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鹿 寨 县

鹿寨县是广西粮蔗生产的基地之一。本县生产的“香桥酒”，远销北京、青岛等地。久负盛名的

“上龙橙”已恢复生产。交通方便，湘桂铁路纵贯其境。矿产丰富，主要有铁、锰、煤、重晶石等。

位置面积 鹿面积鹿寨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销偏东北，居柳江中游。东北与永福、

荔浦县接壤，东南与金秀、象州县相邻，西南与柳州市、柳江县交界，西北与柳城、融安县相

连。县治鹿寨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10 公里。

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65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67 公里，总面积 3,324 平方公里，其中陆地

3,268.9 平方公里，占 98.34%；水域 55.1 平方公里，占 1.66%。

建置沿革 鹿寨县由原雒容、中渡、榴江 3县和修仁县的第二区于 1951 年 6 月 29 日合并

而成。

雒容，秦属桂林郡地地。汉至南朝为潭中县地，属郁林郡。隋为象县地，属始安郡，唐贞

观后始设县。五代十国和宋沿袭唐制。元属柳州路。明、清属柳州府，民国属柳州区。中渡，

清以前归雒容县管辖，清初置中渡巡检司，后升为厅，属桂林府辖。民国元年(1912 年)，改

置中渡县，先属桂林道，后属柳州区。榴江，秦属桂林郡地。晋、隋为兴安县地。唐贞观初属

治定县，后改理定县，属桂州管辖。五代沿唐制。宋属静江府。元属静江路。明初属桂林府，

后属永宁州。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 年)取消理定县，并入永福，至清不变。民国十二年(1923

年)始设榴江县，属柳州区。

鹿寨县成立后，1953 年运江镇划归象州县，1955 年荔浦县头排区划归鹿寨县，1983 年鹿

寨县洛埠乡划归柳州市，1984 年头排区划归金秀瑶族自治县。

行政区划 1984 年本县分 10 个区 1个镇：黄冕、中波、平山、城关、雒容、江口、龙江、



寨沙、拉沟、四排等区和鹿寨镇。下辖 126 个乡（包括雒容、寨沙、英山 3个乡级镇在内），

2,535 个生产队。县治鹿寨镇，有 7,841 户，32,433 人（注：鹿寨县在体制改革时，原公社改

为区，大队改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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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47 44912 54198 73054 61.8 62.6 34.7

总 人 口 176600 190100 249900 413028 133.8 117.2 65.2

性别

构成

男 90100 96100 128100 215701 139.4 124.4 68.3

女 86500 94000 121800 197327 128.1 109.9 62

地区 城镇 17800 19100 29300 50605 184.2 164.9 72.7

构成 农 村 158800 171000 220600 362423 128.2 111.9 64.2

1983年全县总人口为416,944人，平均每平方公里115.17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98‰。

民族以汉、壮、回、瑶较多。其中汉族 214,813 人，占总人口 51.52%，壮族 192,447 人，占

总人口 46.15%，瑶族 4,537 人，占总人口 1.08%，回族 778 人，占总人口 0.18%。另外有 12

个民族，其中苗族 101 人，侗族 143 人，仫佬族 104 人，其余民族均在 100 人以下。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东北和东部多为山地，东南和南部属丘陵地带，西北部是高大石灰岩残丘和

