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藤 县

藤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浔江自西而东横贯其间。盛产松脂，为全国万吨采脂县之一。

桂皮、桂油、无耔西瓜均畅售港澳。矿产品以钛铁为最大宗。是太平天国重要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的

故乡。

位置面积 藤县居浔江下游，东接苍捂县，南界岑溪县、容县，西邻平南县，北与蒙山、

昭平两县毗邻。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56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112 公里，总面积 3,947 平方公里，

合 5,920,500 亩，是一个长形的低山丘陵区。山地面积占总面积 82%。水域面积 186.52 平方

公里，占总面积的 4.7%。县治藤城镇，东去梧州 78 公里，西距南宁 420 公里。

建置沿革 汉、三国时为苍梧郡猛陵县地。东晋升平五年（361 年）置永平郡，辖安沂县，

后又析安沂县置夫宁县，皆在今藤县境内，为建县之始。隋开皇九年（589 年）平陈后，改永

平郡为藤州，又改夫宁县为永平县，为藤州治地；大业初，复改藤州为永平郡。唐武德四年（621

年）复置藤州；贞观后改永平县为镡津县，为藤州治地，天宝元年(742 年)改藤州为感义郡；

乾元元年（758 年）复改为藤州。五代、宋、元因之。明洪武二年(1369 年)，撤镡津县，并入

藤州；洪武十年(1377 年)降藤州为藤县。沿用至今。

行政区划 现辖城关、津北、南安、赤水、埌南、同心、岭景、象棋、新庆、金鸡、天平、

和平、太平、古龙、平福、东荣、大黎、宁康 18 个乡，以及太平、濛江、藤城 3个镇，下设

265 个村民委员会，7个街道居民委员会。全县共有 24 个集市贸易场所。

人口民族 1983 年，全县总人口 686,174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74 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 8.84‰。

据 1982 年人口普查，有汉族 671,868 人，壮族 381 人，回、苗、彝、满、侗、瑶、仫佬

族共 74 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53 年 196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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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09 93707 109589 125466 41.44 33.89 14.48

总 人 口 384918 402951 462725 672324 74.67 66.85 45.29

性别

构成

男 200157 212258 245163 358545 79.13 68.92 46.24

女 184761 190693 217562 313779 69.83 64.54 44.23

地区

构出

城 镇 15852 18911 31344 45090 184.44 138.43 43.85

农村 369066 384040 431381 627234 69.95 63.33 45.40

说明：1953 年、1964 年因人口普查数字不全，故以年终数字列表。

自然条件
地 形 地势南北两端高，向中部浔江倾斜。浔江自西向东穿流其间，把县境分成南北两

片。北片的西北部属低山丘陵区；西南部及南片大部属丘陵台地或小盆地；浔江沿岸有海拔

30 米以下的低水地带。

山 脉 县境北部是大瑶山余脉，有六练顶、高山顶、高山岭、三县顶、白竹顶、桃花山、

八桂顶、谷毛岭、佛修顶等山岭。六练顶海拔 844 米，为全县最高峰，其余都在海拔 650 米以

上。南部属大容山余脉，有天堂顶、六伏岭、大浪山、罗万岭、小娘山、石塘大岭、大黄岭、

大鹰岭、木力大山、石标山、凤凰山、石龙岭、尧官岭等，最高为天堂顶，海拔 643 米，其余

都在 240 米以上。

河 流 全县有大小河流 102 条，河流走向多数从北到南或从南到北，共同注入横贯县境

的浔江，因此，境内河流分北流水系和南流水系。北流水系以北流河（又名绣江）为主，从象

棋乡河柳入境注入浔江；其次是南安河（又名白石河），发源于埌南乡黎寨村，注入浔江。南

流水系以荔蒙河（又名濛江河）为主，从东荣乡华安入境，注入浔江。

气 候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据 1957-1980 年资料调查：全年平均日照 1,736.4 小时；

