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 林 市

玉林市手工业兴盛，商业繁荣，为桂东南交通枢纽及工业品、农副产品集散地。盛产稻米、果蔬。

红碎茶、大蒜头在国际市场享有声誉，远销英、美、日等国。自行车零件远销美国、西德和南洋等国

家扣地区。轻纺工业发达，棉布、服装、小五金制品、“飞跃牌”、“琴鸟牌”自行车畅销区内外。玉林

制药厂生产的云香精、正骨水驰名中外。境内名胜“水月岩”风景优美，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到此

游览考察。

位置面积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东连北流，西接浦北，南邻博白，北界桂平，东

南邻陆川，西北连接贵县。全市东西宽约 65 公里，南北长约 69 公里。总面积 2,737 平方公里，

折合 410.55 万亩。其中，陆地面积占 97.4%，水域面积占 2.6%。西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190

公里。

建置沿革 玉林市境秦为桂林郡及象郡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于其地置广鬱县。

三国吴改为阴平县。晋太康元年（280 年）再改为鬱平县。南朝时，除鬱平县仍旧外，宋明帝

泰始七年（471 年）增置南流郡、方度县，齐又增置定川郡，陈天嘉二年（561 年）再增置石

南郡石南县，而废南流郡、方度县。隋改定川郡为定川县，存鬱平县，废石南郡，留石南县。

唐统一后，重新区划，境内先后设立牢州（武德二年即 619 年置义州，后改为智州，贞观十二

年即 638 年改牢州）、鬱林州（麟德二年即 665 年置）、党州（永淳元年即 682 年置），统辖境

内定川、宕川、南流、兴业（麟德二年置）、鬱平、石南、兴德、潭栗、善劳、容山诸县。五

代因之。宋开宝七年（974 年）废党、牢 2州并入鬱林州，辖南流、兴业 2县，撤其余县并入

之，至道二年（996 年）穆林州徙治于今地，并建筑州城。元袭之。明洪武二年（1369 年）撤

南流县直属鬱林州，下辖兴业、博白，北流、陆川 4 县。清雍正三年（1725 年）升鬱林州为

直隶州，仍辖兴业等 4 县。民国二年（1913 年）降鬱林直隶州为县，兴业县建制不变。1952

年撤兴业县并入鬱林县，1956 年改为玉林县，1983 年 10 月改今名。

行政区划 1984 年设玉林、石南、福绵、城隍、蒲塘 5个镇；南江、名山、茂林、新桥、



沙田、樟木、成均、仁东、龙安、大平山、葵阳、山心、沙塘、高峰、北市、小平山 16 个乡。

下辖东成、西就、南观、北辰、城站 5个街道办事处，31 个居民委员会；338 个村民委员会。

自然村 3,300 多个。另有大小圩场 26 个。市区面积 8.5 平方公里。

人口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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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67 140152 163865 219247 66.26 59.43 33.79

总 人 口 553427 601195 715282 1148330 107.49 91.01 60.54

性别

构成

男 － 322888 380405 603932 － 87.04 58.76

女 － 278307 334877 544398 － 95.61 62.56

地区

构成

城镇 32009 32919 58433 121727 － － －

农村 521418 568276 656849 1026603 － － －

1984 年全市总人口 120.3 万多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16.88‰，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439

人。玉林城区 107,183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85,929 人。

据 1982 年人口普查统计，民族以汉族为主，有 1,137,402 人，占总人口的 99.05%，少数

民族有壮族、瑶族、回族、苗族、毛难族、侗族、仫佬族、彝族、水族等 10,925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属桂东南丘陵，四面环山，丘陵起伏，中间形成较宽广的玉林盆地和石南谷地。

