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安瑶族自治县

都安瑶族自治县，素有“千山万㟖”之称，境内岩溶广布，是全国岩溶研究的重点地区。红水河

与刁江、澄江贯流其中。地下水资源丰富，长达 57 公里的地苏暗河，是广西最大的地下河。著名的大

化水电站和正在兴建的装机容量达 110 万千瓦的岩滩水电站也在本县与马山、巴马交界的红水河段上。

土特产有桐油、纱纸、南粉、书画纸等。矿藏有石棉、水晶等十四种。本县产的麻羊，是出口的热门

贷。

位置面积 都安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部偏西处，都阳山脉的东段。北倚河

池县，西界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北与东兰县接壤，东邻忻城县，东北与宜山县毗邻，西南接平

果县，东南隔红水河与马山县相望。县境东西最大横距为 108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94 公里。

总面积 61,468.5 平方公里，合 970.27 万亩。其中陆地 961.65 万亩，占全县面积 99.1%，水

域 8.62 万亩，占 0.89%。县治安阳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125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至三国属郁林郡地。南朝至隋属领方郡地。唐、宋属思恩羁

縻州地。元属田州路地。明代属思恩军民土府，洪熙元年（1425 年）思恩土府官岑瑛将辖地

分为十三堡，都安地域分属都阳、安定、兴隆三堡；嘉靖七年（1528 年），十三堡又划为九个

巡检司，都安地域分属都阳、安定、兴隆土巡检司。清袭明制，至光绪时始“改土归流”，由

流官弹压。民国初年，都安地域仍分属都阳司、安定司和兴隆司；民国五年（1916 年），都阳、

安定、兴隆土司辖地合并为屏山县，旋更名，取都阳、安定各一字，命名为都安县。1955 年 9

月，国务院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以原都安县为基础，将河池、宜山、忻城、平果、东兰、马山

等县部分地区划入，成立都安瑶族自治县，同年 12 月 15 日正式成立至今。

行政区划 现辖澄江、古山、地苏、东庙、高岭、五竹、大兴、下坳、隆福、保安、七百

㟖、板升、雅龙、大化、六也、都阳、百马、江南、板岭、永安、三只羊、龙湾、瞢盛、拉烈、

百旺、加贵、拉仁、九渡、福龙等 29 个乡和安阳镇。下设村（街）委员会 369 个，辖 12,373

个村（屯）。全县有大、小圩场 35 个。县治安阳镇，1984 年有 4,176 户，19,965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总户数 164,458 户，总人口为 856,863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

里 132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18.41‰。



据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有瑶族 179,351 人，占全县总人口 21.98%；壮族 596,853 人，

占全县总人口 73.15%；汉族 32,620 人，占 4%；苗族 2,987 人，占 0.37%；其它仫佬、毛难、

回、水、布依、朝鲜、满、侗、土家、蒙古、哈尼、羌等族共 4,0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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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57 115514 136447 158139 45.67 36.90 15.4

