜居县之鍊金村。
[14]

平乐府 清代，外地客家迁入平乐府属各州县者为数甚多。

平乐同安陶、廖两大姓，金华乡张、韦诸姓，皆于清初迁来。钟氏与欧阳氏之族，则

于乾隆年间迁来。源头镇珠山村蓝氏，清顺治初年来自福建福清县，始迁祖蓝柏瑞，经广

州溯西江、抚河至昭平，婚娶后再由昭平迁平乐。
[15]

同安及其附近的村屯，陈、谢等 30

余姓客家，多数来自江西和广东，少数从富川迁来。桥亭乡的苍源、人和两村，张、鲁、

邱、黄诸姓，清中叶来自广东，少数于清末来自富川英家（今属钟山县）。其他如阳安乡

加东村张、李、曾诸姓，大扒（发）乡邱、李诸姓，以及二塘乡谢家村客家，除邱姓来自

昭平外，余多从广东迁来。
[16]

富川县客家，林、钟、邹氏俱于乾隆时来自广东（其中林氏祖籍兴宁），谢、魏、刘三



姓则于乾隆末年来自广东龙川。
[17]

恭城县客家，多来自福建、广东两省，或从龙虎关入境，或从西江、抚河转茶江而来。

主要有张、黄、田、何、刘、马、梁、莫诸姓。又有林芳文者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率家

人从福建韶安县溪东乡经过长途跋涉，直抵恭城，先居城西龙屋村，再迁县城后街，至今

已八代。
[18]

荔浦客家，姓氏甚繁，著者有莫、陈、李、何、黄、张、韦诸姓；次为文、刘、王、

篮、苏、龙、邱、朱、姚、徐、周、罗、谢、蒙、钟各姓。继明之后，多于清代从湖南、

江西、广东、福建等省迁来。又据地方志书记载：明代荔浦地方因官府与壮、瑶人民发生

夺地与反夺地之争，居民或死或逃。到嘉靖年间，全县在编户仅有 300 户，人口 4429 人。

清代，因大力招抚流民，发展生产，广东、江西、福建以及湖南各省流民纷纷迁来，人口

迅速增加。从康熙至嘉庆的 150 年间，全县移民新村 445 个，在编户 13112 户，人口 93472

人；而从嘉庆至宣统元年的 90 年间，自然村增至 744 个，在编户 17000 户，人口 100656

人。其中应有不少客家移民。
[19]

修仁县（今分属荔浦和金秀瑶族自治县）客家，姓氏较多，支系亦众。陈、蒙两姓分

别于清初及雍正年间来自广东嘉应州。刘氏一支于乾隆年间来自广东。而罗氏、钟氏和赖

氏，则于嘉庆年间分别从广东惠州与恩平迁来。与此同时，林氏来自广东龙川县。曾氏一

系亦来自恩平，时在道光年间。叶氏则于咸丰时从嘉应州迁来。其他如何、冯、贝、沈及

巫姓，皆因粤西各地发生“土客械斗”，于咸丰、同治年间从恩平走入广西，辗转至修仁

定居。其中巫氏之族，迁荔浦者为巫玉丽之裔，徙修仁者为巫文盛子孙。此外，黎氏与周

氏两族，于同治年间分别来自广东连山和江西吉安。
[20]

清代，客家人迁入贺县者络绎于途。莲塘高氏，祖籍广东揭西溪头洋，生活本富有，

清朝初年，因盗贼四起，社会动乱，难以安居，族人大部迁居贺县莲塘、贺街、芳林、步

头等处。
[21]

康熙中期，有广东长乐县（今五华县）彭孟先、彭季先兄弟联袂西来，一居贺

县公会，分派莲塘；一居永庆，分派马鞍。稍后，又有孟先宗侄朝玉（字业儒、明医理）

携八岁子俊禄，从广东永安县（今紫金县）迁贺县华山锣鼓寨，是为贺县彭氏各支系之始

迁祖。
[22]

康熙末年，广东博罗徐氏之族，以凤、世、天字排辈，祖孙三代移居贺县开基立

业者即有 10 支之多。另有敬字辈兄弟八人，亦各携妻儿至贺县定居。
[23]

广东缪氏之族，

有缪瑞昌、缪政安叔侄于清初携眷从广东河源迁入贺县黄田圩。瑞昌之堂兄弟年胜，则由

广东长乐迁居贺县桂岭，旋移居昭平县保善乡。清末，其玄孙文明再由昭平迁回贺县公会

居住。
[24]

与巫氏同于清初从长乐迁徙贺县者有江必魁、江迪魁兄弟，先居龙田、莲塘，其

后裔多聚居于莲塘炭冲村。
[25]

三加村以黄氏为著姓，人口亦多。黄氏派分两支：一支始迁

者为黄兴财、兴忠、兴洪、兴旺兄弟四人，“以故乡人多地窄，非子孙久远之谋”，故常托

业贸易，遍历江西、湖广、四川等处，多不如意。遂于乾隆中期携眷自广东兴宁迁居贺县



芳林乡。
[26]

另一始迁者为黄兴财之堂侄黄恒珍夫妇，于乾隆末年“由广东兴宁县中堡迁于

广西贺州之三加寨”，是为黄屋屯黄氏一系之始迁祖。
[27]

三加村黄茅坪李氏之族，据现存

“族谱”记载：其先祖原居广东惠州府河源县南湖坝。乾隆初年，由其十六世祖李海率子

媳西迁，至“广西平乐府贺邑芳林南阳坪建宅居住”
[28]

。邹氏之族，迁居贺县者虽云同出

一祖，而支系甚多。先是乾隆二年（1737 年），广东嘉应州揭西县人邹奇周，迁入平乐府

贺县姜城乡青龙岗（今八步凉亭脚）立业。而黄田大湾塘邹氏，则于乾隆三十年(1765)从

江西省吉安府龙泉县（今遂川县）迁来，始迁者为 18 岁的邹宗梅。公会邹氏，嘉庆十二

年（1807 年）来自广东嘉应州丰顺县，始迁者为邹法宏。同时迁入公会者尚有广东河源县

的邹和圣。望高新联村（今属钟山县）邹氏，于乾隆初年来自广东嘉应州三蔸竹，与贺县

莲塘、鹅塘等地邹氏为近房，始迁者为邹居锦、邹居酉兄弟。
[29]

黄田张氏，祖籍广东河源。

乾隆中期，张继志、张应乾父子迁居黄田村
[30]

贺县薛氏，祖籍嘉应州梓皋村。乾隆四十一

年（1776 年），16 岁的薛君祥以家乡人多地狭，难以谋生，遂步乡亲之后，远徙广西，至

贺县为人佣工。得先来之乡人黄兴瑶、黄兴才等照顾，立定脚跟，并与黄氏女成婚，卜居

临江北岸之萝卜滩。君祥生 4 子，分居于新莲、桥峰、西湾及钟山等处。与群祥同祖之另

支薛氏，稍后亦迁贺县，分居于新莲、芳林、鹅塘、羊角山等处。
[31]

桂岭张氏，原籍广东。

乾隆年间，张元成“孑身”入贺，卜居于桂岭龙珠坪。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回粤邀

弟天禄同来桂岭，同时迁来者尚有兄弟叔侄辈张维彦、张清浪、张明翰等，多在隆基坪建

屋定后，皆为桂岭张氏之开基祖
[32]