境内最高点是大容山主峰，海拔 1,275.6 米；最低点是沙田乡南流村，海拔 61.3 米。

山 脉 东北有大容山，主峰海拔 1,275.6 米；西南有六万山，主峰海拔 1,118 米。寒山、

东山、葵山、圣山，各自孤耸于丘陵之间，主峰海拔在 666 米至 806 米之间。

河 流 主要河流有南流江，从东北的大容山流经东南部入博白、合消县出海，主要支流

有清湾江、车陂江、丽江、太平江、罗田江、苏立江、六司江等，流域面积 1,957.26 平方公

里。属珠江交流的有马坡江、山心江、白马江、北市江、北合江，流域面积 780.7 平方公里，

分别流入武思江、大洋河，汇入郁江。

气 候 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1.8℃，历年极端最高气温 38℃，最低气温为

-2.1℃。年平均日照 1,813.9 小时。无霜期长达 344 天以上。年平均降雨量为 1,592.2 毫米，

主要集中夏秋两季，4-9 月降雨量占年 80%。自然灾害主要是春旱、夏涝和秋旱，间有寒露风。

1954-1978 年的 25 年中春秋旱各有 13 年，其中 1963 年受旱面积达 56.4 万亩；发生中涝以上

有 13 年，其中大涝 5年，受淹面积最大为 1971 年，达 24.7 万亩。

土 壤 全市土壤分山地土壤和耕地土壤，共 9 个土类。海拔 800 米以上的为黄壤，土层

较薄。800 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地多为山地红壤或黄红壤，土层深厚。岗地土壤多属石灰土、

赤红壤、紫色土，肥力中等。平原地区为冲积土、水稻士，多分布于平原地垌田，土质肥沃。

资 源 矿藏资源有石灰石、莹石矿、钾长石、锰矿、钛铁、铝土矿、铁矿、磷矿、红朱



石。其中，以石灰石、莹石矿的蕴藏量较多，石灰石蕴藏量为 8,000 万吨以上，莹石矿蕴藏量

150 万吨以上。野生动物资源有蛤蚧、穿山甲、鹧鸪、毛鸡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52,690 万元（不包括区、地属企业，下同），比 1949

年增长 8.7 倍，比 1978 年增长 59%，比 1983 年增长 1.18%。1978 年以来年递增 8%。1984 年

人均产值 443 元，比 1949 年增长 3.5 倍，比 1978 年增长 37.57%，比 1983 年减少 0.46%。1978

年以来年递增 5.46%。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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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118