年平均气温 21℃，1月份平均气温 11.6℃，7月份平均气温 28.3℃，极端最高气温 39℃，极

端最低气温-4.1℃；年均降雨量 1,472.1 毫米，集中在 4-8 月份，5、6 月份为最高峰；年均

无霜期 305-330 天，初霜日为 12 月 25 日，终霜日为 2月 1日。主要气象灾害是夏季洪涝、春

夏季狂风暴雨和冰雹。据 1900-1980 年资料，夏季洪涝，浔江沿岸高达 27 米以上的水位，平

均每九年 1次。发生在春夏之交的狂风暴雨和冰雹，平均每五年 1次，严重时林木成片吹倒，

房屋倒塌，人畜伤亡。

土 壤 全县土壤分 6 个土类，16 个亚类，53 个土属，90 个土种。土类是：红壤、赤红

壤、黄壤、紫色士、冲积土、水稻土。水稻土壤占土壤总面积 7.97%。丘陵山地占土壤总面积

90.35%，以沙页岩红壤、沙页岩赤红壤、花岗岩赤红壤、沙页岩酸性紫色土为主。沙页岩红壤

主要分布在太平镇以北，适于种植马尾松、杉、油茶；沙页岩赤红壤主要分布在太平镇以南，

适于种松，潮润的坡脚可种杉、竹子。花岗岩赤红壤主要分布在浔江以南，适于种植经济林，

如玉桂等；沙页岩酸性紫色土主要分布在太平以南，适于营造茶园、果园。



资 源 矿藏：全县有金、钛铁、黄铁、高钒磁铁、磁铁、铁砂、铅锌、锰、褐煤、磷、

重晶石、白云石、云母、石英石、高岭士、石灰石、水晶等 17 种矿藏。目前已开采的有 6种，

以钛铁矿为最大宗，其次是金矿、重晶石、高岭土等。钛铁矿不仅蕴藏量大，而且质量好，精

矿含二氧化钛大于 48%，硫、磷均小于 0.02%，全铁等于 34%-40%，三氧化铁小于 13%，产品畅

销全国 19 个省、市、自治区，深得用户好评。水产：目前可养鱼水面二万三千多亩。鱼类品

种繁多，现有一百多种。传统养殖品种有鲩、鲢、鳙、鲤、鲮等。本地较名贵的鱼有鲥鱼（三

来鱼）、鳗鲡（白鳝）、大眼鳜（桂花鱼）和中华鲟（鲟龙）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 24,231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5.06 倍，比 1978 年增

长 15.11%，比 1982 年增长 1.33%。1978 年以来年递增 2.85%，人均产值 1983 年为 353 元，比

1949 年增长 2.39 倍，比 1978 年增长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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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8.8

2500.9

206

560.6

464.6

36.7

100

66.36

5.47

14.87

12.33

0.97

15714

10085

1773

1929

1835

92

100

64.18

11.28

12.27

11.68

0.59

17703

10506

2170

2329

2535

163

100

59.35

12.26

13.15

14.32

0.92

17937

11211

1542

2483

2545

156

100

62.5

8.6

13.8

14.2

0.9

375.9

348.3

648.5

342.9

447.8

325.1

14.15

11.17

-13.03

28.72

38.69

69.56

1.32

6.71

-28.94

0.61

0.39

-4.29

2.68

2.14

-2.75

5.18

6.76

11.14

农 业 1983 年全县耕地总面积 508,526 亩，农业人口 636,779 人（劳动力 289,392 人），

人均耕地 0.79 亩。水田总面积 416,879 亩，其中有效灌溉面积 369,700 亩；旱地面积 91,647

宙。全县以双季稻为主，一年两熟，少数地区有冬豆、小麦等冬种作物。

1983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10,076 台，103,980 马力，比 1970 年的 220 台，4,486

马力，分别增加 44.8 倍和 22.17 倍。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20.45 马力，比 1970