乾隆末年，广东兴宁人黄达三迁居贺县鹅塘白塘基，以

垦荒耕种、饲养畜禽兼烧砖瓦立业。
[33]

嘉庆十年（1805 年），广东兴宁人刘玉声偕妻迁居

贺县文材乡木元头。而蓝氏之族，原居广东兴宁县埔头坝。嘉庆十七年（1812 年），其祖

某携孙蓝俊与媳共 7人启程入桂，历尽艰难，始至贺县芳林东木园定居。
[34]

嘉庆二十四年

（1819 年），广东丰顺人黄威和携家眷迁贺县莲塘，先在新林坪为人做工，后转莲塘寨租

田并垦荒耕种，兼饲养畜禽致富。
[35]

同在嘉庆年间，广东永安县人李天槐只身远徙贺县，

先在八步罗卜圩以乡塾教读为业，继即回乡携妻并子 7人至沙田经商。潮州府揭阳县李自

遥，亦于清嘉庆年间迁居贺县公会石塔圩，旋迁沙田宝通山立业。
[36]

广东河婆人苏日旺夫

妇，亦于嘉庆时携 5子从家乡迁居贺县莲塘原田村，帮人做工并开荒种植，经过一家 7 口

的勤奋劳作，得以购田自耕，并造房屋安居，其中一子迁白花屯立业。
[37]

嘉庆、道光之际，

广东揭阳县吴宏斌携祖母及母亲骸骨迁居贺县桂岭。道光十一年（1831 年），吴家恩（号

振贤）带三子道能及孙泰联、泰乡（茂楼）迁居公会。稍后，吴泰就、泰利、泰盛兄弟由

揭阳乌泥坑移居公会杨会排老寨。吴维翰亦从揭阳坑尾头迁来公会。他们多以农商为主业。

八步镇灵凤村吴氏一族，则于咸丰年间从广东长乐县迁来。贺县吴氏子孙，有转迁至昭平

黄姚以及藤县、平南、苍梧各地者。昭平黄姚建有吴氏宗祠。
[38]

道光三年（1823 年），广

东河婆人谢士月因受乡邻巨族欺压，难以安居，乃携家眷 5人，步行月余，至贺县公会定



居。道光十四年（1834 年），其弟月明也难安于乡里，携眷属多人经香港溯西江、抚河入

昭平县石笋村暂居，旋迁贺县新农乡新田村居住。道光十六年（1836 年），谢启恩亦因受

乡人欺负，携亲眷 38 人迁入贺县公会联合村，主要从事农商各业，并在石湾村联合建立

谢氏宗祠。
[39]

光绪中期，广东河源人黄恒钦以居处地少人多，谋生不易，遂与乡邻邹某联

袂入桂，至灵凤佃田而耕。与此同时，广东连滩蔡冯元、冯昌、冯模、冯甿兄弟 4人，亦

至灵凤建居落业。
[40]

清末，广东揭阳县人陈捷秀偕侄昌国迁入沙田三圳定居。
[41]

此外，

咸（丰）、同（治）年间，因粤西各地“土来械斗”而被迫背井离乡，或被遣送至贺其安

插者亦颇不乏人。

昭平县客家，继明末大量迁入之后，清代，叶氏、邱氏、罗氏、邹氏、吴氏、谢氏等

10 余姓氏之支系，或在县内移居别地，或从广东、福建相继迁来。
[42]

其中樟木乡邹氏于

道光十年（1830 年）来自广东揭西县汤边寨，始迁者为邹三宝。他与贺县八步、莲塘、鹅

塘、公会、沙田邹氏为近亲。
[43]

贝氏之族，原居广东揭阳曲湖寨。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贝杰隆，贝万良、万义，贝伯文、伯武和贝盛杰等兄弟叔侄 10 余人陆续迁入广西，

居昭平巩桥乡中垌村。此后子孙繁衍，有从中垌迁居樟木林、潮江、莲塘以及巩桥、文垌、

笔头各乡村的
[44]

凤凰吴氏，道光年间从广东遏阳迁广西贺县公会，未几，移居昭平凤凰中

央垌。
[45]

凤凰江莲塘村汤氏，祖籍广东香山（中山）县，光绪末年，其先祖因居地田少人

多，难以为生，乃肩挑两子，迁居昭平。抗战时再从昭平到柳州，为商家“打杂”糊口，

后到柳城东泉镇螺田村，其后裔从政、从军者不少。
[46]

与昭平相邻的永安州客家，主要来自广东。除易地谋生外，因“土来械斗”走避而至

者亦不少。顺治初年，广东顺德人黄秀我落籍州南之湄江里，传四世，至乾隆末年，子孙

分居于车平里之古墨、铜盘、旧县、州城以及群峰里之古定村。
[47]

顺治十六年（1659 年），

陆玉从平南入居永安，在州北程村立业。
[48]

康熙初年，广东南雄人蒙正一（字寿山）之后

裔，亦从平南迁居永安州东平里粟榄村，其子孙复分居旧县、母伦、高堆、回龙、古娄与

六庙各处。
[49]

雍正年间，孔庆桐从嘉应州迁居永安州城，其子孙先后分居高堆、古作等村。
[50]

乾隆初年，嘉应州人萧国藩迁居永安州，其子孙分居群峰里新圩与东平里石柱等村。
[51]

乾隆中期，广东惠州府归善县人钟谦和与曾某同迁广西，分别卜居于永安州东平里那珍村

（今文尔村）和古排塘。
[52]

嘉庆年间，有广东香山县人唐君璞，惠州人朱文球，高明县人

刘贵忠，恩平县人彭相田与李桔栋、李桔文兄弟，嘉应州人刁君旺，分别携带家小迁入永

安。唐氏卜居东平里黄桥村，刘氏卜居保龙社来朝村（今名夏朝村），彭氏入居覃功村（今

安富村），朱氏则居于木京村，李氏兄弟分别居于石柱村和营潘村等处。
[53]

而贺县邹荣华

因躲避“寇乱”，亦于嘉庆年间携眷逃至永安州，居于龙定里之秀才村。
[54]

道光初年，潘

辉安自广东归善迁永安州，居于州城，其后裔则分别居于马赖、高堆各村。道光中期，嘉

应州人黄保荣因在家经营染房失败，为逃债务远离家乡，经梧州、昭平而入居于永安州南



之黄村。
[55]

道光十四年（1834 年），嘉应州松源人萧应扬，因在家乡与人争夺“风水宝地”

失败，遂偕子 7 人，背负父母骸骨，从广东来到永定州，先依附于石柱族亲萧春元，后移

居州街牌坊脚。
[56]

道光末年，广东兴宁人张宏捷、张宗器，因易地谋生，迁居于永安州东

平里之古响岭。咸丰四年（1854 年），恩平人刘集信因生活无着，远徙永安另谋生计，至

大塘村为岑家佣工，遂居于村南之木勾尾。
[57]

咸丰、同治年间，原居广东恩平，因“土来

械斗”失败而逃人永安州者，有朱奕恩、奕衿、奕奎、奕衍、奕楷等兄弟多人。他们于咸

丰十一年（1861 年）“被洪匪所驱”，几经辗转流离，至同治四年（1865 年）始抵永安，

卜居于东平里木京村。
[58]

与此同时，有吴永祥、吴异样等 6房兄弟，携眷 120 余人，与同

乡周兰开一家，各负祖宗骸骨同行，亦于同治四年夏，从恩平抵达永安州。吴氏之族居于

州北之高堆村，周氏一家则居州城西北之北楼村。
[59]