117

1

100

99.15

0.85

11368

9282

2086

100

61.65

18.35

19058

16570

2488

100

86.95

13.05

18543

16505

2038

100

89.01

10.99

15614

14006

203700

63.12

77.82

-2.30

-2.70

-0.39

-18.08

8.5

10.1

-0.4

玉林的手工业素来发达，工艺精巧，远近闻名。解放前，土布、小五金制品远销滇、黔、

粤，出口越南、缅甸，南洋各地。解放后，地方工业发展较快。1984 年，全市有工业企业 231

个（不包括自治区、地区属企业，下同），职工 1.4 万多人，有自行车、纺织，玻璃、制糖、

食品、饮料、印刷、机械、电力、化工、建材、橡胶、塑料、服装、饲料加工和农副产品加工

等十几个行业，生产 1,000 多种产品。

纺织行业有织布、毛巾、手帕、针织、机带、麻纺等 8个工厂，1984 年有职工 3,493 人，

固定资产 1,400 多万元，产品有棉布、毛巾、手帕、床单、蚊帐布、羊毛衫、晴纶衫、麻袋等

50 多种，1984 年总产值 2,900 多万元。玉蝶牌蚊帐 1981 年评为自治区优质产品（年产 20 万

米），民族花边带获 1984 年自治区民族用品优质奖和设计奖。

前锋染织厂打纱车间 自行车四厂圆盘电镀车间

自行车制造业有总厂 1个，分厂 6个，职工 2,500 多人，1984 年生产 23 万多辆。飞跃牌

自行车 1982 年和 1983 年经全国自行车测检中心检验，连续定为 A 级产品，1984 年获国家轻

工部优质产品和广西优质产品称号，畅销国内 20 多个省区，部分零配件远销港澳、南洋、美



国、西德等国家和地区。

玉林火柴厂 1984 年生产火柴 12 万多件，比 1949 年增长 59 倍，1978 年和 1982 年两次质

量评比获全国第一。市商标印刷厂印刷质量 1981-1984 年连续 4年获自治区第一。透明塑料板

获 1984 年自治区新产品百花奖。美术厂的羽毛平贴山水画 1983 年获中国国际旅游会议优秀旅

游纪念品奖。日光梳妆台 1984 年获全区工艺品优质奖、民族用品优质奖。

乡镇企业发展很快，1984 年有职工 2.8 万多人，主要项目有建材、炮竹、矿产、铁锅、

塑料。小五金、中小农具、商业、服务业、建筑、运输等，收入 16,400 多万元（包括个体户

在内），比 1978 年增长 3.04 倍。

自治区和地区直属工业企业在市内共有 30 多个。玉林罐头食品厂是全国同行业年产罐头

万吨以上的十大厂家之一，产品畅销国外。这个厂生产的青刀豆罐头 1980 年和 1983 年获全国

质量评比第一名；青刀豆和糖水荔枝罐头都被评为轻工部优质产品；蘑菇罐头成为我国销往美

国的少数罐头品种之一。玉林制药厂产品在国际市场享有盛誉，正骨水、鸡骨草丸获国家银质

奖，蛤蚧大补丸、罗汉果晶、云香精评为广西优质产品。玉林柴油机厂生产的 2105 柴油机 1982

年评为自治区优质产品；6105 柴油机在发动机质量行业检查中获并列第二名；高性能自控发

电机组和 2105 柴油机远销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桂南自行车厂生产的 26 英吋琴鸟牌自行车销售

区内外，年产量由 1983 年的 10 万辆增到 1984 年的 15 万辆。

农 业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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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5310 100 21776

15448

411

2176

3598

143

100

70.94

1.89

9.99

16.52

0.66

33018

19952

500

6027

6277

262

100

60.43

1.51

18.25

19.01

0.79

34147

20024

734

6410

6710

269

100

58.64

2.15

18.77

19.65

0.79

543.06 56.81

29.62

78.58

194.57

86.49

88.11

3.42

0.36

46.80

6.35

6.90

2.67

7.8

4.4

10.2

19.7

10.9

11.1

1984 年全市耕地总面积 91 万多亩，农业人口 108 万多人（劳动力 50 多万人），人均耕地

0.843 亩。水田 76 万多亩，旱地 14 万多亩。旱涝保收面积 50 万多亩。1983 年有各种农业机

械 50,587 台，226,227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农机动力 24.9 马力。其中，耕作机械 67,380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7.4 马力。

近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 年粮食总产超过 10 亿斤，1984 年粮食总产 9

亿多斤，比 1978 年增长 24.1%，比 1983 年减少 8.53%。1979 年以来年递增率 3.7%。油料总产

1,000 多万斤，比 1983 年减少 6.42%。多种经营总产值 1.8 亿多元，比 1983 年增长 24.1%。

粮食收购 2亿多斤，比 1978 年增长 52.67%。



林 业 现有山地面积 175 万多亩。其中，有林面积 108 万多亩。立木蓄积量 143 万多立

方米。森林覆盖率 28.2%。主要是松木和杉木，经济林有油茶、紫胶、八角。有苗圃 3个。有

国营林场 2 个，总面积 7.2 万多亩，职工 150 多人。1984 年飞机播种面积 13 万多亩。《紫胶

生产技术推广》1982 年获国家科技奖。1983 年获全国绿化先进单位奖。自治区直属的六万林

场 1979 年获全国先进国营林场奖。

牧 业 1984 年末全市存栏耕牛 8万多头，比 1983 年增长 4.3%。生猪饲养量 68 万多头，

出栏 29 万多头，存栏 39 万多头，比 1983 年分别增长 4.4%、9.7%、0.7%。生猪人工授精杂交

改良普及面、受胎率均达 90%以上，获自治区科技奖。

副 业 农户普遍养猪和家禽，福绵、樟木、成均一带所产肉脂兼用猪种，远近闻名，销

往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省。种植业有烤烟、甘蔗、茶、黄红麻、蘑菇、蔬菜、水果等。

1984 年蔬菜公司北运芹菜、椰菜、西红柿、青椒、石瓜等蔬菜 1,483 万多斤，远销东北、华

北、华中等地区的 20 个省（自治区）、市。近年来，竹木制品、芒编工艺、服装加工、土木建

筑、交通运输等行业发展较快。1984 年全市乡镇建筑专业队共有 3,000 多人。其中，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施工员、质检员 200 多人，有汽车、混凝土机等各种机械设备 400 多台（套），

总收入 300 多万元。竹芒工艺品出口总值 199 万多元。服装加工业发展较快，玉林城区服装行

业日销售额最高达 20 万多元，产品远销广东、湖南、河南、云南、贵州等地，仅福绵镇的福

绵、福西和福东 3个专业村已经涌现出万元户。

渔 业 1984 年养鱼面积 4万多亩，总产鲜鱼 4万多担，比 1983 年增长 4.41%。近年来引

进了非洲鲫鱼、杂交鲤、野鲮、泰国和埃及塘角鱼，家庭养鱼迅速发展，1984 年有养鱼专业

户 500 多个。

土特产品 红碎茶：选用嫩、匀、鲜、净的优质茶叶做原料，分级精制，产品外形匀净，

色泽乌黑油润，颗粒细碎完整，茶水浓艳红亮，香味爽口，回味清甜。1979 年和 1980 年全国

红碎茶质量评比连获全国同类茶第一名，1982 年获自治区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外贸部发给