少量山地，西部以高丘居多，中部低平，洛清江纵贯流过，形成河谷平原。整个地形，四周高，

中间低，自东北向西南倾斜。由于地貌错综复杂，构成了山地、丘陵、岗地、河谷平原和岩溶

林谷地等地貌类型。

山 脉 东北山地多属架桥岭和大瑶山的余脉，主要有大华山、大晓岭、六雍山、龙凤寨、

高岭、天峨岭、燕子岭、古报尾山、雷霹岭等，以古报尾山最高，海拔 1,240 米。中渡至永福

县边境之四十八㟖，山岭重叠，谿峒围环奇险，为著名的石山岩区。东部山地主要有土封山、

天堂山、月王岭、龙虎山等，以土封山最高，海拔 1,050 米。西南部山地少而分散，属石灰岩

孤峰。

河 流 境内河流属柳江水系支流，柳江干流流经西南边境，大小河流纵横交错，共有 67

条，全长 1,055 公里。主要河流有洛江和清江，分别源于永福和龙胜县境内，于黄冕区旧街村

汇合后，统称洛清江，自北向南，流经黄冕、城关、雒容、江口等区，至江口街汇入柳江河。

河长 275 公里（县境内长 104 公里），流域面积 7,592 平方公里（县境内流域面积 3,231 平方

公里）。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区，历年平均气温 23.3℃，7 月最热，平均气温 28.5℃，1

月最冷，平均气温 10.1℃，极端最高气温 39.9℃，极端最低气温-4℃。年平均日照 1,672 小



时，平均降雨量 1,502 毫米，平均无霜期 327 天，一般初霜日为 12 月 17 日，终霜日为 1 月

29 日。主要灾害性天气是：干旱、寒害、洪涝和局部地区下冰雹。解放后，特大洪涝出现在

1977 年 6 月，淹没田地 21.5 万亩，房屋倒塌 3,000 多间；冰雹最严重的一次，出现在 1980

年 4 月 13 日，最大的一块冰雹重达 20 多公斤，共打烂房屋 3,700 多间，打死秧苗计损失谷种

6 万余斤。土 壤 全县土壤分为水稻土、红壤土、黄壤土、石灰土、紫色土、冲积土 6 个土

类。东北部山地是红壤和黄壤，西北部石山地带为棕色石灰土，南部低丘平原主要是红壤土，

河流沿岸为冲积土。土壤的主要特性是：质地较好，酸碱度较适中，土层深厚，宜种农作物和

林木。

资 源 矿藏有：铁、锰、铜、锑、铅锌、煤、重晶石、白云石等。其中铁、锰、煤、重

晶石的藏量较丰富。林木有：松、杉、桉、樟、枫、荷木、油桐、红椎、白椎等 100 多种；竹

类有：毛竹、高竹、黄竹、刺竹、笔杆竹、箭竹等；药用植物有：淮山、茯苓、金银花、罗汉

果、首乌、枝子等；野生动物有：山猪、獐子、猴子、猸子、穿山甲、野兔、红毛鸡等；蛇类

有：金蛇、银蛇、万蛇、索蛇、广蛇、眼镜蛇、青竹蛇、鹧鸪蛇等；鱼类有：龟、鳖、泥鳅、

黄鳝、斑鱼、桂鱼、鲤鱼、鲫鱼、草鱼、鲢鱼、白鳝等。水力：洛清江在县境内的年径流量为

29.21 亿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为 11.6 万千瓦，地下水的储量为 0.696 亿立方米。牧地和

牧草：全县有牧地 189 万亩，万亩以上的有高坡、江南、东塘、黄泥、大河 5处，5,000-10,000

亩的有 35 处。牧草主要有纤毛鸭舌草、野古草、春香草、金茅、白茅、狗尾草、鼠尾草、吊

丝草、水蔗草等 50 多种。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为 15,600 万元，比 1950 年的 2,241 万元增长 5.96 倍，比 1978

年的 10,119.28 万元，增长 54.1%。人均产值 404 元。1978 年至 1983 年平均年递增 9.04%。

1984 年总产值 11,680 万元（1984 年头排划归金秀县，总产值不包括该区数字。以下凡 1984

年度统计数字均同）。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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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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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1690