还有钟国钧自恩平携眷 10 余人，于

同治元年（1862 年）“避乱世北来”，卜居于东平里之文应垌。
[60]

而丘鸣德、鸣祥、鸣吉

兄弟从恩平逃至永安州后，则依附于黄桥村客家大户崔国仁家。从上述可知，有清一代，

迁入永安州之客家人，主要来自广东。据粗略统计，仅从乾隆至道光的百余年间，广东客

家人迁居永安州，在东平里落业者，即有刁、黄、张、林、钟、李、欧、彭、刘、萧、朱、

申、丘、崔、卢与傅等 16 姓之多，分别住在 25 个村子里。
[61]

梧州府 辖苍梧、藤县、容县、岑溪、怀集五县。府治梧州。清代，从福建、广东迁

入苍梧、藤县之客家人，多走陆路或从海路至广州，而后溯江西上至苍梧、藤县定居。早

在康熙年间，有祖居福建之客家人陈垧携眷西来，经广东南雄入桂。先至浔州府平南县之

水均村，旋迁梧州府藤县大黎里花州村。康熙十八年（1679 年），择居于大黎江畔之黄婆

村，未久，再迁黄婆村附近之西岸村落业。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即陈珦之第六世孙。
[62]

又有广东人张瑞，因子孙繁衍，生活艰难，其后裔从道光至光绪末年，纷纷向广西迁徙，

其中迁居广西岑溪者即达 11 支之多。张连芳、达芳、远芳 3 支入南渡镇旺练村；张锦旺

一支迁筋竹；张大沛一支迁水汶；张良正、良坤兄弟迁县城附厢。另有数支亦分别在县内

乡村落业。
[63]

清同治年间，因广东肇庆等处“土客械斗”，客人战败，被清政府遣送或各

携家小逃入广西苍梧、岑溪、容县各地安插落业者，数以万计。
[64]

郁林直隶州 辖博白、北流、陆川与兴业四县。自宋、明时闽、粤各地客家大量迁居博

白之后，至清代，外地客家移居博白者仍络绎于途。清初，广东石城人曹耀芳由松明“迁

博邑，安居曹村”。至同治年间，传七代，有朝易、朝诗、朝书、朝礼、朝春兄弟 5 人，

分立 5大房。
[65]

约在乾隆中期，祖籍福建汀州府上杭县之刘德仕，从广东化州陆传岭迁博

白，在三滩长岗岭立业。是为博白长岗岭刘氏支系之始迁者。乾隆末年，福建汀州府武平

县人刘一仕，率族人经广东石城县仓下村迁入博白县沙贴山立业。是为博白沙贴山刘氏支

系。
[66]

而县中曾氏之族，系出广东嘉应州，来自清道光年间。

北流县谢氏之族，系出福建连城，清初迁居北流县坡一、卞二、扶东等处。与此同时，



广东长乐人徐鼎祚移居广西郁林州北流县。康熙年间，其族人文赓与堂兄弟文杰、文魁、

文安等同迁北流县。另一堂弟文端则迁入平乐府，居贺县之焦木厂。
[67]

叶氏之族，有叶仁

先率子潼茂等，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 年），从广东惠州府永安县“移居广西郁林直隶州

北流县二厢军屯甲新坡村”。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揭家迁浔州府贵县怀化图沣垌村

居住”
[68]

。黄氏之族，系出广东嘉应州。清中叶入居邑中。塘寮陈氏，亦于清中叶从嘉应

州迁来。
[69]

陆川县清湖、大垌钟氏、廖氏、罗氏之族，皆有支系于清初从福建迁来。而三头塘、

六笛塘、牛运岭张氏之族，于清初从广东嘉应州迁来。
[70]

兴业县 梁氏之族，于清初迁来者有江西、贵县、合浦 3 大支。庞氏之族，清代有从

贵县南迁入居者，亦有从陆川县北来者。李氏之族，有于雍正年间从陆川迁来者，有于乾

隆年间从广东嘉应州迁来者，有于道光年间分别从陆川县及广东东莞县迁来者。吴氏、陈

氏两族，除明代从福建迁来的支系之外，又有于清代分别从博白、陆川、贵县以及广东等

地迁徙而来者。杨氏之族，清代迁居邑中者有广东兴宁、东莞及郁林、贵县、陆川各支系。

刘氏之族，有于清康熙年间从广东长乐县迁来者，有于乾隆年间从广东永安县与长乐县迁

来者，有于嘉庆年间从陆川与广东龙川、兴宁县迁来者。卢氏之族，清康熙、乾隆、嘉庆

年间，分别从贵县、郁林与广东博罗县迁来。张氏之族，有两支于乾隆时分别来自广东揭

阳、永安两县，一支于嘉庆时来自广东河源县，一支于道光时来自广东永安县，另有两支

分别于雍正、乾隆时从郁林、陆川迁来。朱氏之族，有于清代从广东永安县迁入者，亦有

从邻邑陆川迁来者。谢氏之族，则多来自广东兴宁、龙川两县。袁氏之族，有于乾隆时从

广东兴宁迁来者，亦有于嘉庆时从广东嘉应州迁来者。赵氏之族，则多于乾隆、道光年间

来自博白、陆川两县。罗氏之族，有于乾隆时来自广东与贵县者，亦有于光绪年间来自陆

川者。甘氏之族，来自贵县。而徐氏之族，有于乾隆时来自广东嘉应州，亦有于道光时来

自郁林州城者。
[71]

浔州府 辖桂平、贵县、平南和武宣四县。清代，广东客家人迁居桂平县宣一、宣二里

者最多，要者如：明清之交，广东人侯聪与妻文氏，迁居浔州府桂平县蒙圩古城村。
[72]

清初，有凌姓人家从嘉应州平远县入居桂平大宣圩，其子孙分居金田、垌心各村。
[73]

康熙

初年，广东韶州府英德县蒲岭脚人黄永历，携子天定，“由英德迁居广西浔州府平南县大

同水山琶村”。至其孙上达，携家人从平南分别迁居桂平县胡村与古练村。
[74]

康熙末年，

嘉应州人杨士彩携眷迁入桂平，其后裔分别居于吉一里之鹿角冲、天鹅岭。乾隆二十年

(1755 年)，士彩之子、居留嘉应州原籍之杨展孟亦携四子离乡迁入桂平，在马坡圩经营酒

饼生意，家道日隆，遂购置田产，落业于兹。光绪末年，其子孙有转迁柳州府柳城县者。
[75]

雍正年间，嘉应州人杨某为易地谋生，从广东辗转流落至桂平大宣圩。不久，即深入平隘

山东旺冲，以开荒种山，砍柴烧炭为活。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即始迁桂平杨某之玄孙辈。
[76]



与此同时，惠州归善县三栋圩人陈子才，从广东迁居桂平县吉大一里木乐圩之山口村。
[77]

乾隆四年（1739 年），江西赣州府长宁县（今寻乌县）人刘元偕妻陈氏，迁居桂平宣二里

紫荆山，“创业立基”。
[78]

桂平武平里（今石龙乡）刘氏之族，乾隆初年来自广东，其子孙

分居高架、石塘、大水、大坡和木廊各村，为地方大姓。
[79]

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广

东揭阳梅子墩人曾良亨（号梅西）迁广西，住紫荆山合水村。
[80]