总 人 口 478676 520237 617072 815829 70.43 56.87 32.2

性别

构成

男 232568 253526 305056 413506 77.80 63.10 3555.1

女 246108 266711 312016 402323 63.47 50.84 2894.3

地区

构成

城 镇 14104 14976 14609 14910 5.71 -0.44 2.1

农 村 464572 505261 602463 800919 72.40 58.52 32.9

自然条件
地 形 本县地处云贵高原南缘，属红水河流域，是广西有名的“山地王国”。地势自西北

向东南倾斜。境内石山峰峦重迭，洼地密布，形成大小 20,686 个“㟖场”，构成一幅独特而壮

丽的岩溶山区地貌，光、热、水、土等诸因素差异较大。石山占全县总面积的 84.29%；土山、

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 8.67%。

山 脉 本县处于都阳山脉东麓。西北部的板升和七百㟖是全县最高的石山区，顶峰海拔

900-1,100 米。位于七百㟖乡的弄耳山，海拔高达 1,112.3 米，是全县的最高山峰。最低是东

南部的地苏、百旺一带，顶峰海拔为 400-600 米；土坡高度一般在 500-800 米之间。总的地形

坡降为千份之八。

河 流 本县的地表河集雨面积在 20 平方公里以上的共 18 条，主要有：红水河，发源于

云南沾益县马雄山，经东兰县进入本县西部后由北向南流，再转向东流，是排泄本县地表水和

地下水的总通道。集雨面积 13.1 万平方公里，经过本县流程 199.5 公里，平均流量 2,032 立

方米/秒。全年通航，水力资源丰富。刁江，发源于南丹县打锡，流经河池县转入本县北部，

由西北往东南流，纵贯本县东部，流经板岭、拉仁、拉烈、百旺四个乡，到百旺的精华村，汇

入红水河，经我县的流程 124 公里。集水面积 3,585 平方公里，平均流量 70.1 立方米/秒。水

能资源亦较丰富。澄江，发源于本县大兴乡九顿村，自北向南流，经大兴、高岭、澄江三个乡，

过县城到红渡村汇入红水河，全长 41 公里，集雨面积 1,170 平方公里，最大流量 720 立方米/

秒，最小流量 1.0 立方米/秒。有灌溉农田之利。

地下水：已探明的地下河系有 38 条，干、支流共 99 条。枯水期总流量 19.5 立方米/秒，

平水期为 60 立方米/秒。本县由于岩溶地层广布（占总面积的 90%以上），加之气候温暖多雨，

适应岩溶发育，致使落水洞、漏斗、洼地星罗棋布，地下岩溶管道纵横交错，构成了规模较大

的地下河系。以地苏地下河系为最大，其暗河总长达 57 公里，是广西最大的地下河，总流量



为黄河的六分之一，洪水期流量达 500 立方米/秒。

气 候 境内年平均气温 18.2℃-21.7℃。元月份最冷，月平均气温 10.2℃-12.5℃，极端

最低气温为-1.2℃，7月份最热，月平均气温 27.5℃-28.6℃，极端最高气温为 39.3℃。全年

无霜期长达353天。降雨量为1,248.9-1,883.1毫米。但分布不匀，夏季降雨量占全年的68.2%；

而冬季仅占 4.23%。平均雨日 168 天。气象灾害中以两旱（春、秋旱）、两寒（倒春寒、寒露

风）和夏涝为全县常发生的自然灾害性天气，尤以旱灾最为严重。从 1956 年到 1980 年，除

1964 年和 1973 年、1975 年以外，几乎年年干旱，其中有 11 个大旱年。1977 年晚秋作物受旱

面积竟达 34.96 万亩，导至减产 320 万斤。洪涝，一般开始在 5月底至 6月初，近年有提前的

趋势，1978 年受灾面积 11.26 万亩，粮食减产 3,789 万斤。大风，1954-1980 年这 27 年间出

现 102 次，平均每年 3,8 次。寒害一般六七年一次，如 1976 年春玉米受冷空气袭击后，烂种

死苗达 5-6 万亩。寒露风对晚稻的中、迟熟品种亦有很大影响。全县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395.5

小时，日均 3.8 小时，以 7-9 月光照条件最好，日均达 5.9 小时。全年太阳总辐射量为 93.92

千卡/平方厘米，其中生理辐射（即光合有效辐射）量 49.12 千卡/平方厘米，能满足各种作物

发育生长需要。

土 壤 全县耕作土壤共分为七个土类，46 个土属，112 个土种。其中旱作土壤有 6个类，

24 个土属，45 个土种。旱作主要是石灰岩山地土壤，其次是黄、红土壤以及河流冲积士。水

稻土有 1 个土类，67 个土种，6 个亚类，22 个土属，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地区、峰丛谷地和

丘陵地区的岭麓之间。自然土壤有 6个类，其中主要是石灰岩土，遍布于各地岩溶石山，土壤

含碳酸盐，质地粘重，呈中性反应，可种杉树、油桐、香椿、牛尾、樟鲜黄、苦楝等本地树种

和竹子，也宜牧草生长。

资 源 矿藏：已发现的有煤、锰、水晶、石棉等，石灰石尤为丰富。水力：境内除红水

河外，水力理论蕴藏量为 4.498 万千瓦，可开发量为 1.904 万千瓦。另外，全县可养殖水面占

水域的 12.3%，且诸河水质好，水温适宜，天然饵料丰富，有发展渔业的潜力。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14,140.45万元，比1978年的13,282万元增长6.46%，