52

231

－

10

100

-85.2

2.6

11.7

－

0.5

6831.28

4902.34

449.99

788.30

486.39

204.26

100

71.8

6.6

11.5

7.1

3.0

10389.02

8151.13

274.70

928

1002.12

33.07

100

78.5

2.7

8.9

9.6

0.3

11273

8085

154

1131

1885

18

100

71.7

1.4

10.0

16.7

0.2

468

378

196

389

－

80

65.0

64.9

-65.8

43.5

287.5

-91.1

8.5

-0.8

-43.9

21.8

8.8

-45.6

10.5

10.5

-19.3

7.5

31.1

-38.5

农 业 全县耕地面积 691,808 亩。其中水田 399,481 亩，旱地 292,327 亩。自留地 73,300



亩。农业人口 368,456 人（劳动力 151,500 人），人均耕地 1.87 亩。建国以后，大力兴修水

利，增加农田保水面积，有效灌溉面积由建国初的 54,000 亩增加到 315,767 亩。其中旱涝保

收田 240,016 亩。从而双季稻面积逐年扩大，1950 年为 10 万亩，1960 年增到 22 万亩，1983

年增到 35 万亩。

1983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18,975 台，总动力 95,207 马力，比 1965 年增加 85,577

马力，增长 8.8 倍。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13.7 马力，比 1965 年的 1.5 马力增加 8倍。其中耕

作机械 43,884 马力，每百亩耕地占有 6.3 马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1983 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总产

达 37,560 万斤，比 1978 年增产 10,649 万斤，增长 39.6%，五年间平均递增 6.9%。1983 年全

县收购贸易粮 8,659 万斤，比 1978 年增加 5,049 万斤，增长 139.8%。糖蔗 1983 年总产 153,945

吨，比 1978 年增产 95,228 吨，增长 162%。现有糖厂 2座，日榨量 1,500 吨。1983 年油料总

产 441.16 万厅，比 1982 年增产 71.8 万斤，增长 19.4%。木薯总产 5,148 万斤，比 1982 年减

产 7.2%。黄红麻总产 47 万斤，比 1982 年增长 3.4 倍。红瓜子总产 108 万斤，比 1981 年增长

42%，比 1982 年增长 27.6%。

林 业 现有山林面积 119.6 万亩，占全县林业用地总面积 323.6 万亩的 36.96%，立木蓄

积量为 157.9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19.3%。经济林主要有油桐、油茶、柑桔，几年来有所

发展。全县油茶面积 14.9 万亩，油桐 1万亩，柑桔 1.5 万亩。

牧 业 1983 年末，全县耕牛存栏 56,565 头。其中能繁殖的母牛 16,771 头，年产仔 7,341

头。生猪饲养量 203,950 头，年末存栏 178,481 头，出栏大猪 61,528 头。其中农民出售给国

家 30,024 头。

副 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员家庭副业有了很大发展。社员除饲养外，还从事

编织、加工、种植、采集等。

渔 业 1983 年全县有国营养殖场 1个，职工 3人，养殖水面 1,497 亩，年产成鱼 39,000

斤。鱼苗场 1个，年孵化鱼苗 330 万尾。社队集体和社员养殖水面 2,014 亩，年产成鱼 268,600

斤。

土特产品 香桥酒；采用清澈透底无杂质的香桥岩地下河水酿制而得名。建国前，英山镇

“谷隆记”小作坊，用香桥岩地下河水酿制“香桥渡酒”，酒色清白透明，无杂质，无沉淀物，

香甜醇和，饮后有舒适感，深受欢迎，远销香港、东南亚各地。1974 年建香桥酒厂后，仍沿

用“香桥渡酒”的传统酿制方法，并不断改进工艺，精选各种原材料，质量又提高了一步。畅

销北京、山东、青岛等地。

上龙橙：久负盛名，誉传区内外，因产于江口区上龙村而得名。其色泽鲜艳、香味浓郁。

1959 年参加全国南方水果会议评选，名列前茅。1966 年以前，每年售给国家 3-4 吨。在极左

路线影响下，产量明显下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开始恢复生产。

水枝子（又名大枝子、黄枝子）：可作药用、饮食和染料。各区均有种植。以黄冕、龙江、

寨沙区为多。1983 年全县收购 3,445 担。



松脂：解放前已有生产，主要产地是寨沙、拉沟、龙江、四排、黄冕等区。1979 年收购

量最高，达 56,609 担。

水 利 建国前，全县靠自然水利灌溉 7万亩。建国后到 1984 年，全县修建的水利工程计

有：水库 98 座，有效库容 6,908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 73,900 亩。塘坝 776 处，蓄水量 2,020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 34,400 亩。引水工程 794 处，有效灌溉 97,500 亩。机电排灌 809 处，20,666

