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 城 县

恭城县地处都庞岭南麓，纵贯全境的茶江，历史上曾为中原进入两粤的重要航道。境内山多坡陡，

盛产杉木，水能资源丰富，全县人均有电 206 度。矿藏有著名的锡、钨、铌、钽、铅、锌等；恭城月

柿、香菇、荔浦芋、厘竹等特产，驰名中外。沙田柚，新会橙品质好，产量多，为国家水果生产基地

之一。仿曲阜建筑的孔庙、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置面积 恭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隅。东北与湖南省江永县毗邻，东与富川瑶族自治

县、钟山县接壤，南界平乐，西邻阳朔，西北连灵川，北接灌阳。东西最大横距 56 公里，南

北最大纵距 75 公里。总面积 2,149 平方公里，合 3,223,500 亩。陆地面积 3,178,905 亩，占

总面积的 98.62%，其中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 79.24%，水域 44,625 亩，占 1.38%。为“八山一

水一分田”的山区县。县治恭城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公路里程 466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为富川县地。三国至隋初为平乐县地。隋义宁二年(618 年)，

肖铣称梁帝，于其地置茶城县，是为建县之始。唐武德四年（621 年）平肖铣，更名恭城县。

自此，隶属州府虽屡有更改，但恭城之名相沿不变。1949 年 12 月 11 日解放。

行政区划 现辖：恭城、栗木 2镇，城厢、嘉会、平安 3乡，莲花、三江、西岭、观音 4

瑶族乡。8个居民委员会，117 个村民委员会，1,379 个自然村。县治恭城镇，3,339 户，16,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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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43 33530 36451 47133 69.89 40.57 29.31

总 人 口 138303 151432 158846 237685 71.86 56.96 49.63

性别 男 84208 84851 125181 48.66 47.53

构成 女 67224 73995 112504 76.36 55.69

地区

构成

城 镇 20655 18332 18933 29482 42.74 60.82 55.72

农 村 117648 133100 139913 208203 76.97 56.43 48.81



1984 年全县人口 244,303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13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16.62‰。其

中：汉族 149,794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61.31%，瑶族 82,256 人，占 33.67%，壮族 12,169 人，

其余为苗、白、侗、仫佬、回、彝、满、毛难、黎、高山、畲民等族共 84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纵长横窄，地势北高南低，东西两侧隆起，向中、南部倾斜。险坡、急坡和

陡坡（25°以上）约占全县面积 45%，斜坡(16°－25°)约占 38%，余为 15°以下的缓、平坡。

平均海拔 500-1,000 米，东、西、北部多山地，中、南部多为小平原和丘陵；并散布有石山峰

林。

山 脉 都庞岭余脉分三支从县境东北伸入。一支从北面灌阳县入境，沿栗木镇苔塘村经

嘉会乡的西南村，至西岭乡的德良村，长约 56 公里，主峰金竹园顶，海拔 1,466 米；一支蜿

蜒于东部，从观音乡的水滨村经嘉会乡龙虎村，沿平安乡大岭、大江村、至三江乡的洗脚岭和

莲花乡的黄泥岗大祖止，长约 78 公里，又称花山山脉，主峰银锭山，又名兼山，海拔 1,885

米，为县内第一高峰，是恭城河主要发源地；一支自湖南省江永县而来，经三江乡大地、黄坪、

三江等村，名棋盘界，长约 66 公里，主峰古木源，海拔 1,857 米。西北部西岭乡的岛坪、营

盘、东面、椅子等村的深山群岭，为海洋山余脉，主峰桥顶山，海拔 1,593 米。全县有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山峰 31 座。

河 流 境内河溪众多，长度 14 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13 条，总长 420 公里，呈枝形分布，

汇入恭城河，属珠江水系。主要河流恭城河，旧称荼江，全长 170 公里，在县内长 84 公里，

自北面南，纵贯中部，出平乐汇入桂江。其交流有：栗木河（旧称平川江）、西岭河、苦竹河、

势江河、莲花河、北洞源河等。上述河流两岸大部为河谷小平原，海拔在 140－250 米之间，

土层较深，土质较好，为农业发达地区。各支流源于高山、水能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为 106,825

千瓦，可供开发的有 66,240 千瓦，已开发 20,789 千瓦。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短夏长，冬有轻寒，夏有奇热，年平均温度 19.7℃，7