年的 0.88 马力增加 22.24 倍。其中耕作机械即各种拖拉机 2,021 台，30,068 马力，平均每百

亩耕地占有 5.91 马力。比 11970 年的 54 台，888 马力分别增加 36.4 倍和 32.8 倍。

粮、蔗、油：1978 年以来，五年间粮食产量年递增 4.9%，甘蔗产量年递增 9.02%。1983

年全县粮食总产 52,496 万斤，比 1982 年增产 798 万斤，比 1978 年增 11,180 万斤；油料总产

53,186 担。1983 年粮食征购 7,255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6.77%。油脂收购 12 万斤；糖蔗收

购入厂 105,189 吨，比 1978 年的 13,207 吨，增长 6.96 倍。

林 业 全县现有山地面积 419.72 万亩，占总面积 70.89%；有林面积 277.71 万亩，占山

地面积 66.16%。立木蓄积量 611.56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45.74%，绿化程度 64.5%，主要是



松林和杉林。经济林面积占 33.2 万亩，其中主要的有：油茶，16.48 万亩，油桐 1.72 万亩，

八角 38.62 万亩。六十年代以后，飞机播种造林 37.36 万亩，还推广了千年桐选优嫁接造林的

科研成果。1983 年全县有小娘山、共青、大壬、五七、大芒界 5 个国营林场和濛江、安福 2

个苗圃，营林面积共 15 万亩。牧 业 全县大牲畜主要是耕牛，用于耕作劳役。主要家畜是猪。

1983 年底存栏耕牛 38,000 头。生猪总饲养量 419,600 头，年底存栏 268,3QO 头。当年出栏肥

猪 151,300 头，其中出口香港 1,043 头。全县有种畜场 1个，配种站 20 个；近年普遍推广猪

人工授精，促进了养猪业的发展。

副 业 农民家庭除了养猪夕卜，还饲养鸡、鸭、鹅、兔、蜂等，以及种植西瓜、茶叶，

养殖和捕捞成鱼。三黄鸡（黄毛、黄脚、黄嘴）属广西名产鸡之一，1979 年起，本县被定为

自治区三黄鸡出口基地之一，1983 年出口 36.2 万只。

渔 业 1983 年全县有国营水产技术推广站 1个，鱼种场 1个（三个点），渔业大队 8个。

全县养鱼水面 19,866 亩，年产成鱼 25,528 担，生产各种鱼苗 3,100 万尾。

土特产品 桂皮：皮肉丰厚，色泽鲜美，味芳香，甜辣适中，是饮食加香佳品，亦作药用。

年产 600-1,000 吨左右，为“西江桂”的主要产地之一，多经港澳销往各国。

桂油：以桂枝、桂叶作原料，经蒸馏而成。具有桂皮的特殊芳香，味甜而辛，可用于饮食

品加香，也可作药用。年产 20-30 吨左右，为本县传统优良产品。

无籽西瓜：1980 年以来先后获自治区外贸局、自治区科委、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栽培技

术科技优秀成果奖。瓜皮薄，皮色青绿凝重，只重 7-10 市斤；瓜瓤鲜红，蜜汁饱和，清甜爽

脆，松化可口，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欢迎。年产量 13,000 吨，出口 3,500-4,000 吨。1984 年

中南 5省在长沙召开评比会议，名列第一，同年在香港国际市场上也名列第一。

以上 3 项，1983 年在北京《全国出口商品基地、专厂成果展览会》上展出，均被评为优

质出口商品。

松脂：为全国万吨采脂县之一。油脂纯净，含脂量高，油质多，年产一般在 1.5-2 万吨之

间，最高年产达 2.5 万余吨。

八角：果实饱满，光泽好，色大红，味芳香。可提制香料，为饮食加香佳品，亦作药用。

年产量 150-300 吨左右，畅销国内各地及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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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3