马力，有效灌溉 95,500 亩。水轮泵 207 处，有效灌溉 23,600 亩。以上共计 2,684 处，有效藻

溉面积 320,200 亩，比建国前增加 25 万亩，增长 3.6 倍。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年 1978 年 1 9 8 2 年 1 9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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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重工业

轻工业

258

25

233

100

9.7

90.3

3288

1040

2248

100

32

68

4138

1046

3092

100

25.3

74.7

4327

1143

3184

100

26.4

73.6

1577

4472

1267

31.5

9.9

41.6

4.5

9.2

2.9

5.6

1.9

7.2

建国前县内仅有 1个炼铁厂，4个粮食加工厂，9个榨油厂，8个酿酒厂，从业人员共 89

人。1983 年底，县办企业有铁矿、锰矿、氮肥厂、制药厂、雒客糖厂、砖瓦厂、自来水厂、

水泥厂、农机一厂、农机二厂、汽车修理厂、糖果厂、鹿寨糖厂、印刷厂、酒厂、大米加工厂、

食品厂等，共有职工 2,572 人，产值 3,620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83.7%；集体企业有铁

器厂、农具五金厂、木器厂、塑料制品厂。木衣夹厂、印染厂、服装厂、日用制品厂、五金修

理厂、电器修理部等，有职工 526 人，产值 294 万元；乡镇企业 1,134 个，其中发电 7个，建

材 264 个，造纸 3个，其它均为农副产品加工，共有职工 3,801 人，产值 408 万元。县境内还

有自治区的企业鹿寨化肥厂、英山柴油机厂、中渡铁厂、雒容林化厂等，产值共 3,260 万元；

属柳州地区的企业有蒸谷米厂、雒容农药厂。

本县生产的著名产品，如铁皮结构 IZ－1 型移动式省柴灶，具有省柴、省时、结构新颖、

外型美观、清洁卫生、操作方便、经济、耐用等特点。1982 年 10 月在全国省柴灶评比会上，

被评为全国十四个优秀省柴灶之一，荣获全国优秀省柴灶奖。除本县生产外，柳州市的 6家工

厂引进该科技成果成批生产，到 1983 年止共生产 12,000 多台，销售区内外。

电力：1983 年，全县总发电量为 503 万度，巳通电有 41 个乡，占总乡数的 32.6%。已用

上电的农户 21,556 户，占总农户的 33.3%。

交 通 以陆路为主。全县现有公路 13 条，总长 311.74 公里（其中柏油路 4条，长 151.81

公里），比建国前增加 18 倍。建国前县没有汽车，现有各型汽车 604 辆，全县乡乡通了汽车，

其中 51 个乡通了班车，占总乡数的 40.4%。1983 年总客运量 262.3 万人次。铁路方面，湘桂

铁路纵贯县境，有 8个车站，长 74 公里，是本县对外联系的干线。境内水运，主要是洛清江，



可通木船。柳江沿本县江口、导江边境流过，全年可通轮船。

邮 电 有邮电局、邮电支局、邮电所共 20 个，邮路总长 553 公里，全县各区、乡和大部

分村已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1,160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9 条，共安装电话单机 581 部，有收

发讯机 3台。

商 业 1983 年有商业网点 1,095 个，从业人员 3,556 人。其中国营网点 69 个，从业人

员 1,389 人，集体网点 267 个，从业人员 1,378 人；农村代购代销店 56 个，从业人员 86 人；

个体网点 703 个，从业人员 703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7,203.29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68%，

其中生产资料销售 1,165.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95.1%,化肥销售 37,381 吨，比 1978 年增长

1.32 倍。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3,680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76.3%。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193.6 万

元，比 1978 年收购值下降 17%。集市贸易额 2,563 万元。

财政金融 1983 年县财政总收入 1,802.7 万元（其中当年收入 1,467 万元，其余为上年结

余和上级补助），总支出 1,960.2 万元（含上解自治区的 981.9 万元和其它扣款 86.2 万元），

赤字 157.5 万元。城乡储蓄额 1,753.9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407.5%。其中农民存款 656.3 万