荣誉证书，总产量由 1979 年 2,128 担增到 1984 年 1.1 万多担，远销美、英、法等 14 个国家。

大蒜头：传统产品，已有一千多年种植历史。个大、饱满、洁白、多汁、味浓辣、芳香，

质量优良，每年 4 月间上市。1984 年总产量 5.6 万多担，八十年代每年出口 7,600 多担，远

销港澳、东南亚和日本。

柑橙：解放前多种扁柑，果扁大、汁多、筋少、香甜。七十年代以来，以温州蜜柑为主。

到 1984 年底，全市种植柑橙 3万多亩，1984 年总产 14.3 万担。

牛巴、肉蛋：系传统熟食品。牛巴以牛肉切成薄片，日晒或烤干，拌入佐料，用花生油煎

制而成，香甜耐嚼。肉蛋以鲜牛肉或瘦猪肉打成肉浆，拌入佐料，捏成肉丸，入肉汤锅慢火炖

熟，鲜嫩脆口，不粘不腻。牛巴、肉蛋均系下酒佳肴，常用于宴客送礼。

桂圆肉：传统产品，用鲜龙眼肉多次蒸晒而成，气香味清甜，入药可补中气，是营养佳品。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常食（圆肉）可延年益寿。”

茶泡：传统产品，用石瓜切片，方圆不一，上雕花木虫鱼，皆镂空，渍以白糖，晒干而成。



常用于老人寿诞和婚嫁喜事，请饮茶泡茶，以示敬意。解放前，除本地销售外，还远销区外及

港澳等地。

水 电 现有水利工程 6,547 处，其中，中型水库 12 座，小型水库 127 座；塘坝 6,508 处。

总库容 3.28 亿立方米，有效库容 2.24 亿立方米。引水工程 1,148 处，总引水量 15 立方米/

秒。电灌站 277 处，303 台，6,240 千瓦；机灌站 300 处，380 台，6,575 马力；机电灌溉面积

11.31 万亩。喷灌站 1处，7台，121 马力。水轮泵站 108 处，142 台。水电站 66 处，85 台，

装机 12,218 千瓦。1984 年发电量 2,200 万度。

地区电业公司在市内有火力发电厂 1座。大容山电站年发电 4,000 多万度供玉林、北流、

陆川等县部分城乡的工农业用电。地区转供玉林市电量每年 1亿多度。

市政建设 解放前，玉林城区街道狭窄，凹凸不平，电灯稀暗，没有自来水，卫生设施差。

1955 年建设城区自来水厂，到 1984 年，自来水总管长达 20 公里；还建成了地面水净化水厂，

日供水量 1.2 万吨。有大容山、西津等水电站给城区工业和居民供电。城区街道安装路灯的线

路总长 28 公里。

解放前，旧公园占地不到半公顷。五十年代末，新建公园初具规模，总面积 9.5 公顷。到

1984 年，园内有革命烈士碑和朱锡昂烈士墓，有亭、台、花卉盆景和儿童游乐场。

1984 年，玉林城区道路总长 42.39 公里，面积 59.77 万平方米，东门路和城站路已拓宽

至 30-40 米；修铺沥青、混凝土、街砖等路面 44.23 万平方米。修建桥梁 5座。建成合流制下

水道干渠 16.5 公里。1976 年开设城区公共汽车客运业务，有公共汽车 12 辆，营运线路 5条，

总长 28.33 公里，1984 年客运量 240.9 万人次。

南流江在玉林城区地段原是土堤，常积涝成灾。近年来，堤防已修建和加固，下游河道裁

弯取直，河床疏浚。

市环卫站现有职工 118 人，有洒水车、密封车、汽车共 7 辆。市政工程队有职工 60 人。

园林管理所有职工 30 人。

交 通 黎湛铁路由西北斜贯东南，中经蓬塘、石鼓塘、石南、雅桥、仁东、玉林 6个站，

境内长 60 多公里。全市有公路干线 12 条，255.1 公里（其中渣油路面 152.3 公里），比 1949

年增长 1.83 倍。地方公路 278.9 公里。民运企业有汽车队 4 个，汽车 99 辆，机动三轮车 66

辆，吊车 10 台。全市有汽车、摩托车、革新车、拖拉机 6,747 辆。长途客运汽车有固定班次

通往玉林地区各县和捂州、广州、柳州、南宁、百色、金城江、北海、防城等地。1984 年客

运量 358.98 万人次，货运量 72.57 万吨。全市 21 个乡镇通班车。

邮 电 1984 年，玉林地区邮电局在玉林市内设有邮电支局、邮电所 30 个，邮路长 1,207

公里。全市乡镇和村委会通邮。农村电话线路长 1,323 杆程公里，共安装农话单机 1,170 部，

乡镇和村委会通电话。市话单机 1,032 部。电报电路 21 条。长话电路 78 条，其中，载波电路

68 路。1984 年营业额 1.800 万多元。

商 业 1984 年，全市有国营、供销商业企业 57 个，门店 718 个，购销网点 1,536 个，

职工 7,000 多人。集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 77 个，990 人。有个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