168.5

59.8

100

73.8

26.2

5335.8

3114

2221.8

100

58.4

41.6

6209

3460

2749

100

55.7

44.3

6294

3570

2724

100

56.7

43.3

2656.9

2018.7

4455.2

17.96

14.64

22.60

1.4

3.2

-0.9

3.4

2.8

4.2

注：1983 年总产值不含社队集体企业产值。



1949 年以前，县内仅有陶器缸瓦厂 2间，阶砖厂 1间，工人 50 余人；其余为竹器、木器、

棉麻布织染、铁器等日用品个体手工业。1983 年，国营工矿企业有：太平糖厂、藤州糖厂、

濛江氮肥厂、麻纺织厂、农机一厂、汽车修理厂、化工厂、农药厂、松脂厂、水泥厂、丝绸厂、

第二化工厂、三坡钛铁矿、东胜钛铁矿等 57 个，职工 5,734 人，产值 4,591.49 万元，占全县

工业总产值的 72.95%。其中最大的是麻纺织厂，有职工 865 人，有年产 8万条麻袋的织机 60

台，产值 744.31 万元。

县管集体企业，1983 年底共有职工 899 人，总产值 1,702.48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27.05%。

社队集体企业，1983 年共 236 个，有职工 4,665 人，总产值 750.5 万元。

电 力：1983 年，全县发电总量 5,529 万度（其中水力发电 5,254 万度）。有小水电站 412

处，装机容量 206,480 千瓦，发电量 5,316.4 万度。35 千伏输电线路 138.7 公里，10 千伏输

电线路 977.7 公里。变电站 6 座，共有变压器 517 台，55,627 千伏安。全县乡镇 125,416 个

居民户中有 61,312 户用上了电。

交 通 陆路，1983 年全县有公路 41 条，570.4 公里，为 1949 年的 6倍多。其中，由荔

浦至梧州的公路经过县境 66.2 公里，由容县至藤县的公路境内段长 51.5 公里，由苍梧新地至

藤县的公路境内段长 35.5 公里。另有县线 1条，59 公里；专用线 1条，15 公里。其余为乡村

公路。全县有各种汽车 144 辆，为 1949 年的 144 倍。全县 18 个乡镇通行客车。1984 年客运

量 28.3 万人次，货运量 38.3 万吨。

水运，以流经县境中部的浔江航道为主，东至赤水，西至新马，79 公里。南有北流河，

北有太 濛河可通航。北流河由象棋乡的白竹入境，至县城 85 公里；太濛河由太平乡至濛江乡，

55 公里。航道共 219 公里。县内有水运公司 10 个。1983 年共有运输船 807 艘，27,561 吨位，

从事水运 4,626 人。货运量 41.9 万吨，周转量 9,659.4 万吨公里，分别比 1949 年增加 5.6

倍和 24.5 倍。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共 20 个，邮路总长 780 公里，全县各乡村都通邮。

农村电话线路 1,343 杆程公里。长途载波电路 1条，农村载波电路 31 条。全县共安装电话机

831 部。

商 业 1983 年有商业网点 4,399 个，从业人员 10,058 人。其中国营网点 884 个（含供

销社系统），从业人员 4,334 人；集体网点 65 个，从业人员 419 人；个体商业网点 3,450 个，

从业人员 5,305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8,67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95.34%。集市贸易额 857

万元。外贸出口总值 859.5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4.4%。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4,38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85.26%。

财政金融 1983 年全县财政收入 1,335 万元，财政支出 1,089 元。全县城乡居民存款余额

1,181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5 倍。其中农民存款 542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6 倍。1983

年农贷款发放 1,289 万元，比 1982 年增加 70 万元。当年累计收回 1,032 万元，比 1982 年增

加 139 万元。



人民生活 1983 年，人均有粮 765 斤，比 1978 年的 647 斤增加 118 斤。农民人均收入 250

元，比 1982 年增长 7.8%，比 1978 年增长 1.19 倍。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月工资 64.92 元

