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思 县

上思县地处十万大山北麓。森林覆盖率在 40%以上。境内明江可建五级电站。土特产以香糕、香

猪、香菇著称。人民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历史上曾爆发过多次农民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期间，十万山区是我党游击活动的根据地。

位置面积 上思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东与钦州市交界，南与防城各族自治县相

邻，西与宁明县接壤，北同扶绥县毗连，东北与邕宁县相接。县境东西最大横距约 68 公里，

南北最大纵距约 49.5 公里，总面积为 2,816 平方公里，合 422.4 万亩。县治思阳镇，北距自

治区首府南宁市 99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象郡地。汉、三国属郁林、合浦 2郡地。隋置镇守，复属郁林郡地。唐贞

观十二年（638 年），置瀼州；天宝元年(742 年)，改为临潭郡（新唐书载，天宝初，始置上思

羁縻州）；乾元元年（758 年），复为瀼州。宋为羁縻上思州，废瀼州并入上思州。元、明为上

思土州，明弘治十八年（1505 年）改土归流。清为上思州；光绪十八年(1892 年)，升为上思

直隶厅。民国元年(1912 年)，改厅为府。民国二年(1913 年)，改府为县。1949 年 12 月解放，

上思县名沿用至今。

行政区划 现辖思阳、在妙、平福、叫安、公正、那琴、南屏等 7个乡和思阳镇。下设 83

个村委会，1,541 个村民小组。

县治思阳镇，1984 年有 3,096 户，14,560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有 36,822 户，175,411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62 人，人口自

然增长率为 17.63‰。1984 年有壮族 150,125 人，占总人口的 85.6%；汉族 18,751 人，占总

人口的 10.7%；瑶族 6,097 人，占总人口的 3.5%；还有苗、京等族 438 人，占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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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0 22127 26049 35616 82.65 60.96 36.73

总 人 口 88233 92227 110135 171265 94.11 85.70 55.50

性别

构成

男 47645 49743 59283 93540 96.33 88.05 57.79

女 40588 42484 50852 77725 91.50 82.95 52.85

地区

构成

城 镇 2330 4541 5978 19985 757.73 340.10 234.31

农 村 85903 87686 104157 151280 76.11 72.52 45.24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东南部有十万大山山脉，为中山地；北部的四方岭山脉和中部的凤凰山脉为

低山地；东部、西部为丘陵地；龙楼至在妙一带为槽形盆地；其余为河谷平原和丘陵地带间的

谷地。整个地势由东南略向西北倾斜。

山 脉 境内有十万大山山脉、四方岭山脉、凤凰山脉，均东西走向。十万大山山脉横亘

于县境东部、南部和西南部，长 75 公里，其中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山峰有：白石牙、高雪山、

大沟龙顶、隘火沟顶、薯莨岭等。最高峰为薯莨岭，海拔 1,462 米，也是县内最高峰。四方岭

山脉斜卧于县境北部，山脊平均高度为海拔 700-800 米，最高峰为葫芦山，海拔 834.5 米。凤

凰山脉绵延于县境中部，主峰凤凰山海拔 923.5 米。

河 流 境内主要河流，以东部公牛山、牛屎隘、山西山为界，分东、西 2个流向。明江

向西流入宁明县，公正河、姆妹河向东流入钦州市，那琴河、念况河向东北流入邕宁县。明江

是上思最大的河流，发源于十万大山北麓的念板（现红旗林场），境内流程 105 公里。平均流

量 19.5 立方米/秒，电力蕴藏量 49,400 千瓦（已开发 13,178 千瓦，正在开发 2,150 千瓦）。

由于河道多滩，只能分段航行，那板水库到平江农场可航机动船，其他一般只能通木船或木筏。

发源于凤凰山、堂金山和四方岭的大小溪流都汇入明江，发源于县西南部十万大山的平福河、

公安河是明江的 2条主要交流，在县境西部汇入明江。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短，冬少严寒，夏少酷暑。年平均气温 21℃。7 月最