8,000 多户，11,000 多人。1984 年国内纯购进总额 1.6 亿多元，纯销售额 1.8 亿多元。城乡

农贸市场 32 个。集市贸易成交额 1亿元以上。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3.8 亿多元。外贸收购出口

总额 4,000 多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13.3%。出口产品有罐头，生猪、活鸡、大蒜头、优质米、

自行车零件、茶叶、中药、中成药、竹芒制品、皮手套等 300 多种，远销港澳、日本、美国及

中东国家。1980 年至 1983 年外贸公司出口商品获留成外汇 100 多万美元。市针织厂搞来料加

工收入外汇 30 多万美元。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市财政决算总收入 4,882.2 万元，财政决算总支出 5,030.8 万元。收

支相抵，年终赤字 148.6 万元，加上各项借款结余 96.9 万元，财政实际赤字 245.5 万元。全

市城乡储蓄额 8,236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47.8%。其中，农民存款 4,120.2 万元，比 1983 年

增长 49.4%。发放支农贷款 4,230.6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8.2%，当年收回 4,165.3 万元。发

放中、短期设备贷款 252.66 万元，当年收回 129,2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国民总收入 3.7 亿多元，人均收入 318 元，农民人均收入 208 元，人均

有粮 772 斤，生活消费品的社会零售总额比 1983 年增长 47.8%。新建农房 48.08 万平方米。

全市有自行车 31 万余辆，平均每户 1.5 辆。

文 化
教 育 1950 年有高中 1 所，初中 3 所，小学 169 所，在校学生 12,000 多人，教职员工

2,000 多人。到 1984 年，有师范 1所，学生 500 多人，教职员工 100 多人；高中 12 所，初中

46所，小学 344所，在校学生 20万多人，教职员工 1万多人。1984 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为 96.59%。

全市有幼儿园（所）231 所，入园（所）儿童 2万多人，保教人员 700 多人。有电视大学学生

49 人。1977 年至 1984 年全市为高等院校输送新生 2,864 人，为中等专业学校输送新生 2,343

人。1984 年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 1人，评为自治区优秀班主任 8人。

自治区、地区在市内设有师专、农校、财校、卫校、商校、高中各 1所。

科 技 1984 年，全市设有农业、经济作物、畜牧兽医、农机、自行车等 5个科研单位；

各种学会、协会等科技群众组织 17 个；21 个乡镇都建有科普协会。1978 年至 1983 年，全市

取得科技成果 98 项。其中，获全国科技奖 1项、自治区科技奖 9项。参加科技应用竞赛 4万

多人，获奖 632 人。1984 年全市在职工农业科技干部有工程师 36 人，农艺师 12 人，助理师

274 人，技术员 224 人，农业技术员 1,448 人。

文化艺术 解放前，玉林城区先后开设有书店 8间，县图书馆 2间（包括兴业县），戏院 2

间。解放前夕，文化艺术设施遭受摧毁，藏书散失。五十年代以来，文化艺术事业逐步发展。

1984 年全市有市文化馆 1个，市文物管理所 1个，市图书馆 1个，藏书 25 万册；乡镇文化站

21 个，乡镇图书阅览室 78 间。城区有电影院 4间，剧院 1间，工人俱乐部 1个。农村有电影

院 16 间，电影队 79 个，影剧场 46 个，露天剧场 116 个，农民文化官 1个。全市有专业剧团

2个，业余剧团、队 174 个，人员 5,400 多人。有市广播站 1个，电视差转台 1个，50 瓦调频

发射机 1台，乡镇转播站 21 所。地区在市内有新华书店、影剧院和文艺团体。

卫 生 解放前夕，只有卫生院 1所，工作人员 11 人，病床 9张。1950 年有卫生所 2间，



工作人员 18 人，病床 12 张。1984 年，医疗卫生单位有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皮防站及