月平均气温 28.6℃，元月平均气温 9.2℃，极端最低气温-3.1℃，极端最高气温 40℃。年平

均日照 1,645.7 小时。年平均降雨量 1,439.3 毫米，平均降雨日 162 天。全年无霜期平均 321.8

天。年平均蒸发量 1,757.6 毫米。主要气象灾害：春季有倒春寒；夏秋有暴雨洪涝，在 1957-1979

年的 23 年中，出现暴雨 94 次，其中大暴雨 6次，特大暴雨一次；秋季有秋旱和寒露风；冬季

有冰冻。

土 壤 有水稻土、红壤、黄壤、紫色土、石灰岩土、红色石灰土等 7个土类，下分 25 个

亚类，64 个土属，151 个主种。按利用状况，归纳为水田土壤、旱地土壤、自然（即荒山林地

土壤）土壤三大部份。

水田土壤：分布于海拔 400 米以下的小河谷平原、台地、丘陵。全县有水稻土 19.2 万亩，

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5.9%。按土壤质地划分：沙土占 2.29%，沙壤土占 12.98%，壤土占 74.1%，

粘壤土占 8.79%，粘土占 1.84%。水耕熟化较长，土层较深，结构好，水、肥、气、热较协调，

水稻产量较高。但由于排灌不良，有害矿质水污染，施肥不当（石灰过量），近年来出现了缺



磷钾的现象。

旱地土壤：旱地 10.3 万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3.2%。主要是壤土和沙壤。适合甘蔗、

柑桔、花生、芝麻、烟叶生长。

自然土壤：222.1 万亩，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69.8%。有黄壤、红壤、石灰土、紫色土等 4

个土类。分布在海拔 500－1,500 米的山区，土层深厚，肥力较好，养分含量是钾高、氮低，

有机质中等偏上，略缺磷。适宜各种林木生长。现尚有宜林宜牧荒山荒地 77.3 万亩，有待开

发利用。

资 源 植物：主要用材林有杉、松、杂木等。野生果树有杨梅、山楂、米椎、橡子、酒

饼果。竹类有毛竹、黄竹、撑篙竹、厘竹等。藤类有龙须草，臼藤、红藤、龙骨藤。芳香原料

有灵香草、山苍子、挂花。花卉有五针松、各种兰花、山茶花。野生药材有各种吊兰、桔梗、

黄精、金银花、首乌等。动物；野生的武当虎、苏门羚、麝、毛冠鹿、青猴，果子狸、黄腹角

雉、锦鸡、寒鸡、鲵，均为稀有珍贵动物。经济昆虫有蜜蜂、桑蚕、紫蛟等。矿藏：有锡、钨、

铌、钽，以及锰、钛、铅锌，水晶石、大理石、氟石、石灰石等，特别是铅锌藏量达 300 多万

吨，急待开发。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 11,387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3.13 倍，比 1978 年增

长 51.9%，比 1982 年增长 6.6%。1978 年以来年递增率为 8.72%。人均产值 1983 年为 486 元，

比 1949 年增长 1.44 倍，比 1978 年增长 40.86%。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2 年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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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

增长%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2428.3

1595.7

464.2

364.9

3.5

100

65.7

19.1

15.0

0.2

5364

3167

521

903

760

13

100

59.04

9.71

16.83

14.17

0.24

7970

4279

715

1087

1865

24

100

53.69

8.97

13.64

23.40

0.30

8548

4551

655

1368

1949

25

100

53.24

7.66

16.00

22.80

0.30

252.01

185.20

194.70

434.12

614.29

59.36

43.70

25.72

51.49

156.45

92.31

7.25

6.36

-8.39

25.85

4.50

4.17

9.76

7.52

4.68

8.66

20.73

13.97

农 业 全县总耕地面积 296,643 亩，其中水田 192,032 亩，旱地 104,811 亩。全县农业

人口 215,142（劳动力 95,886 人）人，人均耕地 1.38 亩，其中水田 0.89 亩。

1983 年，全县有各种农业机械 2,112 台，24,786 马力，比 1970 年的 240 台，2,083 马力，

分别增加 7.8 倍和 10.8 倍。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8.3 马力，其中耕作机械即各种