热，平均气温 28℃；1月最冷，平均气温 13℃。极端最低气温-4℃(1955 年 1 月中旬)，极端

最高气温 39.3℃(1958 年 5 月)。年平均降雨量为 1,200 毫米，但分布不均，西南部靠十万大

山一带多达 1,800-2,000 毫米，西部只有 1,000 毫米左右，降雨多集中在 5-9 月，常出现春旱

和秋旱。年平均日照时数 1,905 小时。县内大部分地区无霜期可达 337 天以上。主要气象灾害

有旱、涝、倒春寒、寒露风和台风。解放以来常年受旱面积占总面积的 40%以上，造成减产的

有七年。涝灾造成农田淹没、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的，民国年间有 2次，解放以来有 4次。自

建成那板水库后，明江河涝灾已经减少。台风造成轻灾的，平均每年 1次，造成中灾以上的，

平均每三年 1次。



土 壤 全县土壤可分为砖红壤性红壤、紫色土、黄壤、水稻士、冲积土等 5个土类。砖

红壤性红壤面积最大，遍布全县丘陵地带，地表潜水丰富，有利于植物生长，是发展经济林和

农作物的重要土地资源。紫色土面积居第二，各乡均有分布，且多与砖红壤性红壤交错出现，

分布面积较大的有叫安、平福、那琴、公正等乡，此类土矿物养分较高，对农作物与发展果树、

林木、油茶等经济作物非常有利。黄壤是山地的主要土壤，土层较厚，对发展林业极为有利。

本县水稻土一般肥力低、耕层薄、酸性大、质地不良。冲积土主要分布于河流两岸的阶地，是

本县主要旱作耕地，适种甘蔗、花生、薯类、豆类、蔬菜等。

资 源 森林：现有森林面积 183.6 万亩，尚有宜林荒山 83.25 万亩。现有森林中，大量

是松、杉、樟木等用材林。稀有名贵和速生的优良树种有鸡毛松、万年木、紫荆、椎木、穗花

杉、四季芒果、兰果木、米柳排、山杜英等近百种。还有造纸原料龙须草、芭芒杆等。水力：

蕴能总量为 6.1 万千瓦，巳建成的电站装机容量有 1.41 万千瓦，尚有开发潜力。矿藏：有褐

煤（储藏量达 1亿吨）、朱辰砂、石灰石、粘土、磷铁矿等。已开采的有煤、朱辰砂和磷矿。

十万大山盆地是广西沉积最厚、面积最大的陆相沉积盆地，生储油条件好，经石油普查勘探已

发现油气显示。野生动物：有野猪、黄天猄、果子狸、水獭、穿山甲、猪狸、南蛇、吹风蛇、

金包铁、过山龙、蛤蚧、毛鸡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6,976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15.3 倍，比 1978 年

增长 35.8%，比 1983 年增长 1.8%。1978 年以来年递增 5.2%。1984 年人均产值 397.6 元，比

1949 年增长 7.2 倍，比 1978 年增长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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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业

副业

渔业

407.18 3356.4

2213.9

386.8

448.8

256.6

50.4

100

66.0

11.5

13.4

7.6

1.5

4539.3

3036.8

371.6

660.6

402.1

68.2

100

66.9

8.1

14.6

8.9

1.5

4390

2680

589

576

479

66

100

61.0

13.4

13.1

10.9

1.5

978.1 30.8

21.1

52.3

28.3

86.6

31.0

-1.3

-11.7

58.5

-12.8

19.1

-3.2

4.6

3.2

7.3

4.3

10.9

4.6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282,605 亩，其中水田 203,248 亩，旱田(地)79,357 亩，旱

涝保收田 108,223 亩。农业人口 152,842 人（其中劳动力 70,152 人），人均耕地 1.85 亩。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2,446 台，35,430 马力，比 1965 年的 5,077 马力增加近 6

倍。每百亩耕地有农机总动力 12.5 马力，比 1965 年的 1.7 马力增加了 6.4 倍。机耕面积达

47,443 亩，占耕地总面积 16.8%。另有电动机 611 台，4,828 千瓦；动力打谷机 689 台；农用



载重汽车 38 辆。

粮、蔗、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六年间粮食年递增 4%，甘蔗年递增 6.6%，油料

年递增 11%。1984 年粮食总产 13,118.56 万斤，因受旱、涝、风等自然灾害影响，比 1983 年

下降了 21.3%，但比 1978 年增长 26.2%。甘蔗产量 18,218 万斤，也因受灾比 1983 年减少 9.7%，

但比 1978 年增长 46.2%。油料总产 340.39 万斤，创历史最高纪录，比 1983 年增长 9.8%，比

1978 年增长 87.5%。粮食收购 4,073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296%；油料收购 127.1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133%。