卫生学校、市医院、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中心卫生院、乡镇卫生院等 27 个单位，共有工

作人员 1,276 人（西医师 249 人，中医师 53 人），病床 800 多张，比 1950 年增加 71.6 倍；厂

矿企业有医务室 50 个，医药卫生人员 120 人。骨科医院用中草药治疗骨折、创伤，疗效显著，

《治疗骨折局外固定器材的改进和对普及工作的促进》，1978 年获全国科技奖。基本消灭血丝

虫病。小儿百日咳、白喉、麻疹、小儿麻痹等病的发病率巳下降到国家控制的指标内。基本控

制了麻风病的流行。地区医院、中医院、卫校附院、防疫站等卫生医疗机构，也设在市内。

体 育 市内有体育场 2个（地、市各 1个），篮球馆 1座，乒乓球馆 2座，射击场 2个，

游泳池 1个，足球场 5个，篮球场 709 个（其中，有灯光设备的 36 个），有座位的灯光球场 9

个。有业余篮球队 216 个，足球队 16 个，田径队 58 个，武术队（馆）65 个。1982 年，在自

治区第五届运动会获金牌 3 枚、银牌 4 枚、铜牌 2枚。1983 年城隍公社评为全国农村体育先

进公社。1956 年成立县业余体育学校，从 1978 年起，办有高、初中、小学班，现有学生 196

人，开设男女篮、排球、乒乓球、田径、游泳等 5 个项目。建校以来，为基层培训体育骨干

2,500 人，向国家和自治区输送了优秀运动员 199 人。其中包括乒坛名将梁戈亮、曾传强和曾

参加国际比赛的冯振仁、廖一平、黎海心、李一玉，和、田径新秀田玉梅、两破飞机跳伞世界

纪录的杜昆明。1979 年市业余体育学校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单位，1983 年评为自治区体育先进

单位。1982 年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 1人。

特殊风俗 春节，家家户户张贴春联，制作米花、糕点，多数㓥阉鸡、炸扣肉，合家吃团

圆饭，亲友互相拜年，给小孩赏钱，互送礼品；舞狮、舞麒麟，串村串户恭贺新年；唱春牛、

唱鹩、唱采茶，日夜演唱。清明节和重阳扫墓。端午节农家多采蒲艾挂门户，以示“艾旗招百

福，蒲剑斩千邪”；室内洒雄黄酒；小孩佩带艾叶香包，以驱邪除病。中元节、冬至节家家户

户作米粽和糕点，㓥鸡杀鸭设宴。有些乡村盛行霜降节，霜降日做鱼宴。文物胜迹

水月岩 在玉林市东南，距市区 11 公里，洞中钟乳石千姿百态，石壁上有明代石刻“水

月岩”3字，有明、清两代名人题咏、文章、诗句。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到此考察，在其游

记中有水月岩奇景的描绘。

白石洞 位于玉林市东，距市区 11 公里，以多白石得名，道书称二十一洞天。附近有红

日、天星、天庆等岩和水月、钧天、天马诸洞，风景奇秀。

天门关 位于玉林城东 35 里，双峰屹峙，路经其中，过此则北流县境也。一名鬼门关，

两石相对，状岩关形，阔 30 余丈。昔马援征林邑，经此立碑（注：上刻“天门关”楷书 3字），

石碣尚存。昔时趋交趾，皆由此关，至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故谚云：“鬼门关，十人