比 1983 年的 13,339 万元，增长 6%。1978 年以来年递增 1.05%。人均产值 1984 年为 165.03

元，比 1949 年增长 6.6 倍，比 1978 年减少 1.69 元。

农 业 1984 年，全县有耕地 790,871 亩，农业人口 831,513 人（劳动力 367,776 人），

人均耕地为 0.95亩。其中水田面积 173,937 亩，旱地面积616,934 亩，有效灌溉面积为 130,111

亩。自五十年代以来，水利设施增加后，不少旱地变成了水田，并得以稳产。全县实行玉米－

水稻耕作制，有些地方则推行玉米－水稻－红薯耕作制。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4,038 台（包括中型拖拉机 120 台、手扶拖拉机 1,052

台、农民私人汽车 57 辆），58,330 马力，比 1967 年的 174 马力增加 334 倍。比 1978 年增加

2,840 台；比 1983 年增加 1,614 台，增加 2,550 马力。现有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7.3 马力，比 1967 年增加 364 倍。

粮、蔗、油：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六年间粮食年递增 2.2%，甘蔗年递增 13.1%，

油料年递增 0.1%。1984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 38,335.42 万斤，比 1983 年增 533.79 万斤，增

长 1.41%。油料总产 15,598 担，比 1982 年增 945 担；收购 4,292 担，增长 6.45%。收购糖蔗

32,273 吨，比 1982 年多购 7,576 吨。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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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1607

832

2

408

363

2

100

51.8

0.1

25.4

22.6

0.1

10941

7136

324

1943

1517

21

100

65.2

2.9

17.8

13.9

0.2

11419

7316

346

2737

959

61

100

64.1

3.0

24.0

8.4

0.5

12139

7517

407

3001

1178

36

100

61.9

3.4

24.7

9.7

0.3

655

804

20250

635

225

1700

10.95

5.34

25.6

54.5

-22.3

71.4

6.3

2.7

17.6

9.6

22.8

-41.0

1.75

0.87

3.87

7.51

-4.10

9.40

林 业 全县有海拔在 1,000 米以上的山地面积 876,200 亩，占总面积的 9.03%。到 1984

年，有林面积 683,909 亩，占山地面积的 7.4%。立木蓄积量 716,961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6.63%，