林 业 全县山地面积 381 万亩，占总面积 90%，森林面积 183.6 万亩，占山地面积的 48%，

森林覆盖率为 43.5%。其中用材林占 92%，经济林占 2.85%，其他防护林占 5.15%，立木蓄积量

199.6 万立方米。从 1954-1982 年的 28 年中，总共向国家提供各类木材 48.6 万立方米，松脂

40 万担，油茶籽 259.3 万斤，油桐籽 139.5 万斤，八角 324.9 万斤，桂皮 45.3 万斤。县办林

场有 3个，共经营 32.3 万亩，现有林 25 万亩。1984 年全县产木材 5.23 万立方米，林业总产

值 589 万元。

牧 业 以养猪、牛为主，兼养马、羊。家禽以鸡、鸭、鹅为普遍。猪：1984 年出栏 28,324

头，比 1978 年的 25,663 头增长 10.4%，年末存栏 56,971 头，比 1978 年的 72,255 头减少 21%。

牛：1984 年有 31,901 头，比 1978 年的 26,055 头增长 22.4%。

副 业 农民除养猪和家禽外，还从事养蜂、狩猎，编织、做豆腐、烧砖瓦、烧石灰、搞

建筑和木器加工等。1984 年产蜂蜜 64,500 斤，供外贸出口的编织品总收入达 45.3 万元。

渔 业 全县可养殖水面有 59,453 亩（其中水库 51,172 亩、山塘 2,215 亩、鱼塘 6,066

亩），实际利用养殖水面占可养殖水面的 70%-80%，每亩产鱼一般几十斤。总产最高年份是 1980

年，为 114.38 万斤。1984 年总产 108.2 万斤。

土特产品 上思“三香”（香糯、香猪、香菇）：素有盛名。香糯，粒大味香，煮熟后松软

带透明，为包粽子的上等料。香猪，具有猪体结实，脚矮，皮薄，骨细，肉香等特点。一般养

至 80 斤左右时最佳，解放前后均有外销。1982 年出口 10,343 头，1983 年出口 4,746 头。香

菇，产于十万大山海拔 600 米以上山坡的腐木之上，肉厚，味香，较产于他处者为佳。常年产

3,000 斤左右。

桂峰牌特效多鞭酒；用多种兽、畜及小动物鞭配同人参、巴戟、仙茅、淫羊藿、桂圆肉、

枸杞子、当归等 20 多种名贵药材和高度纯米酒浸泡半年多而成。常饮有行血、补气．提神、

补肾、益精、壮阳、强腰、健膝之功效。1991 年荣获广西轻工业新产品百花奖，1982 年又被

评为广西优质名牌产品。远销新加坡、马来亚等国。

八角：主要产于十万大山。果大、粒粗、含油量高、色泽深黄、香味浓郁，为调味佳品。

1984 年产 61.9 万斤。

大蒜：主要产于靠近四方岭一带的石灰土地区。蒜瓣丰满突出，香味浓郁清雅，蒜头粗大

结实，久放不消。外贸收购出口，每年约 20-30 万斤。

水 利 解放以来兴办的水库工程有 52处，有效库客 31,887.1 万立方米，集雨面积 738.93



平方公里；电力排灌工程 42 处，装机 49 台，1,901 马力，有效灌溉面积 1.474 万亩；柴油机

排灌工程 165 处，装机 163 台，2,168 马力，有效灌溉面积 0.885 万亩。

水库工程中，最大的是那板水库（亦为自治区大型水利工程之一），1960 年 9 月建成，集

雨面积 532 平方公里，有效库容 29,100 万立方米，计划灌溉面积 12 万亩，现灌溉面积仅 3.1

万亩。1974 年兴建的水库主干渠工程——北干渠，现已通水 66 公里，可灌溉 2.5 万亩。该渠

最大的建筑物是那布渡槽，全长 1,300 米，高 23 米，槽墩 95 个，槽宽 2.7 米，槽深 2.4 米，

过水能力为 7,6 立方米/秒。

那板水库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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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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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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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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20.12