二十六年，广东惠州府归

善人谢鼎臣（字必达）偕妻邹氏，携子君奇、君祥、君瑞、君茂、君荣、君华与君捷七人，

“迁粤西浔州府桂平县甫里创业，安居蓝官桥村”
[81]

（今属蒙圩镇）。继之而至者，有广

东惠州府归善县人曾宗林，居宣二里大宣圩古林社。其子维英、时英、槐英、宏英，则分

别在古林社、茶调村立业。
[82]

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广东惠州府河源人杨寅宝、珍宝、

世宝、瑞宝和文宝兄弟 5人，联袂沿西江远涉广西，定居于桂平县厚禄里必祝堂。今为地

方大姓。
[83]

乾隆末年，原居福建后迁江西的翁氏兄弟多人，分别携家人迁入广西，翁维相

迁桂平社坡圩，维锡迁桂平羌里大井村，维展、维锋迁平南鹏化里车旺村，而维祯则转往

北流县立业。
[84]

约在乾隆嘉庆之际，广东韶州府英德县板铺人陈志隆，与妻梁氏“奉父大

金迁广西”，先居桂平县宣二里盘龙村，后因水患，转迁宣一里十冬。其长子陈展伦自立

以后，转迁平乐府修仁县八排村。而展伦后人亦有迁居象州者。
[85]

乾隆末年，客家迁居桂

平者仍大有人在。著者如鹏隘山李氏之族，大坪村温氏之族，黄泥冲黄氏之族，以及古林

社马路屯、紫荆山高坑冲和浔州府城南门外三地张姓同宗兄弟，皆于此时从广东嘉应州迁

来。
[86]

是以，到了乾隆末年，紫荆山内外出现了大冲、蒙冲、黄泥冲、高坑冲、石人、石

耇、双降、坝宅、大坪和鹏隘山的新村、东旺村以及大宣圩附近的古林、茶调、马路等客

家聚居的村屯。

清代，客家迁入贵县者亦多来，自广东。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祖籍广东和平县。康

熙初年，其高曾祖父迁入广西，先居桂平县白沙乡间，其后，全家迁贵县北山里，卜居龙

山那帮村。
[87]

贵县城厢罗氏之族，原居福建汀州。乾隆初年，其先祖从福建挑通书至广西

出售，遂居贵县。
[88]

贵县桥圩、大圩钟氏，同出一祖，原居广东恩平县大头片村。乾隆初

年，有钟廷先者携眷迁广西贵县，在桥圩东村定居立业。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廷先族

侄启茂（字新）迁广西，先居贵县西门街，而其胞弟启陞则远出海外谋生。稍后，启茂胞

叔廷诚偕妻黄氏，子启俊、启达、启祯等则迁居大圩，以务农经商为业。
[89]

乾隆十七年（1752

年），广东兴宁岗背人叶任先率妻儿入桂，先居郁林州北流县二厢新坡村。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合家自北流迁贵县怀北三图泮垌村。
[90]

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广东兴宁枫

树岭人潘建文、魁文兄弟，与叶、罗、刁等同乡 5人结伴乘船西上贵县，从瓦塘、江口而

入桥圩锦垌村。因经商致富，即在锦垌购置田产，建屋定居。乾隆四十五年，潘氏兄弟回

乡迎父潘星毓来广西，是为兴宁潘氏入居贵县之始迁祖。
[91]

乾隆四十五年（1776 年），广

东河源人杨某迁居桂平必祝塘，旋移居贵县庆丰乡的东陂、罗陂各村。
[92]

归善人陈金福、



陈善华与陈伯诚，亦于乾隆年间先后人桂，经桂平穆乐、马皮迁贵县之郭东二里罗陂村。
[93]

而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的先祖，原居广东嘉应州。乾隆年间，其高伯祖赖祖彬、曾祖赖瑞

宗、祖父赖英华 3人，因逃荒而至贵县，定居于大坪永福村上社屯，较同村之温姓客家早

来一代。
[94]

嘉庆、道光之际，刘君培、君坦、君任、君赞、君陛、君成兄弟 6人联袂从广

东龙川县西来，分居于郁林州兴业县和贵县山东里的大岭、杏花各村屯。至光绪年间，有

刘氏子孙百余人远赴“南洋新加坡、金山营生焉”。
[95]

道光十二年（1832 年），钟玉成从

广东龙川迁居贵县大圩之石古垌。钟上兰则因“世界大乱，来土相争”，从兴宁县岗背岭“孤

身逃上广西贵县郭东一里之龙角村（即今之家产桥）”，与江背村钟氏为“同宗一脉”。
[96]

另有

刘王保“因时政变幻，社会动荡，匪盗横行，为谋生计，只身徒步漂（飘）泊至贵县，深

入龙山之六仲村落业”
[97]

。山东石龙李氏，原籍北流县新圩万丈坡，因家贫，李祚有先从

北流挑盐至贵县，藉微薄运费谋生。后与胞兄弟祚芹、祚才同在贵县平天山当矿工，勤俭

积资后即自办土法采矿，并在石龙冠志塘设炉房炼银，家境渐佳，乃于道光年间定居于此。
[98]

平南客家，多数来自明末清初，尤以乾隆年间最多。他们大部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

多数卜居于县北鹏化、惠政二里，其迁入较早者为广东韶州府英德县高简坝之胡定昂。清

顺治初年，因“满目风波”，难以安居，乃从英德迁居广西平南县惠政里寺村。待至第八

代胡永隆，由寺村移居贵营村。太平天国起义时，永隆 16 个曾孙全部参加花州团营，去

了南京。
[99]

康熙年间，有广东广州府南海县里水圩人谭振先，“客游广西浔州府平南街第

三甲，娶本街刘氏为妻，生三子一女”。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长男熙俊、次男熙伟与

三男熙儒同迁惠政里思旺圩兴隆社。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乃谭振先之 6 代孙。
[100]

鹏化

里张氏之族，原籍广东嘉应州，亦于清康熙年间迁广西，先住柳州府象州百丈村。因土人

势力太大，无法安身，遂南迁桂平县督的山区。乾隆年间，又因大火烧山，房舍被毁。其

六世祖张荫鹏遂携家小东迁，居平南鹏化里花王水之八寨村。
[101]

花王水旺村赖氏、王氏，

旱田村张氏，亦为乾隆时从广东迁来的客家人。
[102]

卓氏之族，祖籍福建汀州，后迁广东

平远县。乾隆中期，迁广西平南县，居路三里（今官成镇）佛子、梧桐各村。
[103]

鹏化里

石门村李氏之族，祖居福建，后迁广东嘉应州。乾隆末年，由广东迁平南。
[104]

有清一代，从广东、福建各地迁入武宣之客家人亦不少。乾隆十九年（1754 年），广

东嘉应州王姓一家迁居武宣紫荆山之石耇村。
[105]

乾隆末年，广东惠州人刘日耀至桂平穆

乐圩，随即迁居武宣县东乡河马村。道光年间，刘达三一支从河马远徙柳州府罗城县，在

龙岸落业。稍后，又有刘姓人从广东嘉应州迁居武宣，几经繁衍，武宣刘姓客家即有 5 大

族之多。
[106]

其他如李氏、赵氏、郭氏、刁氏、张氏各族，亦都“系出广东，来自清代”。
[107]

故直至今日，客家方言，仍是武宣主要方言之一。
[108]