元，比 1981 年增长 116%。农业贷款发放 1,211.2 万元，比 1981 年多放 33.9%。农贷收回了

1,276.6 万元，比 1981 年增长 57.9%。

人民生活 1983 年人均吃粮 788 斤，比 1978 年增长 47.8%。农民人均收入 226 元，比 1978

年增长 182.5%。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年均工资 807 元（不舍奖金），比 1981 年增长 7.6%。集

体企业职工年均工资 531 元（不合奖金），比 1981 年增长 4.3%。由于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联产

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显著增加，1983 年农村年收入超万元的有 12 户。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人民经济生活得到改善，高中档商品销售量增多。1983 年销售自行车 8,913 辆，比 1978 年多

销 5,775 辆；手表 14,696 只，比 1978 年多销 14,602 只；缝纫机 5,926 台，比 1978 年多销

5,002 台；电视机 857 台，比 1981 年多销 713 台；电扇 2,017 台，比 1981 年多销 956 台；收

录机 314 台，比 1981 年多销 144 台；洗衣机 45 台。

文 化
教 育 1950 年，县境内有初中 3所，小学 20 所，中小学学生 5,042 人，教职员 233 人。

1983 年，全县有中等师范学校 1所，学生 44 人；普通高中 4所，学生 1,277 人；农业高中 1

所，学生 195 人；初中 48 所（其中附中 27 所），学生 9,667 人，共有教职员 966 人。公办小

学 583 所，学生 63,810 人，教职员 2,578 人。单位办的小学 33 所，学生 2,499 人，教职员

189 人。幼儿园 17 所，入园儿童 2,074 人，幼托教工 23 人。1978 年至 1983 年高中毕业生共

9,729 人，升入大学的 232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2.3%。1983 年开办职工文化补习班 45 个，参

加学习 1,720 人。1978 年以来，共送到自治区、地区和县进修学习的中学教师 36 人次，小学

教师 663 人次。

科 技 1983 年有农科所、林科所、农业机械研究所等 3个科研单位，并建立了农业、科

业、气象、水电、畜牧兽医、医学、农机、科普、会计、建筑、农行金融、数理化等学会共有

会员 906 人。1973 年至 1983 年，有 2项科研成果获自治区奖。1983 年评出农业技术员 64 人，



工业技术员 84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12 人，助理农艺师 19 人，助理工程师 55 人，助理畜牧兽

医师 5人，助理会计师 17 人，助理经济师 5人，医师 57 人，工程师 9人，农艺师 6人，工业

技师 5人，畜牧兽医师 1人，主治医师 4人，讲师 2人。

文化艺术 1983 年有县文化馆 1个，各区（镇）文化站 12 个，图书馆 1个。县城有电影

院、剧院各 1 座，各区（镇）有电影院（场）13 处，电影放映队 113 个，县桂剧团 1个，彩

调团 1个，全县有群众业余文艺队 50 多个，民办戏曲学校 1所，学员 34 人。县新华书店有发

行点 12 个。《鹿寨报》于 1980 年 10 月 1 日创刊，向自治区内和外省发行，总发行量 9,800

份。县有广播站 1个，各区广播放大站 12 个，电视差转台 9座，电视机 7,000 多台。

卫 生 建国前县境内有 3个医院，共 8人，私人诊所 12 个，15 人。1983 年县有人民医

院、中医院、妇幼保健站、防疫站、麻风病院各 1个，区（镇）卫生院 12 所，农村医疗点 183

处，校医务室 5个，共有病床 221 张。各类医务人员 391 人，其中主治医师 4人，主治中医师

1人，主检师 1人，医师 74 人，医士 266 人，其他初级卫生人员 47 人。全县已采取节育措施

的妇女有 33,378 人，占已婚育龄妇女的 62.36%，有 1,836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1981 年至 1983 年，全县组织篮、排、乒乓、小足球、田径、游泳、棋类、环城