100

100

1781,9

659.8

1122.1

100

37

63

2313

1705

608

100

73.7

26.3

2586

1727

859

100

66.8

33.2

12753

8483

45.1

161.7

-23.4

11.8

1.3

41.2

6.4

17.4

-4.3

1949 年以前，全县只有打铁、织布、缝纫、陶瓷等个体手工业。1984 年，国营工矿企业

有：糖厂、水泥厂、制药厂、松香厂、农机木器厂、砖瓦厂、汽车修理厂、酒厂、赖氨酸厂、

罐头食品厂、煤矿、印刷厂、造纸厂等 39 个，职工 2,351 人，产值 2,360 万元，占工业总产

值的 91.2%；集体企业 75 个，职工 226 人，产值 206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8.0%；个体经营

工业 47 户，产值 20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0.8%。主要工业产品有：机制糖 8,559 吨，水泥

6,202 吨，煤 27,678 吨，松香 1,954 吨，饮料酒 1,518 吨。此外，1957 年至 1984 年为农业生

产提供各种铁制农具 72 万件。

上思糖厂建于 1970 年，现有干部职工 240 人，日榨甘蔗 500 吨。1984 年产白砂糖 3,400

吨，赤砂糖 1,160 吨，酒精 255 吨，总产值 468 万元。

上思松香厂 1967 年建成投产，现有干部职工 90 人，年产松香 2,500 吨，松节油 400 吨，

焦油 60 吨，年总产值 100 万元，利润 40 万元左右，



电力：全县已建成电站 41 座，装机容量 1.41 万千瓦，1984 年发电量 5,043.5 万度。有

变电站 1座，配电变压器 173 台，共 10,750 千伏安。83 个行政村有 42 个用上电，占 50.6%；

有 481 个村民小组用上电，占 31.2%。

自治区属那板水电厂 1973 年建成，现安装 4台机组，共 12,600 千瓦，年发电量在 4,200

万度以上。1975 年纳入广西电网运行。厂有干部职工 135 人。

交 通 县内交通以陆路为主。1984 年全县有公路 34 条，总长 433 公里，其中渣油路 31.2

公里。全县共有各种汽车 223 辆。8个乡、镇全通了客车；83 个行政村有 68 个通了汽车，占

81.9%。还有上思至南宁（境内长 31 公里）、钦州、防城、扶绥、崇左、宁明的公路，均有班

车往返。1984 年客运量 46.8 万人次，货运量 81.8 万吨。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所共 15 个，邮路单程长度 210 公里，83 个行政村全部通邮，1,541

个村民小组已通邮 1,531 个，占 99.3%。电话杆线：县城 23 公里，农村 534 公里，共安装电

话机 486 部。另有长话电路 12 条，电报电路 3条。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1,795 个，从业人员 3,869 人。其中国营网点 144 个，从业人

员 932 人；供销社网点 192 个，从业人员 501 人；集体网点 6 个，从业人员 46 人，个体有证

商业网点 1,453 个，从业人员 2,390 人。1984 年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纯收购总额 3,118.27 万元

（其中议价收购 1,432.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9 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3,59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99.3%。集市贸易成交额 1,093 万元。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额达 60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48.6%。外贸出口总额 94.9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8.9%。

昌墩牛圩是本县的传统牛市。解放前圩日上市一般为 500-600 头，多达 700-800 头，3天

一圩，每圩成交 100-200 头。牛的来源除本县各乡村外，邻近的宁明、崇左、扶绥、邕宁等县

也赶来交易。牛多输往合浦、北海及广东，菜牛则销往邕宁的苏圩。解放初至 1957 年圩日上

市量仍保持 500-600 头，一般成交 100 多头。1958 年以后上市的牛逐年减少，“文革”中牛圩

中断。1978 年以后恢复牛圩，现每圩上市 80-120 头，成交 10-20 头，多销往钦州、北海、玉

林等地。

财政金融 上思地方财政平均每年需上级补助 219.3 万元。1984 年财政收入 434.4 万元，

支出总额 1,266.4 万元（含上级支援老少边山穷地区资金、受灾救济经费等）。1984 年全县城

乡储蓄存款年末数为 1,003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50.6%；其中农民存款 359 万元，比 1983 年