主要是松、杉、阔叶树等。人工栽种的经济林有油茶、油桐、板栗、黄檀、牛肋巴、柑、橙、

桃、李、梨、龙眼、荔枝、沙皮等。近年来，引进温州柑、化州橙、沙田柚、对年桐、乌桕、

八角等品种。有县办林场两个，经营面积 27,013 亩；乡、村办林场 31 个，经营面积 4,039

亩。

牧 业 牲畜主要是牛、马、羊、猪。1984 年底有牛 132,112 头，比 1983 年多 7,606 头，

增长 6.1%；马 3,556 匹；山羊 293,321 只，比 1983 年多 29,689 只，增长 11.3%。其中麻羊是

活羊出口的热门货，1983 年出口 8,686 只，金额达 317,206 元。1984 年末生猪存栏数 430,185

头，出栏数 201,300 头。1984 年饲养生猪 618,584 头。

副 业 主要是饲养猪、鸡、鸭、兔、蜂、蚕、鸽等。还有种植金银花、山葡萄、芭蕉、

桃、李等。近年来，农副产品加工、编织、竹木器加工、制砖瓦、造纸、建筑、运输、办小水

电、小水泥、经销、服务行业和捕捉山兽等都有发展。其中竹编工艺、瑶绣等产品，巳打入国

际市场，深受外商欢迎。

渔 业 1984 年全县可养殖水面 7,303.9 亩，已养殖 5,122.4 亩，占可养水面的 70.13%，

当年的水产品产量为 3,965 担。

土特产品 纱纸：以韧性大、质体洁白著称，年产量约 20,000 担。1983 年国家收购 1,667

担。在国际市场久负盛名，远销香港、日本东南亚各地。

南粉：主要产地在澄江、高岭两乡。用黑、白饭豆精制，长达两米，雪白透亮、耐煮，是



别具风味的酒筵佳品，年产约 1,000 担。

桐油：本县素有“桐乡”之称。全县桐果最高年产量为 12 万担。1983 年产桐油 2.1 万多

担，1984 年产桐油 4,019 担，收购桐油籽 13,878 担。都安桐油色泽金黄，油质名扬海外，早

在解放前就打入了国际市场。

宣纸（即书画纸）：是近年兴起的新产品，已销往北京荣宝斋等名店，深受书画界人士的

赞誉。1983 年生产 175 担，1984 年生产 170 担。

金银花：盛产于“千山百㟖”的漫野之中，近年来已有人工种植。1980 年，供销部门收

购 2,006 担，远销区内外。

龙眼：盛产于大化、地苏、高岭、大兴、澄江等乡，年产量约 2万担。其特色是个大、肉

厚、味甜，可吃鲜果，亦可制作桂圆果干和圆肉，能滋补益身。畅销国内外。1982 年商业部

门收购 7,973 担，供应外地，十分畅销。

蛤蚧：生长于县内山岩之中，1984 年药材公司收购 3,200 对。人们对蛤蚧的药用功能赞

称。“山上鹧鸪鸟，山中果子狸；水中鱿鱼贵，龙眼补血气。加上蛤蚧酒，包你壮身躯”。是良

好的滋补品。

瑶纷：民间传统工艺，制作精湛，色彩富丽，层次清晰。多以民间传说故事及龙、凤、狮、

花草为图案，其样式达 37 种之多，是瑶族人民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精美工艺品。瑶绣分为

硬绣、软绣两种。硬绣，具有独特的立体感，耐用不脱色。软绣，舒软好用，颜色鲜艳。1984

年以来，已由人工针绣转为机绣制作。近年远销南京、北京等地，供应旅游外商，外商特别喜

购人工针绣的工艺品。1984 年销出各类产品 15,399 件，产值 55,165 元。

竹编：有 500 多个品种，主要产地在地苏乡。其中有双龙、和平鸽等图样的儿童三角帽远

销日本；1984 年销售量达 2万顶，价值 2万多元，比 1983 年增加 3倍。其次是福字帽、蝴蝶

帽、燕尾帽等，编织有英文“您好”、“友好”等外文字样，深为外国友人喜爱，此项品种主要

销往法国。作为装饰品和玩具的有猫头帽和尖顶帽，小巧灵珑，图案精美，有蛋形、菱形、圆

形和六角形等。还有专供沿海人民使用的海帽。以上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西班牙和东南

亚等国家和地区。1984 年销量达 25 万顶，销售额达 42 万元。

水 利 全县水利工程设施基本是建国后兴建的。现有蓄水工程 12 处，积水总容量 1,042

万立方米，有效容量 552.3 万立方米，可灌溉面积 29,830 亩。全县引水工程可灌溉 61,465

亩。提水工程 549 处，装机 592 台，11,651.16 马力，可灌溉 66,550 亩。其中电灌站 200 处，

装机 211 台，8,536.72 马力，可灌溉 44,700 亩；柴油机抽水站 266 处，装机 268 台，4,061

马力，可灌溉 14,900 亩；水轮泵站 83 处，装机 113 台，可灌溉 6,950 亩。人畜饮水工程 1,057

处，可供应 224,400 人、268,000 头牲畜的饮水。

工 业 1949 年县内仅有造纸、榨油、制作南粉、铁木器、炮竹等个体手工业作坊 27 家，

从业人员约二三百人。1984 年底，国营工矿企业有水电站、水泥厂、农机厂、造纸厂、食品

厂、饮料厂、印刷厂、被服厂、毛巾厂、电石厂、糖厂、榨油厂、粮食加工厂、酒厂、煤矿、

水泥预制厂、砖瓦厂、皮鞋厂、水厂、汽车修配厂、淀粉厂共 23 家，职工 1,890 人，1984 年



产值达 1,708.94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85.39%。集体企业有 11 个，职工 415 人，产值

133.51 万元，占全县工业产值的 6.67%。乡镇企业有 175 个，5,476 人，主要从事建筑、运输、

砖瓦、水泥、编织、竹木器加工等生产，产值 159 万元，占全县工业产值的 7.94%。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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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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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232

－

100

100

－

2341

1705

636

100

72.8

27.2

1920

1568

352

100

81.67

18.33

2001.45

1598.21

403.24

100

79.85

20.15

762.69

588.88

－

-14.5

-6.3

-36.6

4.24

1.93

14.56

-2.58

-1.07

-7.31

注：不包括大化水电站。

电力：1984 年，全县总发电量 2,447.29 万度（不包括大化水电站），其中小水电站 45 处，

发电量为 1,040 万度。全县用电户数为 51,670 户，占总户数的 31.4%。

大化水电站位于本县大化乡，计划安装 4台机组，容量为 40 万千瓦，现已投入生产并和

南宁、西津等电路并网使用。都安县城以及岩滩水电站施工的用电，都靠它供应。

岩滩水电站座落在与巴马瑶族自治县交界的古龙渡口附近，是红水河梯级开发的骨干电站

之一，计划装机容量 110 万千瓦，年发电量 53 亿度。1984 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建设项目。