拖拉机 704 台，11,578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3.9 马力。

粮食以种水稻为主，解放前一般是单季稻，产量很低，粮食不能自给。解放后普遍推行双



季稻，大力兴修水利，推广优良品种，产量逐年增加。1980 年以来，开始自给有余。在提高

单位面积产量后，少数水田轮作甘蔗、荔浦芋等作物。1983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 22,342 万斤，

比 1982 年增 3,542 万斤；油料总产 28,422 担，比 1982 年增 3,534 担。1982 年粮食收购 4,405

万斤，相当于 1978 年的 1.5 倍。油脂收购 1,251 担。糖蔗，糖厂收购 688,000 担，土糖榨蔗

300,340 担。荔浦芋总产 22,000 担。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五年间，粮食递增率

为 6.6%，油料递增率为 1.6%，甘蔗递增率为 13%，荔浦芋递增率为 6%。

解放前，恭城县的农业以经济作物为主，尤以干鲜果品、干鲜菜、黄片糖、花生、黄豆、

烟叶、桐油、茶油、花生油、木材等闻名。六十年代后，历史上形成的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变

化，传统产品下降。近年来，调整了农业生产结构，以粮、猪、果、蔗、林为主，促进各行各

业兴旺发达，数年间，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如甘蔗产量，1978 年以前徘徊在 60－70 万担

之间，1984 年增产到 98 万担；荔浦芋从 2.2 万担，增产到 4.4 万担；红瓜子从 0.8 万担增产

到 1.2 万担，柑桔从 6万担增产到 13 万担；生猪出栏从 4万头增产到 6万多头。

林 业 海拔 130 米以上的山地面积 222.23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 68.94%。现有用材林面

积 176.2 万亩，占山地面积 70%。立木蓄积量 467.43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47.2%。主产杉

木，次为松、檫、樟、栗、栎，少许楠、檀、梓、椆等木。自五十年代以来，每年上调木材 4

万多立方米。人工栽培的经济林 18.08 万亩。有柿、沙田柚、柑、橙、油桐、油茶、板栗、漆

树、棕、桑、鸟桕及各种竹类。近年来还引种了高产茶叶。县办有河口采育场、马林源林场，

经营面积为 119,497 亩。自治区设有西岭岗珍贵稀有野生动物保护区，面积 13 万亩；银锭山

水源林保护区，面积为 18.3 万亩；东、椅、云、岛水源林保护区，面积为 61 万亩，保护漓江、

桂江水源。

牧 业 大牲畜主要是牛，用作劳役。瑶乡山区，有小黄牛，俗称小火牛，不能役用，专

作菜牛。1983 年底有牛 30,534 头。主要家畜是猪，1983 年全县总饲养量 168,258 头，年底存

栏 87,850 头，出栏肥猪 64,903 头。有良种场 1个，养鸡场 2个。兽医站 10 个，村村有兽医。

宜牧荒山尚有 16 万多亩。1983 年牧业产值 1,368 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16%，比上年增产 281