柳州府 辖马平、象州、雒容、柳城、怀远、罗城及融县。清康熙至嘉庆的 150 余年

中，从广东嘉应州及兴宁、五华等县迁居马平县属各村的客家人极多，刘、曾、罗、何、



钟、陈、邱、黄等皆其著姓。黄氏之族，世居广东兴宁。康熙年间，有黄元（一作云）钟、

元汉、元会兄弟始迁马平县木罗、沙子等村。清初，有凌相宝、相进、相发兄弟 3人，自

广东嘉应州平远县移居柳州府马平县。道光初年，又有凌南本、凌南宗由广东兴宁县官田

墩迁广西，先至柳州府马平县，旋即北上罗城县立业。
[109]

刘氏之族，原居广东兴宁县。

其 14 世刘廷辉，生 8 子，分 8 房。其中 2 房刘爵禄、刘卿禄和刘国展、刘学展堂兄弟 4

人，于乾隆年间迁入马平县二都之黄岭村。6 房之刘金祥、刘星祥兄弟，移居马平城厢油

榨村。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7 房刘上鼎、刘上杰分别移居马平县桥头村与步村。乾

隆五十四年（1789 年），刘上鼎胞弟上史偕妻及子迁马平，分别在附厢之油榨村和一都之

沙子村立业。另一胞弟刘上法则迁居二都之黄岭村。
[110]

辛亥革命时，柳州著名革命党人

刘古香即其后裔。广东嘉应州兴宁县双溪堡上麻坑人刘弼一，以“麻坑人多地窄，难以发

福，夫妻商议欲远走他方，另图大业”，遂于乾隆年间携带家室，移居广西柳州府马平县

落业。
[111]

罗氏之族，乾隆年间来自广东兴宁，其子孙分别居于城厢之小村，一都之教陂、

扶（布）运、槎山与四都之波涛、四连等村。广东嘉应州人邹文龙，于乾隆初年迁居一都

木罗村。而练姓、詹姓各族，亦于乾隆年间迁入马平县。嘉应州曾勋、曾荣兄弟本为堪舆

师，至广西后因慕马平风水佳好，遂卜居于一都之三千村和思浪村。钟氏之族，则因犯法

避祸，钟友荣等从广东先至马平，其子廷勋则居思浪村。其他钟姓人家于道光年间从嘉应

州迁来者，则多卜居于县之大同村。何氏之族，系分两支：广东嘉应州人何元凤，道光初

年迁柳州。江西人何风游、何长机等因在家乡犯法，流放广西，见马平人少地多，谋生较

易，遂约子侄来马平落业。嘉庆年间，有邱集昭兄弟 4人，因得同乡刘上法回籍相约，乃

联袂由粤西上，卜居于二都之黄岭村。李氏之族，其系不一，有于道光来自嘉应州者。
[112]

柳城县客家亦多于清代迁来。县内各大圩场与柳河沿岸，为客家人主要聚居之地。
[113]

要者如：东泉镇高姓先祖高远海，于嘉庆年间从广东嘉应州迁入广西。他独自一人，在广

西做工寻食，自立家业。以后子孙繁衍，聚族而居永胜村。同村居住者尚有客家乡亲黄、

杜以及丘姓人家。
[114]

龙头乡刘氏之族，原居广东信宜县榃年甲，世代为官，颇有产业。

只因人多地窄，竞争激烈，清道光初年，刘世权、世楷、世模、世枢、世梅与世林兄弟 6

人联袂入桂，至柳州府柳城县龙头乡经营商业，并开设大生堂药房致富。其 3房刘世杞则

迁融县和睦乡。8房仍居信宜。
[115]

龙头巫氏，据其《迁徙源流考略》记载：“清咸（丰）、

同（治）年间，粤之西南路土客械斗，历十四年之久，死伤相继，有逃难广西柳城龙头乡

者，巫山宏裔也。迁广西荔蒲县者，巫玉丽裔也。徙修仁者，巫文盛裔也。亦有因土客不

相宁，移于赤溪……并防城之那良等处。”
[116]

东泉镇谢氏，其从广东嘉应州分居肇庆、恩

平、阳春各系，亦因咸、同年间“土客械斗”，迁居柳城东泉。
[117]

东泉下雷塘黄氏之族，

因械斗失败，于同治五年（1866 年）冬被官府武装押解，从恩平迁居柳城。黄蕴亭记述当

年的情况是：“客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苦不堪言。”后清政府强迫迁移，发给白银“大



口八两，小口四两，田产归官，千人一帮，分十余帮，给路票弹压上路，分居下四府雷州、

廉州、灵山，过横州、永淳两地，分至迁江、新（忻）城，到马平与柳州府各地。人多不

过两三千人。我由洛埠上船到东泉新旺村而居焉。”
[118]

柳城大埔邓氏之族，原籍广东嘉应

州东厢石扇。乾隆五年（1740 年），因祖居“地狭人稠”，于是偕同五房子侄迁往阳江之右

陂村。同治十年（1871 年），再从阳江右陂北迁广西柳城县。
[119]

李氏之族，原居广东恩平

莲塘村。同治年间“土客械斗”，兄弟分途远徙广西，其中一支先居柳城江边之保大村。

因被土著所迫，无法安生，乃迁对江之靖西村。其他支系，则分别定居于横县、永淳、宾

阳、桂平、贵县、平南各州县，还有一支则远迁贵州。
[120]

大埔镇中回村凌氏，亦因“土

客械斗”，被迫从广东肇庆府迁居柳城垦荒耕作，定居于中回村。
[121]

杨氏之族，乾隆二十

年（1755 年）由广东嘉应州濁水乡先迁桂平县吉一里马皮圩。光绪末年，至柳州贩牛，喜

其地广人稀，遂合家从桂平转迁柳州，先至雒容，继迁柳城大埔、风山、洛崖、龙头，最

后定居大埔圩。
[122]

龙头圩鸡笼村周氏，原居平南。光绪初年，因居地人稠地狭，柴草困

难，遂变卖田宅，合族北迁柳城。另有熊、钟、蒙、叶诸姓，继刘、周两族之后，相继迁

居柳城。
[123]

象州客家，多为清乾隆以后迁来。其中石龙镇大蒙村张姓，运江镇大曼村余姓，皆独

自成村。其他如象州镇花山村陈姓，沙兰村余姓与丘姓，罗秀乡长村巫姓，寺村乡明洞村

刘姓和宾姓，皆沿西江水路来自广东或福建两省。
[124]

来宾客家，江、张、雷诸姓，于清初迁入。而石氏之族，原籍广东南雄，后徙广西武

宣。清顺治年间，分支入居县属之泥股村。有清一代，来宾客家尚多有从江西迁入者。省

内则多来自宾阳，除定居于石塘、大湾、双松三圩外，多居于良江、凤凰所属村屯之中。
[125]

融县客家，清代迁入者有周、罗、黎、廖、张、邓、叶、萧诸姓，多自湖南、广东迁

来。另有刘氏各系，则分别来自广东、江西、福建 3 省。钟、欧两姓，有自福建迁入者，

亦有从广东、湖南迁入者。
[126]

怀远县客家，继明代之后，又有多支于清初自广东嘉应州和福建永定、上杭各县迁来，

少数自江西省迁来。他们主要从丹州沿融江上至老堡，而后分为两路：一路溯溶江上良江、

洋溪、富禄，一路溯浔江上泗里、古宜、林溪，而以富禄镇较为集中。他们多数居圩市，

从事商业，少数居农村，经营垦殖业。清代迁入怀远的客家人，有赖、朱、廖、李、温、

王、罗、谭、邱、陈、郑、丁、俞、伍、黄、许、桂、邓、蒋、徐诸姓，其中以赖、朱二

姓人口最多。
[127]