经过 1年的施工准备，宽阔的公路四通八达，幢幢楼房拔地而起，新建的红水河大桥如彩虹飞

架，山前崖下，机器轰鸣，施工紧张。

交 通 以陆路为主。1984 年有公路 28 条，共长 758 公里（其中油渣路面为 99.5 公里），

比 1949 年增长 57.3 倍。本县与外县联接的公路有 7条，本县至金城江、马山、忻城、平果、

宜山、巴马、东兰等县每天发出和过往的班车达二十七、八趟之多。有各种汽车 233 辆（其中

客车 36 辆，货车 197 辆），吨位达 595 吨。全县 30 个乡镇有 26 个通班车。1984 年客运量达

1,623 万人次，货运量达 1,107 万吨。水路，流经县境的红水河与刁江的航道有 267 公里，县

航运站有运输机帆船 6 艘，400 吨位，职工 157 人。联户、个体户办的载货机驳船 2艘，110

吨位，船工 20 人。红水河四季通航，1984 年的客运量 108,000 人次，货运量 2,000 吨。

邮 电 有邮电局 1个，支局 7个，邮电所 18 个。邮路总长 3,976 公里，各乡村都通邮，

农村电话线路 2,430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0 条。全县装有电话单机 826 部。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5,376 个，从业人员 8,093 人。其中国营网点 166 个，从业人

员 1,354 人；集体网点 747 个，从业人员 1,588 人；个体商业网点 4,463 个，从业人员 5,151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8,918.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47.21%，又集市贸易成交额 3,387,95

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1,040.58 万元，出口商品收购总额 33 万元。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县财政收入 677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186.55 万元，增长 38.04%。

财政支出 2,691 万元，收不敷支，上级拨款补助 2,014 万元。城乡储蓄额 789.5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4.8 倍。农贷款发放 1,560.6 万元，比 1978 年增加 472.2 万元。当年累计回收 807.8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110.8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有粮 340 斤，比 1983 年减少 123 斤；人均收入 111 元，比 1983

年增长 46.8%，比 1978 年增长 1.31 倍。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60.75 元（含补贴，

不含奖金），比 1978 年的 45 元（含补贴）增长 35%。1984 年全县中档商品销售量：自行车 7,577

辆，比 1978 年多销 6,904 辆；手表 12,500 块，比 1978 年多销 11,727 块；缝纫机 5,656 台，

比 1978 年多销 5,540 台；电视机 309 台，电风扇 1，241 台，洗衣机 136 台。金县农户有汽车

57 辆，中拖 75 辆，手拖 1,052 辆。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有县立中学 1所，私立中学 1所，小学 345 所（点）。中、小学生共 16,528

人，教职员工共 452 人。1984 年有师范学校 1所，学生 818 人，教职员工 47 人；中学 40 所，

学生 18,406 人；职业中学 1所，学生 157 人；农业中学 6所，学生 560 人；小学 359 所（不

合教学点），学生共有 130,144 人。中、小学教职员共 7,126 人。公办幼儿园 6所，入园人数

477 人，幼师 28 人；民办幼儿园 18 所，入园人数 920 人，幼师 30 人。解放以来到 1983 年止，

历届高中毕业生共有 30,600 人，升入大学的 1,466 人，占 4.7%。1978 年，全县 12-45 岁文盲、

半文盲有 125,375 人，近年脱盲的有 3,500 人。

科 技 1984 年有农科所、农机研究所、科技情报所各 1 个，农业技术推广站 24 个，还

有农、林、水电、畜牧兽医、情报、工、珠算、中华医学、中医、书法、摄影、图书馆等 19

个学会。另外，有乡级科普协会 12 个，共有会员 1,168 人。1984 年底，有工程师 6人，助理

工程师 48 人；农艺师 8人，助理农艺师 22 人；畜牧兽医师 2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5 人；主