万元，1978 年以来，年递增率为 8.66%。

副 业 历来有养蚕、竹木器加工、编织、酿酒、制作豆腐、米粉等。近年来出现了从事

建筑、修路、采矿、采割松脂、厘竹加工、野生药材采集等。涌现出一批重点户和专业户。

渔 业 全县可养殖水面 12,760 亩，其中河道水面 3,148 亩，池塘 1,200 亩，山塘水库

8,412 亩。由于恭城河下游有平乐、虎豹等高水头拦河坝层层阻隔，影响季鱼往来，河道鱼业

产量逐渐下降。1983 年成鱼产量 4,127 担，以水域面积计，平均亩产不足 0.4 担。现县办有

鱼种站 1个，人工繁殖鱼苗，以草鱼、鲢鱼、鲤鱼苗为主，年产鱼花 800-1,000 万尾；还引进

了尼罗罗非鱼、埃及塘角鱼。

土特产品 恭城月柿：扬名国内外。除三江、观音两山区外，各乡皆有生产。生柿果浸泡

去涩后可生食，脆甜爽口。去皮加工成柿饼，晶亮透明，表面有柿霜，有止咳润喉之功。畅销

广东及东南亚等地，年产 1万担左右。



沙田柚：遍布全县。果小皮薄，呈钟鼎形，底部有凹，显金钱印，顶部亦有印，颈部沟痕

清晰。肉质甜、脆、清香，远销国外。一般年产 200 万个，1981－1984 年，共收购 4,700,200

个，年均 1,175,500 个。

乐湾新会橙；自广东新会引进，现全县种植 25,000 多亩，列为国家柑桔水果县之一。1984

年，柑桔产量 13.4 万担，其中乐湾新会橙达 8万多担。

荔浦芋：由荔浦县引进种植，产地遍布平原各乡村。芋头略呈锥形，剖面现槟榔花纹，为

制作扣肉的佐料，年产 44,000 多担，为本县重要出口商品之一。中央对外经济贸易部于 1983

年颁发给恭城县荔浦芋出口荣誉证书。

荔 浦 芋

红瓜子：为本县出口商品之一。共特征是粒大、鲜红、壳薄、肉厚、易于剥脱。年产量

1.2 万担左右。

香菇：年产干菇 10 万斤左右。有野生及人工栽培两种。立冬前出花菇，菇形如伞，肉厚

卷边，菇面有不规则白花裂痕，是为上品。立冬后为冬菇，菇面无白花裂痕，是为中品。散边、

菇面薄，淡黄色者，一般谓香菇，亦称香信，是为下品。恭城香菇，大多野生于瑶乡深山崖谷

枯木之上，香味特浓，含酮量大，营养较高，为调味佳品。被中央对外经济贸易部定为香菇出

口基地县之一。

黄笋干：主产地为西南、德良两瑶村。每年立秋前后出笋，经制作后，金黄透明，干爽柔

软。切片切丝，佐以肉食，或焖或炒，均脆口清香解腻。年产 15 万斤，远销日本、加拿大及

东南亚各国。

恭城片糖：又名恭城黄糖。久负盛名，历史上最高年产量达 15 万担。特点是两面色泽金

黄，中间沙松，香甜味浓，富于营养。1983 年产量 9,039 担，1984 年上升到 14,799 担。

秧村桔梗：中药材，野生，因产于嘉会乡秧家村附近群山而得名。个头肥大，肉质白净细

嫩。能止咳祛痰，疗效很高，驰名中外，曾远销港澳及东南亚。年产量 4万多厅。近年来由于

生态失调，产量有所下降。

厘竹：俗称勉竹，产于县内瑶乡，瑶语“勉”即汉语“瑶”之意，故名。竹节荫平稀少，

空心径小，材质厚，头尾匀整，不弯曲，耐用。清代即远销国外，用于庭院花架或围园，缀景

雅观。为保护资源，年限加工出口 900 吨左右。



桐油：六十年代以来，油桐种植下降。现有桐林 20 万亩（与杉林间种）左右，年产桐籽

约 6,000 担，榨油 12 万多斤。

松脂：除恭城镇外，各乡均产。加工后即是松香，可提炼出松节油等多种化工原料及产品。

历史上曾年产 4至 6万担左右。近年来，为了保护森林，加以区域性控制，推迟采脂，提前止

割，年收购量按合同在两万担左右。

水 利 解放前，仅有势江水利 1处，灌溉面积 33,800 亩，后由于管理不善，拦河坝崩塌，

渠道淤积。1950－1951 年，始修复并扩大灌溉面积。现有蓄水工程 93 处，其中中型水库 2处，

总库容量 16,901 万立方米，目前有效库容量 8,920.6 万立方米；峻山、蓝洞两水库目前灌排

面积为 132,400 亩，现正继续扩建，完工后，仅峻山水库就可灌排 26 万亩。还有引水工程 385

处，正常引水量 17.5 立方米/秒，可灌排 130,600 亩。提水工程有电灌站 18 处，水轮泵站 81

处，柴油机抽水站 69 处，灌溉面积 12,900 亩。现旱地、水田基本可以流灌作业。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2 年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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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330 2132

1178

954

100

55.25

44.75

2717

1658

1059

100

61.02

38.98

2839

1705

1134

1OO

60.05

39.95

760.30 33.16

44.74

18.87

4.49

2.83

7.08

5.90

7.68

3.52

注：不包括栗木锡矿产值

解放前，只有纺织、染布、打铁、五金修理、缝纫、编织、印刷等轻工行业，且都是家庭

手工作坊。现在略具规模的国营企业有：糖厂、农机厂、水泥厂、氮肥厂（现改水果罐头厂）、

饴糖厂、厘竹厂、铅锌矿、锰矿、矿产品公司、锡钨矿等 10 个。1983 年底，有职工 1,435 人，

产值 2,033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71.61%。其中最大的是恭城糖厂，有职工 606 人，日榨