增长 49.5%。发放贷款 5,324.4 万元，比 1983 年多发放 22.6%，累计回收了 4,281.8 万元，回

收额比 1983 年增长 14.2%。

人民生活 1983 年，人均有粮 857 斤，比 1982 年增长 9.3%。户产万斤粮或人产 2,000 斤

粮的有 808 户。农民人均收入 204 元，比 1982 年增长 45.3%。人均国民收入 291 元，比 1982

年下降 0.8%。1984 年职工月均工资 66.45 元（包括奖金和各种补贴），比 1978 年增长 74.8%，

比 1983 年增长 16.4%。农户收入万元的有 55 户。城镇私人建房竣工面积 2,707 平方米，农村

私人建房竣工面积 38,888 平方米，1984 年全县共销售自行车 2,625 辆，比 1978 年多 1,478

辆（1983 年销 4,335 辆）；缝纫机 1,167 架，比 1978 年多 494 架（1983 年销 2,330 架）；收音



机 1,892 台，比 1978 年多 362 台（1983 年销 2,911 台）；钟表 6,300 只，比 1978 年多 5,635

只（1983 年销 4,300 只）。1983 年和 1984 年共销售收录机 769 台，电视机 581 台，电风扇 1,346

台，洗衣机 52 台。

文 化
教 育 1950 年，上思有初中 1所，在校学生 343 人，教职员 27 人；完全小学 13 所，教

学点 142 个，在校学生 5,131 人，教职员 215 人；另有私立小学 2 所。1984 年，有高完中 3

所(其中农场办 1所)，学生 905 人；农业高中 1所，学生 197 人；初中 22 所，学生 5,348 人；

中学教职员 589 人。完全小学 74 所，教学点 407 个，单位办小学 17 所，学生共 25,344 人，

小学教职员 1,484 人。幼儿园 11 所，入园儿童 2,016 人，幼儿教师 24 人。小学入学率 94.2%。

小学升初中率 80%。1959 年至 1984 年高中毕业生共 13,337 人，其中升入高等院校 554 人。1962

年至 1968 年，上思中学曾办瑶族初中班。今那当初中和南屏初中办有瑶族班，南屏乡和叫安

乡的那当等瑶族聚居地区也办有瑶族小学。瑶族学生免费入学，在校食宿者每月给予伙食补助。

科 技 县有农科所、林科所 2 个科研单位。各乡均有农业站和林业站。全县已建立农、

林、会计、农机、水电、畜牧兽医等 6个学会，会员 295 人。在妙、思阳、那琴 3个乡还建立

了科普协会，会员 141 人。各乡镇均配有专职科技助理 1人。1980 年至 1984 年，获自治区科

研成果奖的有：推广化学除草剂、土壤普查成果应用、水稻广二石良种推广、双桂良种推广、

特效多鞭酒、省柴连环灶等 6项。至 1984 年底，获科技职称的技术人员有 575 人，其中工程

师 9人，助理工程师 51 人；农艺师 5人，助理农艺师 30 人；畜牧兽医师 3人，助理畜牧兽医

师 13 人；主治医师 4人，药剂师 1人，检验师 1 人，医师 74 人；助理会计师 14 人，助理统

计师 3人。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 1 个；图书馆 1 个，藏书 3 万册；文物管理所 1 个，收藏文物 30

多件。乡镇文化站 7 个。县电影院 1 座，乡镇电影院 2 座，乡镇影场（含露天影场）11 处，

村放映点 160 个，全县共有放映队 62 个。县文工团 1个。县新华书店 1家，下有 14 个发行点。

县广播站 1个，乡镇广播放大站 7个。电视差转台 1座。还成立了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员

53 人。近年创作了一批较好的文艺作品，其中有 2幅美术作品选送到国外展览。

卫 生 1949 年，只有卫生院 1所，医务人员 3名。1984 年，有县人民医院、妇幼保健所、

防疫站各 1个；乡镇卫生院 8所，卫生所 5个；全县 83 个行政村均办有卫生站（其中个体办

44 个）；全县共有病床 217 张。各类医务人员 401 人，受过培训的农村接生员 386 人。有 14,395

人做了计划生育手术，占全县育龄妇女 27,253 人的 53%。有 234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全县有灯光球场 6个，篮球场 76 个，排球场 7个，小运动场、射击场、旱冰场各