治医师 17 人，医师、护师 170 人，医士、护士 480 人；工业技术员 118 人，农业技术员 89

人。在册科技干部共有 1,989 人。1978 年至 1984 年的 7 年间全县科技优秀成果有 17 项，其

中《都安地下河系水资源评价及岩溶地下水开发利用研究报告》获 1984 年国家地质部二等奖；

本县广西书画纸及其产品研制，1983 年获国家轻工部四等奖、自治区三等奖、广西新产品百

花奖。

文化艺术 有县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24 个，县图书馆 1个，藏书 93,000 册；另有儿

童图书分馆阅览楼 1座。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25 个，县城有电影院 1个，各乡镇有电影院（场）

18 个，电影站（队）23 个。有县（乡）广播站（转播站）25 个，有电视机 402 部。县文工团

1个。近年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如小说《卖猪广告》获全国少数民

族文学奖，美术《瑶家纺织图》，获自治区一等奖，并在全国参加美展。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已

经出版发行《瑶族风情歌》一书。

卫 生 1949 年，有县卫生院 1 所，医务人员 9 人，没有病床。到 1984 年，有县医院 1

个；乡镇卫生院 24 所，村卫生室 37 间；有防疫站、血防站、妇保站、环保站、皮防站各 1

个。全县有医务人员 1,288 人（不合集体、工矿），有病床 749 张。全县育龄夫妇实行计划生

育的有 4,576 人，节育率 3.22%。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有 642 对。



体 育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有武术、打扁担、打铜鼓、舞板凳龙、舞狮、舞龙、瑶族猴鼓

舞等 13 个项目。在参加自治区一、二、三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中，“舞板凳龙”获

一等表演奖；“打扁担”、“打铜鼓”获二等表演奖。1982 年派代表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获二等表演奖。全县向自治区输送优秀运动员 13 名。

瑶族猴鼓舞

特殊风俗 特殊节日有布努瑶的“达努节”，在农历五月二十九日。盘瑶的“盘王节”（即

盘瓠王），在农历七月初七日。

文物胜迹
翠屏山 位于县治安阳镇。宛如巨大屏障，拱卫全城，雄伟壮观。山上有福鼠岩，山中有

观音岩、福寿岩。左有狮子头，右有白虎岩、镇仙岩。山下石屋林立，清泉长流。在镇仙岩旁，

耸立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供人们瞻仰。

绿岑仙谷 位于距县城一公里处的绿岑山。在石崖上镌刻着“绿岑仙谷”四个大字。意即

进山如入“仙谷”。山中有石桥、山泉、凉亭。还有形象琵琶琢、美人首之类的岩石。山下有

刘三姐庙。

永济桥 位于县城东半华里处。建于清同治六年（1867 年）。七十年代，县文化部门在桥

上建立一座优雅别致的图书馆，倚廊俯瞰碧水，倒影随流，恍如海市蜃楼，令人心旷神怡。

九如汉墓群 在九渡乡九如村（相传为汉代石门府属地）。有大古墓三座，经自治区考古

部门鉴定，确认是汉墓群。已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都安工农民主政府旧址 位于距县城 90 公里的都阳乡。1930 年初，赤卫队打败都阳团局

黄永彦（土司后裔）后，设都安县工农民主政府于此。现是都阳乡人民政府所在地。

桂西游击队指挥部旧址 在今古河小学。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先躯们曾在此办夜校，

宣传革命道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右江地委、桂西游击队指挥部曾设于此，并在此办右江干

校、培养革命干部。

著名人物
覃道平(1894－1932) 壮族。原名覃善鸣。古河乡丹桂村人。南宁政法学校毕业。1924 年

参加革命，1929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村农协会主席，县农会主任、赤卫队大队长、

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营长、副团长、团长。红七军北进后，覃根据中共

右江特委和独立师党委决定，到黔桂边区活动，任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坚守西山根据地。1932

年 12 月被叛徒出卖，于西山弄英洞被捕，在东兰武篆被杀害。



蒙德福(?－?) 瑶族。又名蒙李旺。安定骨龙人。清同治三年（1864 年），组织瑶民起义，

反抗潘氏土司的压迫和剥削。宜山、河池、东兰、那马等地的壮、瑶人民积极响应，揭竿相随，

义军声威大振。后清政府派重兵镇压。起义失败，蒙德福被害。

蓝达边(?－?) 又名韦五嫂。女。瑶族。安定地苏人。清末广西“红花会”起义的组织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初，她以布努瑶密洛陀为思想武器，组织和发动了旨在推翻土司