甘蔗 500 吨，年产值 510.99 万元。矿藏开采除栗木锡矿（中央直属企业）开采锡、钨、铌、

钽外，尚有各乡零星开采锡、钨、铅、锌、锰、钾石、氟石、砒石等，因无设备加工，只是原

料输出。集体企业：1983 年底有职工 427 人，产值 392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3.81%。

其中最大的是恭城糖果食品厂，职工 108 人，产值 220.5 万元，占集体企业产值 56.24%。乡

镇企业：1983 年共有 118 个，从业人员 2,527 人。主要有采矿、建筑、加工业等。工业产值

414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4.58%；占乡镇企业总收入 524.49 万元的 78.9%。

电 力：1983 年全县小水电站 114 处，总发电量 5,042 万度，装机容量 20,789 千瓦，其

中最大的蓝洞电站，装机 3×3,200 千瓦；峻山电站，装机 1×1,600 千瓦及 2×3,200 千瓦。

县内工业用电有余，尚可供平乐县及栗木锡矿工业用电。由于县财政困难，线路设备欠缺，尽

管人均有电 206 度，但仍不能实现以电代柴，每年民间还要烧柴 18.6 万立方米，对保护森林

不利。



交 通 解放前，只有从平乐二塘至栗本锡矿的公路 1 条，全程 72 公里。1983 年，全县

有公路 13 条，总长 290.3 公里，其中柏油路 34 公里。主要干线有：(1)全二线（从全州至平

乐二塘），途经本县栗木、嘉会等 7个乡镇，境内里程 67 公里。(2)恭龙线（从恭城至龙虎关），

长 36 公里；再由龙虎关北向 50 公里可抵湖南江永县城。(3)恭沙线（恭城至平乐沙子），全线

20 公里。此外，由恭城至柳州、桂林、荔浦、平乐、贺县八步、全州、灌阳等地，全县 9 个

乡镇、矿山、水库及 80%的行政村都通班车、货车。1983 年，客运量 993,000 人次，货运量

4,780,165 吨公里。水上运输主要靠恭城河，解放前上游可通湖南，下游可通桂林、梧州、广

州，秦汉以来是中原进入两粤的交通要道。五十年代时，境内有木帆船 270 艘，航行于湘、桂、

粤之间，客货运输均旺。六十年代后，由于在龙虎关及平乐虎豹等处拦河建坝，始不通航。但

在龙虎关至平乐虎豹之间，以及县内的几条交流，仍有小艇、竹筏、木筏往来。澄江源河则由

于在峻山口拦江建坝，水位升高，反而能通行机动帆船，运输生产、生活资料及农副产品、铅

锌矿砂等。

邮 电 现有邮电局 1所、支局 3所、邮电所 5处。邮路总长 1,085 公里。农村电话线路

246.18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2 条，共安装电话单机 650 部。

商 业 1983 年，有商业网点 736 个，从业人员 1,307 人，其中国营网点 25 个，从业人

员 199 人。集体网点 137 个，从业人员 461 人；个体有证商业网点 479 个，从业人员 546 人。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4,779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80%；集市贸易额 987 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

额 1,745 万元。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151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9 倍。

财政金融 1983 年县财政收入 821.3 万元，财政支出 770 万元。全县城乡储蓄额 917 万元，

比 1978 年增长 15.5 倍。1983 年农业贷款发放 316 万元，信用贷款 554 万元，农村工商业贷

款 4,062 万元，比 1982 年分别增长 30.75%，33.9%，5%。

人民生活 1983 年，人均有粮 1,038 斤，比 1978 年增加 217 斤，农民平均收入 269.79 元，

比 1978 年增长 2.9 倍，比 1982 年增长 16%。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 782 元（含奖金