1个。县业余体校自 1979 年创办后，每年招生 30 名，为上级和本县培养了一批体育人才。1983

年，上思选手获自治区少年田径锦标赛铅球第一名；以本县选手为主力的钦州地区少年男子排

球队获自治区少年男子排球锦标赛第一名，后代表广西少年男子排球队参加全国业余体校（跃

进杯）排球比赛获第六名。1984 年，上思选手获得自治区少年田径锦标赛 100 米、200 米跑和



乙组手榴弹的第一名。1980 年以来，县业余体校向自治区输送运动员 14 名，向部队输送 3名。

特殊风俗 每年农历正月初开始至清明节有舞春牛的习惯。这段时间春牛队每晚装扮成黄

牛随锣鼓和牛角声巡村舞庆，边舞边唱“迎春歌”和“丰收喜庆歌”。随后摆歌台对唱，歌词

讲究押韵，有七字句，四六字句。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古今中外，还有猜迷拆字以及歌颂社会

主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居住在十万山区的瑶族姑娘出嫁那天，当新郎的迎亲队由媒人带领来到新娘所在的村边时，

有着装艳丽的瑶族姑娘夹道欢迎，其中 4名女歌手持彩带分站两边，把路拦起来，唱拦路歌，

此后媒人向迎送的人群分发喜糖。迎亲队去到新娘家，新娘由姻姑陪同到门口迎接新郎进入厅

堂，举行婚礼仪式。新娘出门时用花巾遮脸，由其兄背着，姻姑帮撑伞，一直背到村边路口，

才让她步行到夫家。这种风情一是意味着兄妹的道别情，二是认为这样做新娘到夫家生活才美

满幸福。

文物胜迹
刘永福父亲墓地 位于平福乡二王村的岽坤山脚。1983 年在墓地下发掘出越王于嗣德三十

一年（1878 年）和嗣德三十四年(1881 年)赐给刘永福父亲的“奉天诰命”碑，以及清光绪皇

帝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赐给刘永福父亲的“奉天诰命”碑和“圣旨”碑。当年清政府在

基地对面的山头建有 1座牌坊，中镶“神道”碑，上方有“荣恩”2个蓝底镏金大字，两侧书

对联：“善行流芳传道路”，“丰碑屹立壮乡闾”。上述石碑为研究中法战争和中越关系的珍贵资

料。

光绪帝赐给刘永福父亲的“奉天诰命”碑

弄怀岩 位于县城西北 7公里处。系石灰岩洞，有高低岩口各一，两岩口相通，洞深莫测。

洞内钟乳石光怪陆离，清泉湍流，蝙蝠飞舞。不少诗人墨客为此洞吟诗作赋。明嘉靖年间，知

州周璞题“弄怀”2字于洞口岩石上。

应天池 又名润天池。位于县城西北约 20 公里处，叫江山主峰之北。池呈椭圆形，长约

66 米，宽约 64 米，水域面积 5亩，水深 8至 10 米。久旱不涸，多雨不溢。池水常呈碧绿色，

游鱼可数，岸边绿树成荫，花草争妍。

布透温泉 位于县城北约 5.4 公里处。泉水自岩穴中流出，清澈如镜，流量为 0.05 立方

米/秒，一年四季水温保持在 38 度左右。水含多种矿物质，味甘甜，可供饮用和酿酒，用以洗

澡，可治皮肤病。



著名人物
黄高煌(1921-1984) 壮族。公正乡人。原名黄巨康。1943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

领导 1947 年 10 月的上思武装起义。曾任粤桂边纵队某部营长、团长。解放后历任上思县大队

大队长，钦县农民协会主席、武装部长，钦州地区行署工业科副科长、邮电办公室副主任，合

浦地区行署工业处副处长等职。

黄小林(1926－1968) 壮族。叫安乡那润屯人。原名黄云龙。1948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武工队长。解放后历任县农协主席、县民运部副部长、县委宣传部长，后调任靖西县委副

书记、书记，百色地区行署副专员。

黄名山(1902－1931) 壮族。那琴乡那琴村人。原名黄振松。1926 年冬，在共产党领导下

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反贪官、打土豪、抗捐税斗争。1929 年被反动当局逮捕。