的武装起义，三打司城，六月攻占司署，控制了安定土司全境及宜山、河池、马山、东兰、巴

马等县交界的大片地区。同年七月被清军镇压失败。

潘凤岗(1823－1887) 又名潘梧，安定土司第十六代土官。祖籍宜山北牙。明嘉靖六年

（1527 年），思恩土司王缓和田州卢苏叛乱，明廷派王阳明招抚，其祖潘良随王阳明出征有功，

嘉靖七年（1528 年）被授为安定土司巡检。潘凤岗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 年）袭职，因镇压

农民起义有“功”，获授六品衔。清咸丰十年（1860 年）在匹夫关捕获太平军石达开部将石镇

吉，晋升为五品官，受赏“奉政大夫花翎”。清同治三年（1864 年）镇压河池、安定、兴隆、

都阳等地瑶民起义后，受赐“勉勇巴图鲁”号（满语，意为“勇士”），增辖下旺、白山、定罗

司，督办九司团练，“摄土田州”事。

重要事件
县农会的建立 1923 年 9 月，韦拔群派陈铭九（东兰人）来都安，与曾到东兰最早加入农

民自治会的韦仕林、韦仕祥接头，秘密串连进步青年唐雨田等二十五人，组织并建立劳农会。

几个月后，西部山区的许多乡村，先后建立起农民运动小组。1923 年冬，劳农会组织农民和

学校师生上街游行，喊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万恶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和“不交租、不还

债”等革命口号，并斗争了当地土豪。1924 年 1 月，劳农会改名为农民协会。在农民运动蓬

勃发展的基础上，1927 年 1 月，成立了都安县农会。邓无畏任主任（后为覃道平继任）。

都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桂系军阀加强了对农民革命运动的镇压。

在韦拔群的布置下，本县的中和、九渡、岐山、永定、大化、夷江等地先后建立了赤卫队，并

于 1928 年 10 月攻打都安县城，韦拔群曾来爱桃、江洲等地进行指导。1929 年冬，赤卫队解

放棉山、平方、和皇等乡村。在百色起义的鼓舞下，建立了古河区工农民主政府。1930 年 1

月下旬，几路赤卫军合围并击败都阳团局黄永彦部，俘土豪、恶霸黄瑞祥等十三人，解放了都

阳。第二天，韦拔群亲临都阳，宣布都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选举覃道平为主席。县工农民

主政府的牌子挂在原都阳土司衙门口，高高地升起了红旗。随后，革命武装挥军攻打并解放县

城。

中共都安党组织的建立 在长期频繁、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本县涌现出一批战斗英勇、斗

争坚决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他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 1929 年至 1934 年，相继建立了

板升、江洲、中和、镇西党支部，领导都安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镇西暴动 土地革命战争末期，中共镇西支部已在镇西乡一带组织了一支千余人的壮、瑶

人民武装，并根据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团结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的主张，要求惩办阻挠团结抗战、一味贪污腐化、欺压人民的国民党乡长黄福帮。国民党县长

陈泰春拒绝接受我党要求，并于同年 8月亲率警兵百余人进驻镇西，“追查事因”，加捐勒索，

收缴群众武器和滥抓瑶民壮丁，公然在民众大会上开枪打死瑶胞二人。瑶族共产党员蒙卜脚忍

无可忍，立即带领瑶民中队予以还击，打死警兵 12 人。武装冲突发生后，镇西党支部立即组

织暴动，围困陈泰春部于盘兔，打死、打伤警兵 50 余人，陈本人率残部逃出镇西山区。五天

后，陈又纠集全县各地民团武装数千人，攻打镇西，相持两月余。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又增派兵

一团“协剿”，攻打半月，亦无济于事。桂军团长陆东海无奈，始提出谈判。

亮山惨案 1938 年初，大化、鸣凤、三合、六也一带农民，为了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横征暴

敛，自发地建立了一千多人的抗暴组织。国民党县政府横加镇压，抗暴群众在韦美华等人的领

导下，乃攻入大化乡公所，杀死乡长韦成包，接着攻打都兴区公所。红水河对岸的贡川等宦乡

农民也组织百余人枪响应，共同出击国民党那马县团管区，但由于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与斗争

经验，终于失败。事后，国民党都安县政府以“自新”为名，把部分群众骗到亮山“开会”，

县长杨松涛竟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集体大屠杀，当场遇害群众达四百余人，制造了骇人

听闻的“亮山惨案”。

供稿：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志办公室

编辑：黄卷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