和补贴），比 1978 年的 508 元增长 53.9%。农村中已出现一些万元户和收入几万元的采矿户。

1983 年全县共销售自行车 10,910 辆，比 1978 年多销 7,769 辆；手表销出 8,870 块，比 1978

年多销 7,253 块；电视机销出 385 台，比历年销售总和 149 台还多 236 台；电冰箱 24 台，洗

衣机 29 台，都比 1978 年有所增长。

文 化
教 育 解放前仅有初中 1 所，学生 129 人；小学 76 所，学生 6,576 人。到 1984 年，全

县普通高中 3所，学生 1,283 人；厂矿办高中 1所，学生 250 人，农业高中 1所，学生 91 人；

普通初中 18 所，学生 5,439 人；厂矿办初中 1所，学生 463 人；农业初中 4所，学生 444 人。

中学教职员工 619 人。公办小学 114 所，学生 28,097 人，单位自办小学 2 所，学生 766 人。

小学教职员工 1,566 人。幼儿园 12 所，入园幼儿 1,572 人，保育员 19 人。教职员工中，小学

教师 1,424 人，其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 111 人；中学教师 453 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 205

人。从 1977 年到 1984 年，各届高中毕业生 7,376 人，升入大学专科 479 人，中专 739 人。



科 技 1984 年有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技术中心推广站、畜牧兽医站、经济作物站、农

作物病虫害测报站、土壤肥料站等 6个县辖科技单位，8个乡镇均有农业技术推广站及集体办

的畜牧兽医站。全县巳建立有科普协会，农学会、林学会、气象学会、医学会、畜牧兽医学会、

水电学会，共有会员 644 人。1 982 年与桂林地区其他单位合作的甘蔗良种赣蔗一号、八号推

广试验，获自治区 1983 年度优秀科技成果四等奖。至 1984 年已评定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有：

技术员 115 人，技师 1人，助理工程师 54 人，助理农艺师 28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3 人，助

理统计师 1人，助理会计师 3人，助理经济师 1人，工程师 6人，农艺师 3人，统计师 1人。

文化艺术 1984 年，有县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11 个。莲花瑶族乡的文化中心，1981

和 1982 年，均荣获自治区的奖励。县图书馆 1 所，藏书 51,645 册。县新华书店 1984 年设有

发行点 26 个，发行图书 716,680 册。县办文艺队 1个，有业余剧团 10 个。县城电影院 1座，

集镇电影院 4座，工矿电影院 1座，乡镇电影管理站 7个，工矿电影队 6个，农村民办电影队

38 个，共计 57 个放映单位。壮族小画童王亚妮，1979 年 3 岁时开始作画，到 1984 年作画共

九千余幅，曾在北京、上海、广州、常州等地举行画展，在新加坡的亚洲儿童画比赛中获三等

奖，1984 年出版画册，向国外发行。1984 年全县有广播站 1个，乡镇转播站 8个。电视差转

台 7个。

卫 生 1949 年县城有卫生院 1 所，病床 12 张，医务人员 3 人。恭城镇、栗木、莲花等

圩镇有私人开设的诊所和中药店，广大乡村仅有少数中医。到 1984 年，有县人民医院、妇幼

保健站、防疫站等 3个县辖医疗单位，县城有集体办的中医院 1所，各乡镇有卫生院 8所，联

合诊所 9 个，村办或联户办的农村医疗点 241 个，学校、厂矿医疗室 14 个。全县有病床 248

张。医务人员公办 472 人，联合诊所 46 人；农村医疗点 394 人，厂校医 21 人，接生员 437

人，合计 1,370 人。其中有主治医师 5 人，医师 96 人，医士 95 人，药剂师 2 人，药剂士 19

人，检验师 4人，检验士 8 人，护理师 4人，护士 130 人，助产士 21 人，受过训练的农村医

疗点卫生人员 392 人，接生员 437 人。1984 年，全县育龄妇女 52,431 人，应采取节育措施的

30,712 入，已实行计划生育的 21,857 人，节育率 71.17%，有 1210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1984 年，全县有体育裁判、教练等工作人员 28 人，其中有一级田径裁判员 1人，

二级田径裁判员 7人，二级足球裁判员 2人；教练员有二级田径教练员 1人，三级田径教练员

1人，三级足球教练员 1 人。被评为 1984 年桂林地区优秀教练员的有 3人。1976－1984 年向

自治区体工队输送运动员 5 名，向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学员 5 名。1978 年达到国家体育锻炼