（含奖金和补贴），比 1978 年增长 62.22%；城镇集体单位人均月工资 42.8 元（基本工资）。

1983 年全县共销售自行车 7,589 辆，手表 8,600 块，缝纫机 522 台，电视机 356 台。

文 化
教 育 1950 年全县仅有县立中学 1 所，私立中学 1 所，学生 165 人，教职员工 31 人。

小学 86 所，学生 6,051 人，教职员工 203 人。1983 年有教师进修学校 1所，学员 474 人，教

职工 20 人。完全高中 6所，学生 3,467 人。初中 49 所，学生 14,310 人。职业中学 1所，学

生 97 人。农业中学 3所，学生 396 人。全县共有中学教职员工 1,660 人。小学 274 所，学生

92,985 人，教职员工 4,374 人。单位办小学 3所，学生 105 人，教职工 11 人。全县共有幼儿

园 34 所，入园儿童 1,770 人，幼教人员 122 人。自 1980 年至 1984 年，升入大专院校的 596

人，升入中等专业学校 769 人。获自治区优秀教师称号 1人，全国优秀班主任 1人，全国优秀

体育教师 1人。

科 技 现有农业科学研究所、林业科学研究所、工业科学研究所、科技情报所 4个科研

单位。有农学会、畜牧兽医学会、水利学会、电机工程学会、林学会、中华医学会藤县分会、

农机学会、青少年科技辅导协会、科普协会等 10 个学术团体。自 1980 年至 1983 年，有科技

成果 30 项，其中获国家科技奖的 3项：土壤普查科技成果应用，1980 年获国家农委科技成果

二等奖；无籽西瓜高产栽培技术，1982 年获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三等奖；塘角鱼人工繁殖，

1982 年获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科技成果三等奖。获自治区、地区科技奖的 11 项。评定职称的

有：农业技术员 52 人，工程技术员 41 人，兽医技术员 10 人，助理农艺师 9人，助理工程师

21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6人，农艺师 3人，工程师 1O 人。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 1所，乡镇文化站 21 个，业余剧队 412 个。县图书馆 1 个，藏书

78,000 册。县文物管理所 1 个，藏品 572 件。县工人文化官 1 个。县城有礼堂、电影院、艺

术场各 1所，有乡镇电影院 4所，乡镇电影站（队）22 个，民办电影队 71 个。县粤剧团 1个。

创作演出现代剧《吴典型存款》、《柜内风烟》分别获自治区征文优秀作品奖和创作奖。县有新

华书店 1个，门市部及发行点 20 个，有乡镇广播站 20 个，电视差转台 11 座。

卫 生 1949 年有县医院 1所，西医师 4人，中医师 5人，医士 1人，护士 1人，防疫保

健人员 1人，行政管理人员 1人，勤杂人员 3人，简易病床 6张。

1983 年有县医院 1个，卫校 1 个，皮肤病防治院 1个，防疫站 1 个，妇幼保健站 1 个，

中心卫生院 3个。乡卫生院 17 个，农村卫生院 20 个，其他部门设立的卫生所 27 个。病床 414

张。有中医师 29 人，西医师 145 人，护师 4人。中药师 3人，检验师 8人，其他技师 2 人；

中医士 30 人，西医士 183 人，护士 203 人，助产士 15 人，中药剂士 11 人，西药剂士 10 人，

检验士 12 人；其他部门设立的卫生所各类卫生人员 43 人，农村卫生人员 1,065 人。

体 育 县设有体操训练室 1座，游泳场 1个，篮球场 1 个，每年分别组织县内排球、篮

球、足球、体操、武术等各种训练和比赛。至 1983 年止，获自治区级运动会的体操团体赛男



子冠军 1次，第四名 1次，女子单项个人冠军 5次，亚军 1次，有 2人经自治区集训后获全国

混合双人技巧冠军 8次，1 人获单跳第三名 1次，1人获世界第 3次技巧杯赛混合双人技巧第

三名。1人获自治区蝶泳百米第 1名，全国自由泳、仰泳百米赛第二名，无线电自治区级团体

赛第一名 1次，单项第一名 2次。有 3人达运动健将标准，18 人出席全国比赛，1项破全国田

径纪录，三项破自治区游泳纪录。获全国先进体育公社 1个，先进体育家庭 1个，全国先进体

育工作者 1人。向上级输送体育人才 35 人，考进大专体校 43 人。

文物胜迹
中和窑址 位于藤城南 30 华里，烧制作坊方圆约 6华里，遍布 9个山头，为斜坡式龙窑，

烧窿数 10 座。产品胎质细腻洁白，薄而坚。据专家鉴定，为北宋时代瓷窑。出土瓷器，可与

江西景德镇出土的宋代影青瓷媲美。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中隆古窑址 在县城东北 120 公里处的古龙乡中隆村，为南北朝时代陶窑。出土文物有陶