去，九不还”。现该地已开豁，修建了通往北流的公路。

云龙桥 在玉林市城区南面，横跨南流江，故又名南桥。始建于元延祐年间，明万历年间

改建为石桥，时工部主事题诗有：“云龙桥起，麟凤星奇”之句，因以名之。清嘉庆二十二年

（1817 年）毁于洪水。两年后重建成今之两墩三孔石拱桥，长 38.7 米，宽 6.5 米，高 13 米，

全以长方体石块砌成，桥面两旁有狮子石雕之栏杆。



大成殿 位于玉林市玉林镇古定小学前楼西侧。始建于元至正三年(1343 年)，经多次重修。

《鬱林州志》载：“圣殿高三丈三尺，面厦望檐，周袤十八丈。”大殿雄伟壮观，画栋雕梁，琉

璃瓦黄绿相间，具有古建筑风貌。

石南文庙（孔庙） 在玉林市西北 31 公里之石南镇，原兴业县政府东侧。明成化十八年

（1482 年）建，为砖木结构建筑，后屡经扩建修葺，主建筑为一大四合院，正中为大成殿，

正面有宽阔台阶，嵌以一块雕有祥龙卧云的巨块平板陛石，雕凿精湛、优美。

兴业抗日武装起义司令部旧址 位于玉林市西 43 公里之城隍镇龙潭村，原为兴业抗日武装

起义司令部顾问覃震声家之楼房，建于民国元年至四年，楼高 15 米，4层、楼房，火砖砌墙，

曾为中共兴业县委员会会址与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兴业抗日武装起义司令部。

石嶷文塔 位于玉林市西北 31 公里之石南镇石南街西侧石嶷山上。“清乾隆十二年阁邑绅

士重建”。（《兴业县志》）。塔为青砖结构，门开八面，级七层，尖秀如锥，远望如天笔倒插，

因名石嶷文塔，是今玉林市仅存之古塔。

石嶷文塔

著名人物
庞大恩(1900－1937) 字泽普。葵阳乡新荣村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25 年在日本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回国，任党中央《红旗报》编辑。后参加长征，任中共川陕省委秘

书长、红军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1937 年春，在甘肃祁连山区的张掖附近战斗中牺

牲。

扬第�(1901－1936) 号冠禽。州背人。1925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 年任中共鬱林县

委书记，1932 年在广西省统计局负责省史料的汇集和编撰工作，重新组建南宁党组织一中共

邕宁县委，任县委书记，1936 年 10 月在南宁病故。

王懿仁(1903－1930) 号德莹。福绵镇下集村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

广州起义，战斗中负伤。1928 年回乡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鬱林县委书记、五属特委委员，

1930 年 11 月被捕牺牲。

彭懋桂(1905－1945) 葵阳乡铁联泉江村人。1929 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南



宁市委书记，1937 年春任广西省工委书记。1945 年参加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任支队长，同

年 3月在罗田战斗中牺牲。

张震球(1907－1974) 原名张仁俊。樟木乡罗坑村人。1924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

鬱林县委委员、中共广西特委委员。后在红七军工作，并参加长征，历任团政委、旅政治部主

任、军政委。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劳动局副局长，劳动部人事教育司司

长，全国科协书记处书记。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1974 年 8 月 7 日在北京病逝。

唐敬中(1908－1940) 原名唐殿桓，又名唐任。葵阳乡榜山村人。1927 年考入上海劳动大

学，在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春任中共兴业县地下党负责人，后赴重庆、岑溪、香

港、南宁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938 年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1939 年任中共邕宁中心县委委员。

覃�礼(1912－1945) 城隍镇莫村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 年任中共兴业县委书

记。1945 年任桂东南兴业抗日武装起义司令部副司令兼兴业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同年 3月，

在罗田战斗中被捕，壮烈牺牲。

李云蒿(1916－1945) 又名李新毅。玉林镇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合浦、兴

业从事革命工作。1944 年当选中共兴业县委委员。1945 年任桂东南兴业抗日武装起义司令员，

同年 3月，在罗田战斗中被捕，壮烈牺牲。

张熙和(1917－1945) 别名黄超森。玉林镇人。1938 年秋参加学生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 年任中共兴业县地下党负责人，中共兴业县委委员。1945 年任桂东南兴业抗日武装起义

司令部政治委员，同年 3月，在罗田战斗中被捕，壮烈牺牲。

黄辛波(1920－1949) 原名黄烈炼。南江乡岭塘村人。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桂