标准人数为 3,170 人，1984 年增加到 5,800 人。全县有各类体育场地 246 个。莲花瑶族乡在

1981－1984 年，连续 4 年被评为自治区农村体育先进乡。传统体育项目，有舞龙、舞狮，抢

花炮等。

特殊风俗 婚丧：瑶族中招郎入赘较为普遍。老人去世，多唱挽歌－梅山歌（传说瑶族来

自梅山）。

饮食：俗谚谓：“恭城土俗，油茶泡粥”。油茶制法讲究，丰俭由人。其制法：先将茶叶、

生姜捣碎备用，然后将一特制的铁锅烧热，放入数十粒白米，炒黄后，再将茶叶、生姜入锅，



一并搓烂，放油稍炒，即加热水煮沸，放盐，滤出茶叶渣，浓汁即油茶。边煮边喝，佐以炒米、

玉米、炸花生、黄豆、米粉、糍粑等，是谓“打油茶’，县内群众普遍喜爱喝油茶，家家户户

每日必备，早餐必嚼，来客一进门，桌子一摆，油茶就端上手。

节日：瑶区月月有节日，较隆重的是农历六月十六至二十三日，各村各寨游行挞鼓。鼓队

由 1对纺锤形、长约 3尺的大腰鼓，配以小腰鼓 6对，笙 4对，锣一个，钹 3对组成，游行队

伍边敲边打边吹，随着节拍载歌载舞，十分欢乐。农历十月间的盘王节，亦举行此项娱乐活动，

而歌调舞步不同。人们唱起“还愿歌”、“姑娘愿歌”、“将军愿歌’等，“还愿歌”为纪念盘王

之死的哀调；“姑娘愿歌”唱姑娘远嫁、离别父母的悲伤；“将军愿歌”则为盘王出征、打猎临

行前的祝歌，欢乐雄壮，音调高昂。在莲花瑶族乡，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必举行山歌会，参加

歌会的有上万人，来自县内外，届时从日到夜，歌声不断。赶瑶圩，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六月

二十三、十二月二十八，西岭瑶族乡的八岩，双溪寨，均是瑶圩日。是日，瑶族男女老幼，纷

纷背上农副土特产品，如竹木农具、棕皮、木耳、香菇，兽皮等，前往圩场摆卖，换回盐、糖，

日用物品等。交易中双方可以物易物，讲究信义和友好。

文物胜迹
恭城孔庙（文庙） 在恭城镇西山南麓，是广西现存最完整的孔庙。明永乐八年(1410 年)，

初建于恭城镇东，清嘉庆五年（1800 年）迁今址。仿山东曲阜孔庙式样修建，占地面积 3,600

平方米。有棂星门、泮池、状元桥、碑亭、大成门、乡贤祠、名宦祠、大成殿、崇圣祠等建筑。

倚山面南、顺山势逐层而上，林茂山青，与碧瓦红墙飞檐相互辉映，布局严谨，气势恢宏。现

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恭 城 孔 庙

周渭祠门楼 在恭城镇太和街。祠为纪念宋监察侍御史恭城人周渭而建。门楼为其主体建

筑之一，建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 年），建筑面积 176.4 平方米。高二层，木结构，碧瓦红柱，

飞檐高翘，屋脊有陶瓷的双鳌戏珠及采绘花卉。第二层檐间，坚木作榫，互相串连吻合，状似

蜂巢，颇具特色，群众称之为蜜蜂楼。现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庙及湖南会馆戏台 此二处戏台为恭城县原有 22 座古戏台之仅存者。分别位于恭城孔

庙南侧及太和街，均建于清代。重檐碧瓦，画梁雕栋，顶部上尖下圆，形似复钟。湖南会馆戏

台台底浅埋大缸 36 个，传声甚佳。现均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莲花及巨塘古墓群 分别位于县南部之莲花瑶族乡及平安乡之巨塘村。均为自治区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为晋、南北朝墓葬，1964 年、1970 年、1972 年曾出土陶俑、坛及兵器等墓葬品。