清代，客家人迁入罗城者亦不少。龙岸物华村和上帝栋村邱氏之族，康熙年间来自广

东，是客家人迁居罗城比较早的一支。
[128]

李姓之族，系分多支，嘉庆年间，有福建汀州

府宁化县人李乾益迁入罗城县龙岸乡，其后裔分居于公景、龙塘、思音等处。龙岸何氏，

道光年间来自广东嘉应州。咸丰初年，又有广东嘉应州人李仕隆由柳州迁至罗城，经商于



龙岸圩。而辛亥革命烈士李德山，中日甲午战争时，随父母从广东迁居桂平。光绪二十三

年（1897 年），与弟德威随父母由桂平迁至罗城龙岸定居。
[129]

清代，从广东迁居罗城者，

尚有周、曾、吕、何、蒙、张、林、彭、古诸姓，其中周、曾为黄金乡大姓。另有姚姓来

自柳城县。而乔善、东门两乡及平洛、古腰各村的李、张、贾、陈各姓，亦都于清代自广

东迁来。
[130]

庆远府 辖宜山县、天河县、思恩县，河池州及东兰、南丹、那地、忻城各土州县。

宜山客家，清代从广东嘉应州迁来的有彭姓、吴姓及黄姓。黄姓客家人桂，迳至怀远镇经

营商业。以后人丁兴旺，即分支入柳城、忻城各地拓展商务。
[131]

宜山张氏之族，主要来

自江西兴国。他们或经商，或务农，或做工，都有不凡的发展。道光年间，在宜山经商的

广东客家人，建立了广东会馆，俗称“麻介会馆”。
[132]

天河县 清初，从广东迁来的客家人有何、蒙、张、林及彭诸姓。咸丰年间，来自广

东者有吕姓。而姚姓则于清初从柳城迁来。他们与罗城姚姓客家多有宗亲关系。

思恩县客家，黄、吴诸姓来自广东，李姓来自福建，方姓来自江西。外来客民，多散

居县内各方，以务农者为多。

河池州客家多数于清末民初来自广东。
[133]

泗城府 辖凌云县、西林县和西隆州。
[134]

凌云县 黄氏之族，分广东、江西两系，皆来自清初。王氏与罗氏之族，清中叶来自

江西。相继迁入者，有杨、李、覃诸姓，皆来自广东。宣统年间（1909-1911 年），广东南

海九江镇人何荣茂因至凌云经营药材生意，娶韦上保独女为妻，遂入籍凌云，定居县城，

其后代至今仍能讲客家话。
[135]

西林县 清初，即有余、彭、张、文、郑、刘等姓客家从广东迁入。其后，有周姓客

家来自福建。林氏之族，有来自福建的，也有来自广东的。道光、咸丰年间，又有韦、吴、

黄、阮、刘等姓客家人从广东嘉应州迁入高龙及其附近各村屯。而西平、普河、那劳等地

的客家居民，大部来自广东，少数来自博白县。

西隆州 清初“改土归流”以后，客家人开始从广东、福建迁入居住，其中以黄、王、

陆等姓人数较多。另有咸丰十年（1860 年）太平军石达开部路过西隆时，因兵败而流落下

来的。
[136]

百色厅
[137]

清初，即有客家人从广东入居百色，主要从事商业。咸丰时，有黄氏从福

建永定迁来，亦居城厢经商。到了光绪以后，广东以及郁林州属各县的客家人迁居百色者

更多。主要居住城厢外及各乡圩经营小商及各种手工修理，亦有深入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
[138]

思恩府 辖武缘、宾州、迁江、上林县与田州、阳万两土州，以及都阳、安定两土司。
[139]

武缘客家，蒙氏系出江西。清初，有蒙彦芳者举家迁武缘，其后裔多住城东、城北。



宾州新桥何日韫，于清初携家迁上林；何日赞一支，从新桥迁来宾；何日龙、日军兄弟，

则从新桥携家迁那马厅。各在新址自立基业。新桥林春秀、春廷兄弟，分别携家迁武缘与

那马厅。
[140]

而南明在闽、粤之溃军，郑成功之散卒，以及桂王之扈从，人数约为 2 万，

几经征战，不少人迁入白山、古零、兴隆各地，人称新民。
[141]

嘉庆、道光年间，有黄、

杨、张、蓝、冯、方、曾、李、阮、邬、陈等十多姓客民，分别从广东惠州、潮州迁居思

恩府属之阳万土州（今田阳县属），以营商及耕种为业。
[142]

清末，尚有多支客家移民分别

从郁林、北流、兴业、陆川、博白、贵县等地迁入宾州。
[143]

南宁府 辖宣化、隆安、永淳三县，横州、新宁、上思三州，归德、果化两土州和土

忠州，以及迁隆土司。

宣化县客家，有少数于明末清初迁入县内，多数则于清代从广东西部的钦州和防城县

迁来。

果化、归德两土州客家，于清康熙至道光年间“先后从邕宁县（旧宣化县）的苏居村、

杨梅村及宾州（今宾阳）等地迁入县内左江沿岸定居”。亦有部分来自福建。
[144]

新宁州客家迁入较晚，多数在光绪末年，距今仅有百余年。主要来自广东，多在东门、

龙头、岜盘及山圩等乡镇村屯开基立业。
[145]

上思州 乾隆中期，有广东嘉应州客家迁居州西南之平福。同治、光绪之交，有客家

人从钦州、防城迁来，至县西之在妙地方定居。光绪初年，还有客家人来自广东灵山，在

州西公安村立业。
[146]

太平府 辖崇善、左县 2县，永康、宁明 2州，以及万承、思陵、凭祥、太平、安平、

结伦、龙英、都结、龙州、江州、思州、上下冻、罗阳、镇结等土州（县）。

清代，福建、江西两省客民迁居镇结、都结土州者不少。龙英、茗盈土县，有韩氏之

族从广东东莞迁来。龙州厅王、江、吴、钟、陈、梁、甘诸著姓，继明之后，清代来自广

东者亦众。

崇善县 张氏之族，分福建、广东两系，均于清代迁来。谢氏之族，清末来自广东。

冯氏之族，其来路与迁入时间与谢氏同。其他如陈、关、李、黎、罗、梁、甘、黄等姓，

则多来自广东。
[147]

凭祥土州 清咸丰、同治年间，客家人陆续从粤西之廉州、合浦、浦北、钦州、防城

以及桂南之郁林、博白、陆川等地迁入居住，人数甚众，多以务农为主业。光绪中法战争

及战后，随军入籍或战后移民实边者，亦不乏客家人。宣统二年（1910 年），凭祥“改土

归流”，广东客家人接踵而至，其中以萧、杨、梁、彭等姓为多。

宁明州、思陵土州 客家姓氏亦多。刘、苏、谢、高、吴、欧、张、冯、钟、陈诸姓客

家居民，部分于清初从广东嘉应州、钦州、廉州及郁林、博白、陆川等处迁来，另有部分

客家则“于咸丰、同治年间移家到此，经营工商、农业”。而上龙、金龙两土司地方的何、



赵两姓，多数来自广东，部分来自江西、福建两省。万承土州冯、区两姓，清初来自广东，

而何、伦、黎、郑、关、陈、汤、唐诸姓，亦来自广东，时间在乾隆年间。其中多为客家

移民。
[148]