东南抗日武装起义，后任粤桂边纵人民解放军团长、中共穆林特支书记。1949 年 3 月在鬱林

城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同年 5月牺牲。

覃震声(1888－1945) 原名覃家荣。城隍镇龙潭村人。广西法政专门学堂毕业，曾任广西

天峨县县长、广东陆军第二军军长林虎的秘书、广西财政厅专员、兴业县参议会副议长等职。

1939 年春，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45 年任兴业县抗日武装起义司令部顾

问，同年 3月，在罗田战斗中被捕，壮烈牺牲。

何以尚(?－?) 号静吾，字仁甫。今石南镇东山村人。明嘉靖年间，乡试中举，授江西建

昌县儒学教谕，后入京为户部司务。曾因上疏请求释放海瑞，被廷杖入狱。出狱后升任光禄寺

丞、户部主事，晋升南京太仆寺卿，后病逝于乡。著作有《忠孝经》、《随蒙诗训》等。

陶 成(?－1450) 玉林人。明永乐中举于乡，任交趾凤山典史尚书，后擢升浙江兵备佥事。

时倭寇屡犯沿海，成募兵勇八千人，沿海岸守御，并密布钉板于砂中，倭寇舣舟跃岸时，被钉

洞穿足背，成率伏兵出击，尽歼犯境倭寇，以功陛按察司副使。后战殁。

陶 鲁(?－?) 字自强。玉林人。陶成子，荫授广东新会县丞，迁知县，以征大藤峡有功，

后升兵备佥事。开府梧州，任广东兵备副使、湖广左布政使兼广东按察司副使。治兵两广，人

称三广公。历官四十六年，身经七十五战，开置三省十七县，建修九学，以振兴文教。今玉林

三山尚存陶鲁衣冠冢。



黎仲丹(1887－1950) 原名黎凤墀。石南镇泉村人。曾任广东新会县县长、汕头筹饷局局

长，1922 年李宗仁进驻六万山时，黎以枪枝、粮饷资助，后历任宾阳县长、龙州边防对讯督

办、兴业县参议会议长等职。1950 年被镇压。

陈锡珖(1890－1961) 字著英。仁东乡鹏垌村人。历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委员、六万垦殖

区区长、第九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抗战时期任军政督导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国民政府参政员、

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 年 10 月去香港，1961 年在香港病故。

罗广福(1901－1950) 字心田。名山乡寒山村人。曾任广西省立第二高中等校校长，后出

任北流县县长、广西省政府秘书、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委员和代理书记长、宜山区专员兼保安司

令。1949 年春，策划成立“鬱林县反共保民委员会”，企图武力抗拒人民解放军。1950 年被镇

压。

重要事件
鬱林群众参加金田起义 清道光三十年（1850 年）秋，拜上帝会首领赖九、黄文金等，响

应洪秀全发出的团营令，率领陆川、博白拜上帝会众数千人，在鬱林水车江进行传教活动，附

近村民纷纷加入拜上帝会，会党头扎红布，手擎红旗，大败鬱林练勇于蛤母垌。后经龙安、蒲

塘至大洋，夺取下湾船只往桂平紫荆山，参加金田起义。

拜上帝会围攻鬱林城 清咸丰元年(1851 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晚，广东高州拜上帝会凌十八

率会众四千余人，围攻鬱林州城。清政府急调附近各县清兵团练救援，起义军于四月初五日撤

回信宜。

戊戌农民起义围攻鬱林城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岁次戊戌，天地会首领李立廷于

农历五月初四日起义，贵县、桂平会党纷纷响应，打下陆川、北流、容县、兴业县城，随即围

攻鬱林州城，激战十几个昼夜，清廷急调清兵及北海“洋枪队”镇压，起义失败。

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 1926 年 10 月，鬱林、兴业县各乡村农民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农

民自卫军等组织，撑起犁头旗，背着土枪大刀、犁耙农具，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

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斗争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声势浩大。1927 年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

1929 年桂军围攻鬱林城 1929 年军阀割据，粤军陈济棠遵照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命令，

进军广西，桂军师长吕焕炎公开宣布反李（宗仁）拥蒋，投靠陈济棠，在鬱林就任广西省政府

主席。桂系挥戈南下，攻打吕焕炎，围困鬱林城（1930 年 1 月 21 日至 2月 13 日），粤军派三

个师援救，桂军溃退贵县，鬱林城解围。

兴业抗日武装起义 1945 年 3 月 2 日，在中共桂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直接领导下，爆发了

兴业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兴业县抗日民主政府”，国民党鬱林桂东行署派军队“围剿”，起

义部队退守榜山，转战六垠，3 月 16 日在双凤、罗田一带山区遭受夹击，牺牲惨重，起义失

败。

土匪暴乱 1950 年 2 月，国民党残余武装和本地封建势力勾结，组织了十一股土匪进行暴

动，攻下十个乡人民政府，另有五个乡人民政府被迫撤出。我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武装英勇进剿，



历时九个月，将股匪歼灭。此次土匪暴乱，杀害革命干部 224 人，群众 430 人，烧毁民房 455

间，劫走大批国家和私人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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