金堆桥青铜器遗址 位于嘉会乡秧家街南 300 米茶江河畔之金堆桥。1971 年 2 月，出土战

国时代青铜器一批，有鼎、锫、樽、编钟等 30 多件。质薄形巧，纹饰多样。据鉴定，形制与

湖北、湖南、安徽等地出土的战国青铜器相似。其中最大的一件为鼎，高 56 厘米，口径 63

厘米，口耳、腹脚皆饰蟠虺纹、三角纹，足为马蹄形，膝部饰兽面纹。曾送往北京展览。

恭城烈士陵园 为纪念平定恭城土匪暴乱牺牲的烈士而建。陵园位于恭城镇西山。中有烈

士塔、亭，塔上有张云逸、李天佑的题词。亭中镌有碑记。西山松柏常青，烈士塔巍然峙立于

山顶，可俯瞰全城。

著名人物
李春讯(1925－1949) 瑶族。土里洞村人。在平乐中学读书时接受马列主义。1944－1945

年间，曾在重庆新华日报社营业部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县，办青年文化补习班，传播革命

思想，进行革命活动。1949 年农历五月，在平乐同安蔗冲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年农历九

月二十六日，在平乐沙州惨遭杀害。

周 渭(922－999) 字得臣。路口村人。北宋时，上书朝廷陈述时务，为宋太祖重视，被

召应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白马主簿。历任右赞大夫、永清知县、直隶州知州、广南诸州转运

副使等职。曾奏请免去繁重税役，新定田赋，兴办学校，开发民智，“乡人德之”。

周毅夫(1886－1920) 西岭村人。留学日本，并在日加入同盟会。衰世凯称帝时，孙中山

组织讨衰，周在柳州奋起响应。曾任两广护国军第十三团团长。

彭祖锡(1907－1937) 庄埠村人。曾就读于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及上海复旦大学。民国

廿二年（1933 年），发明用蔗渣制造炸药。时广西省政府曾给予奖金。

钟祖培(1889－1951) 字植轩。对河村人。桂林广西陆军小学毕业。历任国民党军连、营、

旅、师、军长。1950 年 1 月 25 日组织土匪暴乱，自封“恭城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妄图颠覆

我人民政权，残酷杀害我干部与群众。1951 年 2 月 21 日伏法。

重要事件
瑶民的反明斗争 明洪武二年至十八年（1369—1385 年），势江源瑶目梁朝天，唐皇源瑶

目唐成用、平川源瑶目盘进朝、筲江源瑶目邓十三，福顺源瑶目蒋宗斌等，与湖广岳州府前卫

所百户巡军雷虎子结盟，起兵反明。率众破灌阳、全州、永州府、江华、永明、恭城等县城。

历时 174 年。后为明王朝所镇压。澄江源矿民起义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澄江源一带

（今西岭瑶族乡东椅、岛坪、营盘等村）开发铅锌矿，官吏乘机苛索，地方豪绅霸占窿口，奸

商囤物抬价，矿民难以维生。双溪寨瑶民贲嗣魁，乃率领各族矿民反抗，聚众千余人，杀死督



官、劣绅数人。明王朝请兵镇压，起义遂告失败。

伸家瑶黄天贵起义 清康熙三年(1664 年)，伸家瑶目黄天贵、黄公辅在松木寨（今三江瑶

族三寨村）联合富州县谷唐瑶目廖文胆，聚众数千，反抗清皇朝的民族压迫，波及富川、江华、

永明等县。知县张泰阶请得广西总督动用湘、粤、桂 3省 10 万兵力镇压，黄天贵兵败。

升平天国在恭城的活动 清咸丰四年（1854 年）五月，红巾军的朱洪英率众从湖南临武、

嘉禾、永明等地到恭城，与牛尾洞的起义军邓正高部在栗木汇合，于八月初四日攻占恭城县署。

义军先后转战桂北、湘南 16 县，兵力达三万多人。清王朝震动，速调大军围剿。起义军于北

乡碛头村（今栗木镇碛头村）整编后，离恭城北去。

恭城土匪暴乱 1950 年元月 25 日，恭城土豪、国民党军官钟祖培，纠集反动地主、惯匪

头目等大批匪徒，暴乱围攻和平、栗木，莲花、西岭、嘉会等乡。并裹胁无知群众约三千多人，

四面包围县城。时我人民解放军驻县仅 30 余人，和干部 40 余人，勇率革命群众与匪鏖战 5

昼夜直至我军增援部队赶到解围，卒全歼该匪。是役，我牺牲解放军指战员 81 名，县大队 11

人，工作队 54 人，农会干部和群众 26 人，县城被劫 59 家，损失 329 万元。

供稿：恭城县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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