镇安府 辖天保县及归顺、奉议、向武、都康、下雷六汉土州。归顺州客家，来路较多。

大部来自广东嘉应州、钦州及本省之宾阳、博白、陆川各县，亦有小部分来自江西、福建

与湖广各省。
[149]

而居天保县客籍之民，原籍广东者十之七八。奉议州土多客少，梁、邓两

姓，清代来自广东。归顺州镇边（今那坡县）黄氏之族，派系纷杂，有于清中叶先后来自

粤、闽者。梁氏之族，系出粤、闽，乾隆年间迁来。马、卢两姓，乾隆年间来自广东。孔

氏之族，则于同治年间从广东嘉应州迁入。清末至民国年间，尚有陆续从钦州、宾阳、陆

川、博白等地迁入者。向武、都康黄氏各支系，皆来自广东。
[150]

入居镇安府属各地之客家

人，多数从事经商或小手工业生产，也有当兵离队以后就地安家落户的。

钦州 辖防城县。
[151]

清初，博白人陈炳传携眷自广西迁居钦州防城是为河洲上峒大同

村陈氏之开基祖。陈济棠即其后裔。
[152]

清中叶，广东惠州永安县钟氏之族移居防城，其

别系亦有迁广西岑溪县者。
[153]

清光绪年间，广东惠州府博罗县凌越堂长子宗佐迁广西，

次子宗佑迁防城罗浮岗松柏村。另有族人凌贤杰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迁越南广河县。
[154]

廉州府 辖合浦、灵山两县。合浦刘氏，原居广西陆川县官埇村。清初，刘成宗、刘

选父子以“历世不宁，日子难当”，遂抛“弃田产，奔走他乡，至合浦福旺北兰村暂住”，

通过帮人做工，开垦荒坡创立基业。
[155]

清代，先属遂溪后归合浦的涠洲岛，因咸丰末年粤

东嘉应州发生大规模的宗派械斗，当地客家小姓如戴、李、邓、江、黄等被逐南奔，由戴

梓桂与其妻何氏率领，辗转至涠洲岛落户。而广东巡抚蒋益澧，复于同治初年送粤西械斗

失败之数千客家人至此开垦，从事农业生产。此后数年，又有刘姓等客家人迁至涠洲及其

附近的斜阳诸岛，居于黎族土著之间。从此，客家话与黎话成了涠洲岛的主要通用方言。
[156]

综观清代客家人向广西的迁徙，从顺治至道光的 200 多年间，是其迁徙的高潮期，其

中尤以乾隆期的 60 年达到最高峰。这在客家的迁桂史上，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

考察清代前期客家人入桂如潮的原因，既和广西地广人稀有关，也和清王朝实行的招

垦政策有密切联系。从近人的调查研究可知：在清代，广西与湖南、广东各省的土地面积

相差无几，而广西已开垦的耕地面积仅为广东的 1/3，约为湖南的 1/4，说明广西可供垦

殖的土地极多。
[157]

加以广东等地屯田的课税远比广西为重。
[158]

这种情况，对于无地或少

地可耕的贫民极富吸引力，易地谋生成了许多客家人迁徙广西的动因。

再从迁桂客家人所属的省份，以及他们入桂后定居的州县考察，则广西东部的贺县、

昭平、钟山、富川与平乐等县的客家人，80%以上来自广东，其中尤以嘉应州、惠州、潮

州、韶州各属县为多。桂中的柳州、柳城、来宾、宾州和桂平、贵县、平南、武宣等县以

广东移民最多，其次为福建籍。桂南的博白、陆川、郁林等州县，除来自粤西的钦州、廉



州、防城外，福建和粤东的移民亦不少。桂东北的阳朔、临桂以及修仁、荔浦等地，则以

江西籍最多，次为广东和福建两省。桂北的怀远、宜山、罗城等县，广东移民之外，福建

客家人集体迁入者甚众。至于桂西各州县，客家移民多来自宾州及桂南、粤西各个州县。

他们迁入广西，多数人不避艰险，深入尚待开垦的山地荒原，以农、林、渔、牧为主业。

而以帮人做工作为立定脚跟的手段者亦不乏人。至若负贩营商，始初多在乡圩小市活动。

有的经过一番拼搏，成为桂、柳、邕、梧等通都大邑，或郁江、浔江、融江等沿河城镇的

富商巨贾，形成独立于粤、闽、赣、湘各省商人之外的“客家帮”。

至于外省客家人迁入广西的道路，也各有不同。概而言之，江西客家多经湖南从龙虎

关或由富川的苍梧古道而来。福建客家多是水旱兼程，多数经广东走西江水路，亦有走陆

路经龙虎关等地入境的。广东客家人多数溯西江而上，然后逢水行舟，或不辞旱路跋涉，

深入广西各地；还有不少人从肇庆、高州、廉州、钦州等处北向广西转移。在迁移的过程

中，少数是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一步到位的，而多数则是几经辗转，历尽艰辛，然后定

居下来的。

道光以后，尤其是咸丰、同治以后，直至清王朝灭亡的 60 多年间，各省客家人向广

西迁徙的势头虽然大为减弱，但是，就在这时，出于政治的原因，出现了两次客家人的集

体大迁徙，却极值得注意。一次是起义于广西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咸丰二年（1852 年）从

广西向江南的大进军，是起义者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向外拓展的需要，也是一场“鞭敲金

镫响，高唱凯歌行”，数以万计的客家人的集体大迁徙。随着战争向全国发展，直至太平

军在各地的失败，不少死里逃生的客家人又散落全国各地，或者流亡海外，还派生出许多

感人的故事。这是后话，我当结合有关部分再作解说。另一次是咸（丰）同（治）年间，

广东肇庆府发生大规模的“土来械斗”，战败的客家人出于避祸的需要，或被清政府强行

遣送成批向广西迁移。这在客家人的迁徙史上，则是一场血泪交加、死伤煎迫的惨痛大迁

徙。

清末 60 年客家人迁徙广西的减少，原因甚多。首先，这时广西战乱频仍，灾荒不断，

社会残破，给外地人带来的是恐惧而不是希望。其次，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沿海开展

了疯狂的廉价劳动力掠夺，
[159]

使贫苦无告者误以为谋生的新路。“漂洋过海”的“金山梦”，

逐步淡化了移居内地谋生的观念。这在客家人的谱牒中，也多有反映。
[160]

这些因素，造

成了辛亥革命以后客家人迁徙广西更加冷清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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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韦汉生主编：《宾阳县志》第五十二章《民族》，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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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颍川郡防城钟氏宗支部》，不注修纂年月。

[154]《凌氏族谱流水部》，柳州伏虎农场凌立文、凌立强藏。

[155] 浦北县《刘氏族源本》，刘庆芳存。

[156] 参看梁鸿勋：《北海杂录》香港日华印务公司，光绪三十一年；刘润纲、许瑞棠编纂：《合浦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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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第三十篇《宗教·方言》，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朱名遂主编：《广西通志·宗教志》第一篇《天

主教·传播》，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庾裕良等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第一部分《天主