罐、陶片等。窑址面积 250 平方米。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区。

宋代状元冯京父冯式墓 座落藤城镇之胜西村，墓的四周围用白石砌成，左面有三元亭 1

座。

浮金亭 在县城东 1里之东山。宋初建，苏东坡和秦少游曾游于此，现存东坡《浮金亭戏

作》诗 1首。元代费克忠与明代程文德镌浮金亭记碑文，亭下 30 米处有访苏亭，清道光二十

年为纪念苏东坡 2次游藤州而建。

访苏亭 四王亭

四王亭 在县城南半里鸡谷山之巅。1941 年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将领英王陈玉成、忠王李

秀成、侍王李世贤、来王陆顺德而建。

狮 山 位于太平镇东面 4公里，总称太平石山，面积 30 多平方公里。岩石嶙峋，群峰蔚

秀。松涛声声，流泉飞瀑，较有名的胜景有二十多个，是藤县有名的旅游胜地。

明督师袁崇焕故里碑 座落在天平乡白马村，为纪念明末爱国将领袁崇焕而建。附近 1里

有袁崇焕祖父袁西堂墓，对河 2里有其父袁子鹏墓。

著名人物
李振亚(1908－1948) 原名李伯崇。藤县人。中国共产党员。1929 年参加百色起义，任红

七军 58 团副官。1930 年随军转战湘、桂、粤边境。1934 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干部团第