出狱后继续领导农民协会，开展武装斗争，1931 年 2 月牺牲。

刘永福(1837－1917) 字渊亭，又名刘二。1844 年全家由防城迁至上思平福定居。15 岁

被雇为滩师。17 岁时，以打鱼、烧炭、卖柴为生。21 岁于本乡参加太平军，太平天国失败后，

在桂滇边境组织黑旗军（详传见钦州市概况）

吴凤典(1840－1906) 壮族。那琴乡上伴屯人。又名泰，字雅楼。1861 年加入吴凌云农民

军，兵败后到越南，聚众自为首领。1871 年，率部加入刘永福的黑旗军，为黑旗军左营管带。

抗法战争中，担任先锋将领，1873 年 12 月罗池一战，亲斩法军头目安邺。1883 年 5 月纸桥之

役，又击毙法军司令李威利。1885 年，随刘永福入关后任雷州参将。1894 年随刘永福赴台帮

办军务。

关仁甫(1873－1958) 壮族。县城莫家巷人。原名关嘉善。1893 年加入洪门。1907 年，

加入同盟会。同年 5、6月间，受孙中山委托，与王和顺、黄明堂掌管镇南关、平而关、水口

关的军事，任革命军西路都督，参与领导 1907 年的镇南关起义、1908 年的钦廉上思起义和云

南河口起义。武昌起义时，率部收复广东四邑，后组织中和北伐军，被推为总指挥。民国四年

（1915 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 年)，曾任东路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等职，参加讨袁和护法运

动。民国十三年(1924 年)任粤桂边防军署司令兼上思县长。民国十四年（1925 年）调广东汕

头任保安司令。

重要事件
陆高鸿起义 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1853 年冬，本县天地会首领陆高鸿、罗国祥率众在

平偕圩（今叫安乡高福那棉屯）起义反清，队伍发展到四五千人。1854 年 5 月，反动土豪磨

现琼组织清平团，围剿陆部，罗国祥不幸遇难。1855 年 7 月，陆高鸿率部攻陷上思州城，俘

获知州武卫。清政府派兵围城。1856 年 4 月，陆部粮绝，州城失守。

上思州教案 中法战争爆发后，在上思的法国主教富于道和传教士马若望等人，勾结土匪，

刺探我国情报，图谋发动暴乱。1884 年 1 月 4 日，法传教士率领教徒将武器、弹药偷运入上

思州城教堂，激起公愤。26 日，州官张垲和副将李云梯派兵搜查教堂，州城和附近群众数百



人也前来包围教堂。惜传教士已将武器弹药转移，搜查无获。包围群众怒不可遏，冲进教堂，

将 4座炮楼及钟楼、住房毁为平地。富于道仓皇逃离，转道南宁、广州出境。

1907 年上思起义 1907 年 7 月，孙中山派王和顺回上思组织武装，配合钦防起义。8月底，

关仁甫率 200 多会党武装包围上思县城，不克，转攻东兴，东兴的清军不依约响应。关仁甫率

队伍和王和顺结合，转战钦州、灵山，后退入十万山中。

钦廉上思之役 1908 年 3-5 月，孙中山派黄兴率 200 多人从越南进入防城、钦州、上思一

带，张贴《中华民国军南军总司令黄告示》。在十万大山南北，7战 7 捷，军威大振。因没有

根据地依托，起义军在钦、廉、上思转战 40 余日，终因弹药缺乏而解散。

第六区农民运动 1926 年冬，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到上思指导农运工作。1927 年 3

月 28 日“上思县第六区（即那琴区）农民协会”成立，黄名山、刘福善、孙兆祯为区农会执

行委员。下属 10 个乡也相继成立乡农会，组织了农民自卫军。第六区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

反贪官、打土豪、抗捐税，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1931 年元旦攻入县城，沉重打击了反动势

力。反动政府多次派兵镇压农民运动。农会领导人在 1931 年后相继牺牲，农民运动失败。

上思起义 1947 年 9 月、10 月，中共上思、钦县领导成员在东安乡琵琶村召开会议，准

备举行武装起义。10 月 24 日，成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三支队二十一团独立营，开到那齐村

与二十一团钦县部队会合，宣布起义。26 日，相继打下百成、管治、华兰乡公所。28 日，在

那荡圩与国民党特编队和县警察三四百人交战，毙敌 8 人，俘敌警长 1人。29 日，起义部队

开进旧州，打开全县最大的粮仓，分谷济贫。短短一个月，起义部队先后攻下了全县 14 个乡

中的 9个乡，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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