跑等竞赛 40 次，打破自治区女子汽枪射击纪录的 1 项 1 人。1973 年至 1983 年，向上输送运

动员 12 名，评为自治区农村体育先进单位 1个，全国优秀体育教师 1人，自治区体育先进工

作者 1人，自治区业余训练优秀教练员 1人。

文物胜迹
香桥岩 位于县城西北 28 公里的中渡区境内。岩洞高 4 米，长 60 米，宽 22 米。岩内石

景奇形怪状，千姿百态。有如狮似虎的，有象牛若马的，有酷似和尚端坐的，中央悬一石钟乳

倒挂，恰似仙灯。洞外为绝壁幽谷，深 10 余丈。谷底，沟壑阴森，岩礁遍布。悬崖右侧下，

碧水一潭，临潭悬吊—块巨石。潭前不远，一川清流，穿山而来，激起串串水珠。百米之外，

一座雄奇的天然石桥横空飞架，坐落江上，拱高 35 米，桥身厚达 10 米，宽 40 米，长 40 米，

傲然屹立，雄伟壮观，称为香桥。桥下川流滚滚，蜿蜒于山麓之中。岩内壁上留下不少游人的

石刻诗文，人们称之为胜过桃花源，是我县著名游览胜地。

香 桥 岩

高 岩（白象岩） 在雒容镇 2 公里处。属石灰溶洞，长约 500 米，分上下两层，上洞因



白石如象，故得名白象岩。下洞因过去安有观音菩萨，而取名观音岩。从山脚登石阶百余级到

观音岩，从观音岩再登 36 级便到白象岩。观音岩有“天然大厦”之誉，白象岩有“象洞熏风”

之称。洞内留有宋、明、清和民国时的碑文石刻 16 块。

里坦汉墓群 在四排区公所附近 1 公里处，有汉代古墓 25 座，现已挖掘几座，出土的岗

块砖上刻有花纹，分纺车轮纹、云雷纹等型，并有汉代的随葬品。

巴敢岩黑熊化石 此岩距县城 5公里，高 8米，长 25 米，宽 1米。1980 年 5 月间，该岩

遭雷击，约 1吨重的石块被击落，石块中有黑熊、鹿、毫猪等动物化石。其中有 20-30 万年前

的西藏型黑熊完整的头骨化石。

大成国锁江链 清咸丰年间，陈开、李文茂率广东农民起义军进广西，建立大成国。成丰

七年(1857 年)李率大军途经雒容、江口，直上柳州。为防止清兵自桂林沿洛清江南下，李文

茂派其弟李文辉设防于江口，并在渡口处设一约 350 米长的拦江铁环锁江链。铁环每只直径

24 公分，重 2.2 斤，铁锁头每个重 1.5 斤，凭这条锁江链，多次挫败由洛清江南下的清军。

青狮岩 在中渡区内，距英山镇 8公里。岩长约 200 米，最宽处面积约 5,000 平方米，窄

处只有 50 公分。岩内石笋林立，高的达 4米多，从地面直接岩顶，其景可与桂林芦笛岩相媲

美。

铜 鼓 1985 年 5 月 18 日，在距英山镇 2公里的石灰㟖挖铁矿时发现，鼓面直径 66.6 公

分，高 52.5 公分，周围有四个青蛙、两匹载着勇士的战马，鼓面和四周均有水波纹、回旋纹、

草纹等图案。经有关部门初步鉴定，系西汉时期文物。

铜 鼓

著名人物
周 彤(1911－1967) 鹿寨镇十字街人。1936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北平、西安参

加党的革命工作。1938 年 9 月至 1941 年 12 月在陕北学习。建国后任梧州市、柳州市公安局

局长，柳州市市长等职。

林 芳(1921－1980) 城关区角塘乡角塘村人。中共党员。1938 年 4 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

学学习，同年 12 月分配在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工作。历任团政治部宣传员、



分队长、政治指导员、教育科长等职。建国后，任雒容县县委书记，柳州地区公安处处长，桂

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局局长，广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