教在广西各地的概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年。

[157] 参看《广西年鉴》第三回（上)《本省与各省土地面積比较》：刘世仁：《中国田赋问题》中之《清代

各省田亩概数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 年)《清代历朝各省耕地面积》等。

[158] 康熙十年二月丙午，户部议复“广东巡抚刘秉权疏言：‘粤东屯田有荒地三千五百余顷。查屯地科米

每亩三斗，较之民田，殆多数倍。民畏粮重不敢开垦。请照民田一例起科，则屯田早辟，屯赋不致虚悬’”。

所议虽从所请，但承垦者甚少。见《清圣祖康熙实录》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85 年。

[159] 从外国掠夺华工的历史考察，中英鸦片战争后的 1845 年，即道光二十五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契约

华工．10 年之中，出口华工 15 万人以上。自 1850 年，即道光三十年以后约 25 年间，出口华工猛增至 228

万人之多。参看《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第 4 版，37 页，1994 年。

[160] 如前面提到：广东客家人张瑞的五房子孙从道光至光绪初年，迁入广西者先后 30 支之多，其中有 14

支从广东或入居广西不久，即转出外洋，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婆罗洲等地谋生。

六、民国（1912-1949 年）

从目前所见的有关客家人迁徙的文献考察，民国年间，外地客家人携家迁入广西者极

少。20 世纪 40 年代，为了编纂《广西通志》，曾对全省 98 个县（市）（缺邕宁、平南等六

县），作“氏族迁徙”谱查，从成稿的《广西通志稿》有关广西“氏族”的调查情况看，

明确记载民国年间客家人从外省迁入广西者十分少见，在省内流动者则有之，而能确认其

为客家人者也不多。

民国时期，广西客家人的迁徙，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1．是因兴办实业的需要招雇就业而迁的。民国十五年（1926 年），伍廷飏任广西建设

厅长，他以柳州、南宁为中心，大力从事公路建设，开办广西矿业公司，开采贺县、钟山

锡矿。尤其是在柳州沙塘创办广西农业试验场，聘请农科技术人员搞良种、肥料、水利、

耕作等项目试验。同时开办万亩林业种植试验场，引进国外相思树、桉树等新种。为此，

从郁林、博白、陆川、北流、容县等地招募数千农民前往做工、务农，并就地安居就业。

贺县、富川、钟山矿区和柳州沙塘、石碑坪等地的众多客家人，不少是当年迁来的。
[1]
在

此前后，随着合山、大厂等地矿产的开采，也有不少客家人从桂南、桂平各个州县应募前



往做工，随即定居下来。

2．新桂系主政广西以后，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广西当局为了战备的需要大力发展

交通，兴筑公路、铁路。通过征调和招募等手段，大批民工应召在湘桂、黔桂铁路和荔（浦）

潆（江）公路等工程地段劳动。因此，也有不少客家民工转迁各有关地区，今日湘桂、黔

桂铁路沿线的许多客家居民，就是当年筑路民工的后代，是因为筑路而落户定居下来的。

3．通过外迁谋生，或易地创业的也不少。如：民国初年，郁林、博白、陆川、容县、

贵县、桂平、平南以及岑溪等地，就有不少客家人迁居宜山。有的租田耕种，有的买田自

耕，有的深入村圩做小额贩运、购销生意。民国三十年（1941 年），他们联合在宜山建立

了“郁林五属会馆”。
[2]
与此同时，还有客家人从博白、陆川和饮州各地迁往桂西北的百色、

凌云、乐业和靖西各地。其中博白人刘庆成、刘志元、刘贵仁、刘振忠、刘周能、张如甫、

张梦龙、熊福成、蓝四和灵山人张国飞等携家人迁凌云，从事农业、林业、采矿、商贩和

打铁、补锅等小手工业。
[3]
民国元年（1912 年），武宣县那沙村丘姓因逃荒迁至柳城东泉

落户。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张亚长孤身一人从桂平迁至柳城东泉，帮人做熬酒工作。

他们虽然是个别人的迁徙，但定居以后，都子孙繁衍，事业有成，自成支系。
[4]

4．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丁和名目繁多的苛派，被迫背井

离乡，迁居别处的。如：抗战后期，因为逃避抓丁，有林、谢、余等多姓人家从平南、蒙

山等地移居金秀大瑶山，在人迹罕至的六巷地方以开荒种山为业，至今已自成村落，成了

金秀瑶山里的客家届住区。
[5]

5．因投身军政而迁徙定居的。如广东兴宁人钟镇藩（字象屏），光绪末年入王芝祥部

为兵，从江西调驻桂林。辛亥革命后，任桂林驻军副统领。民国十一年（1922 年）离职，

即定居桂林。
[6]
又据张同铭老人口述，其先祖原居来宾，他的父亲任沈鸿英部旅长，驻军

柳城。以东泉水土肥美，民情淳朴，遂举家迁东泉定居。

应该说明，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有不少客家人从各地随企业迁桂，或者携家入桂避难。

但是，随着 1945 年（民国三十四年）战争的胜利，大家都在光复国土的捷报鼓舞下，漫

卷行装喜若狂地回归魂牵梦绕的祖居老地，与劫后余生的亲人团聚，共同重整家园，留下

定居的极少。

关于客家人迁入广西的历史，从秦汉至明代的 1820 多年间，主要因为战乱、征调、

戍守、流放和仕宦等原因，出于中央政权对广西地区加强控制和治理的需要。秦代的南拓

和戍守，宋代的南征和驻留，以及明代的卫所移民，多来自北方和沿江各省，而且逐步深

入桂西地区，属于政治和军事性质，多带强制性。明末至清代，大批客家移民从江西、福

建、广东、湖南以及江、浙等地入居广西，则主要出于谋生，并在农业、商业、手

工业和采矿业等行业从事开拓，以自发性的经济移民为主。

明末清初以后，客家人大量迁入广西，其中不少人不辞路途遥远，跋涉艰难，纷纷向



桂西北转移，其主要中转站就在桂中的宾州。据地方志书记载，当时因避乱、宦遂、经商

或易地谋生而从粤、闽各地迁来者大有人在。到了清末民初，郁林、博白、陆川等地迁居

宾州者亦不少，“致有人满之患”。于是，又纷纷向外流动，中以“旧思恩属之九土司为多，

即今之都安、那马、隆山等县。……此外，上林，迁江、来宾、武宣、恩隆、百色、凤山、

庆远、河池、凌云、西隆、西林、靖西各县，亦在所多有”，综计不下数万之众。
[7]
即以隆

山而论，近代从外地迁入者 73 姓，而注明有中转地者 45 姓，其中经由宾阳迁入者即达 28

姓。
[8]
这在外地移民，其中包括广西客家人的迁徙史上，昔日的宾州，无异当年江西的赣

州、福建的汀州和广东的嘉应州。

汉民族的客家人是迁徙的民系。迁徙，不仅是生活空间的转移和拓展，而且随着迁徙，

必然带来各个民族、民系之间的联系，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开展相互交流和

吸取，进而拓宽了眼界，克服自满自足的老观念，达到互助互利、共同进步的目的。但是，

要说清客家迁入广西的历史极不容易，且以贵县桥圩杨氏家族为例。其先祖从唐初武德五

年(622 年)由福建迁入广西起，至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止，1157 年间，其 50 余代

后裔的辗转迁徙，遍及福建、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山东、辽宁、江西

各省，随着社会的进步，其迁徙非但在继续，而且在加速。贵县的杨氏之族如此，博白的

刘氏、陆川的吕氏、柳州的曾氏、贺州的黄氏等也都如此。迁徙无止境。迁徙促进了人际

间的交流、学习、进步与发展。这就是我们从客家迁桂历史的回顾中得到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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