一营营长，在乌江渡口战斗立战功。1939 年后，历任广东东江抗日军政委员会参谋长，琼崖

纵队参谋长，纵队副司令员等职。1948 年 9 月 27 日在万宁县牛漏战斗中光荣牺牲。

契 嵩(1007－1072) 姓李字仲灵。镡津宁风乡（今太平）人。宋庆历年间居杭州灵隐寺

为僧，皇祐中入京师两次上万言书，赐号明教大师。博通内典，尝作《原教篇>。有《镡津文

集》传世。

冯 京(1021－1094) 字当世。镡津宁风乡人。随父冯式客居武昌，三元及第。北宋时历

官翰林学士，知开封，后又以资政殿学士知成都府，升枢密副使，拜太子少师。著有《潜山文

集》、奏议十三卷。

袁崇焕(1584－1630) 字元素，号自如。今天平乡白马村人。万明历进士，授邵武知县。

天启三年，自请守辽，擢兵部佥事，监军关外，镇守宁远城屡败清军，炮伤努尔哈赤，官至兵

部尚书，督师蓟辽，力支危局，加太子太保。因崇祯帝中后金的离间计而被冤杀，有奏折和遗

诗七十五首存世。

李秀成(1823－1864) 大黎乡新旺村人。1851 年 8 月太平军过境时举家入伍，英勇善战，

定都天京后擢为军帅，旋升监军。1859 年封忠王，为太平天国后期主要支柱。1864 年南京城

陷被俘，遭曾国藩杀害。

李世贤(1833－1865) 大黎乡新旺村人。1851 年参加太平军，英勇善战，授爵侍天福。1857

年升左军主将，主持皖南、浙西军务。1858 年在安徽宁国府与李秀成击溃江南大营，1860 年

封侍王。天京陷落后转战福建漳州，1865 年 5 月兵败，至广东蕉岭被汪海洋杀害。

陈玉成(1837－1862) 大黎乡西岸村人。14 岁参加太平军，1854 年 6 月率军 500 人攻破

武昌，在湖北随州大败清军，破江北大营，封成天豫，又正掌卒，领前军主将，1859 年春封

英王。1862 年庐州失守，被叛徒苗沛霖诱骗，夜走安徽寿州，被押送清营，6月 14 日于河南

延津就义。

陆顺德(?－1865) 大黎乡古制村人。李秀成部将，久著战功，授破气军主将，封认天义。

1861 年秋，随李秀成入浙，克萧山、绍兴，晋封来王。1862 年秋，奉命从绍兴援天京，转战

安徽。1864 年与李世贤部入江西；天京陷落后，转战于闽东，1865 年在福建长乐县被害。

邓立奇(?－1850) 赤水乡人。1845 年在藤县赤水乡领导农民起义，称平地王，在本县东

南一带坚持战斗六年。1850 年 9 月，在埌南均平岭与清总兵黄锦标激战，不幸失利被俘，后

解梧州，英勇就义。

蒙 经(1870－1943) 字文伟，号民伟。鹿伏乡（今岭景乡）篁村人。清光绪二十七年举

人。1904 年留学日本，1905 年参加同盟会，1909 年任广西同盟会支部咨议局分局长，鼓动学

生参加辛亥革命。1912 年任广西参议院参议员兼铨叙局长，1913 年任国会议员，多次赴穗支

持孙中山讨袁运动。1927 年任梧州市长。著有《艺海一针》存世。

重要事件
赤水农民起义 1845 年，邓立奇、钟敏和在赤水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邓立奇称平地王，

钟敏和称高山王，与地主阶级武装进行斗争。后，因众寡不敌，1849 年，钟敏和转移到现南



安乡古祀村，继续战斗。邓立奇转移到现埌南乡，1850 年 9 月在均平岭与施及道、欧华国率

领的地主武装、清千总黄锦标率领的官军发生战斗，不幸被俘，后解送梧州，英勇就义。钟敏

和坚持斗争几年后，放下武器，投降了清军。

太平军经大黎、东荣北上 1851 年 9 月中旬，金田起义军在平南官村大捷后，分水陆两路

进军北上。陆路军以肖朝贵为统帅，罗大纲为先锋，攻坚开路，从大旺圩出发，经大黎直指永

安。他们到达大黎后，驻扎 5天，进行宣传发动，当时大黎参加拜上帝会的群众，纷纷参加了

太平军。西岸村的陈玉成，当时只有 14 岁，也参加了“圣兵”。陆路大军在大黎扩大了队伍之

后，肖朝贵派罗大纲率领一支千多人的先锋队，从西岸、兴泰、白祝，跋山涉水，昼夜兼程，

向永安挺进。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率领的水路大军经过妙客，进入现东荣乡的三江、杨洞

等地。在杨洞附近，击溃了当地地主阶级组织的武装拦阻，沿江北上坡头、华安、樟村和陆路

军大会合。1851 年 9 月 25 日，肖朝贵、罗大纲率领的太平军，一举攻克了永安城。藤县参加

太平军的群众，后来不少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特别是陈玉成和李秀成，更是太平天国后

期的柱石。

天地会农民起义军在藤县 1851 年 12 月，广东天地会起义军任文炳响应罗大纲的号召，

率军越梧州进藤县境，1852 年 2 月上旬至 3 月，任文炳、关巨、关福、梁长等率领起义军两

攻藤城未克，乃西上漾江，转攻平南、浔州、贵县各地。这是第一支到达藤县的天地会起义军。

1855 年 4 月 7 日，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会同李文茂从广州撤围，率军 4万余人，乘船两千多

艘，沿珠江西上，攻克肇庆；经封川、开建西上攻梧州，未克，再西上攻克藤县。8月 16 日

攻克浔州，在浔州建立大成国，年号洪德。1856 年 6 月，陈开率军自浔州东下，经藤县攻打

梧州，末克。1857 年 5 月，陈开、区润经藤县再攻梧州，8 月 10 日攻克梧州，改梧州为秀江

府，藤县为藤州。派罗华观为知府，郭磻溪为知州。这是第二支到达藤县的天地会起义军。自

1855 年 4 月至 1861 年 7 月 16 日秀京（浔州）失陷止，藤县基本上在大成国势力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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