书记等职。

沈鸿英(1870－1938) 雒容人。为绿林头目，1911 年受同盟会柳州支部联络，编为民军进

逼柳州，在刘古香部任管带、督带。1913 年投陆荣廷，任帮统、统领。1916 年任钦廉镇守使。

1918 年在广东督军莫荣新部历任第三军总司令、琼崖镇守使。1920 年陆荣廷将沈部改为广西

边防军第三军，沈为总司令。1921 年桂系军阀垮台，沈宣布自治，自称救国桂军总司令。1922

年 6 月，吴佩孚委沈为中国陆军第十七师师长，授“胁威将军”衔。同年 12 月，孙中山委沈

为靖国军总司令。1923 年 1 月，沈部扩为五个军，驻肇庆至梧州一带，他秘密与吴佩孚勾结，

4月沈率部进攻广州，被孙中山指挥滨、桂军击败。1924 年沈与陆荣廷在桂林激战，沈占领桂

林、柳州，改名建国军，沈自称总司令。1925 年沈与李宗仁、黄绍竑联军作战，沈部瓦解，

化作商人从广东三水乘船去香港。

林秀山(1899－1951) 鹿寨二兴村人。15 岁投沈鸿英部当勤务兵。曾任国民党平乐区民团

连长，桂林区民团副指挥，桂林绥靖公署第二支队上校司令。解放前夕，国民党有计划地布置

他潜伏内地，委为第一独立师少将师长，第 126 军军长。解放后组织土匪暴乱，横行于鹿寨、

象县、大瑶山一带。1950 年 10 月，人民解放军在象县大乐围歼该匪部，林化装逃进太瑶山，

成为大瑶山的著名匪首。1951 年 2 月 26 日，大瑶山会剿后，林只身隐藏在大湾村深山中被我

擒获,4 月解赴柳州公审正法。

重要事件
覃老发、陆亚发的反清斗争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8 月 20 日，中渡背塘村数百农民起

义，推覃老发为首领，称虎胆山振威王，聚集义民五六千人，控制了四十八㟖。1903 年 2 月，

永宁、柳城、雒容三州县官兵，分三路进攻四十八㟖。覃老发派兵在要隘埋伏，打死官兵二百

余人。12 月柳州知府祖绳武率领大军到中渡，诱骗起义军到响水、大庙、江洞一带集合点检，

覃老发带卫队十七人到中渡谈判，祖设伏将老发逮捕杀害。1904 年（光绪三十年）5月 11 日，

陆亚发在柳州起义，覃老发旧部迎陆到四十八㟖，拥为首领，声势大振，威胁着桂，柳、庆几

府，湘、黔震动，清政府调动七省兵力围攻。陆率众据险坚守。1905 年正月，陆亚发在古板

饭洞被捕，解到桂林杀害，清朝视四十八㟖为难治的“匪区”，设中渡抚民同知加强控制。

中渡农民反征兵斗争 1935 年春，中渡县推行民团制度，强迫农民出操训练，压迫青壮年

入伍。平山乡田尾村农民罗谋华会同陶维有等组织一千多人，决心抗征，反抗暴政。挂系当局

派庆远民团指挥官尹承纲和第七十二团一营营长黄炳钿率营进驻平山圩镇压。同年 9月 20 日，

中渡县警会同长盛乡乡长黄裕禧、副乡长陶鸿忠到独宿、王村搜查，逮捕了反征武装组织领导

人廖绍先。平山、板陇农民获悉，即组织起事，由韦庆标带领青壮年二百多人攻占板陇乡公所，

后七百多农民汇集独宿与尹承纲派出的二百多武装部队激战竟日，终因武器差劣而被打败。与

此同时，平山农民武装也组织五百多人围攻大脉乡公所。桂系当局派军队前往大脉镇压，反征

兵骨干廖绍先、罗泽贵、覃运兰、陶发代、罗美连、雷锦宏等英勇就义。



四排木料民众抗日 1945 年 4 月，日军 60 多人，围攻木料村。该村民众靠 4支钢抢，10

多支土枪，凭围墙掩护，奋起自卫，同日军激战昼夜，击毙日军 2人，缴获轻机枪 1挺。民众

负伤 3人，牺牲 3人，因寡不敌众，村庄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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