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象 州 县

象州县地处桂中盆地东南面，柳江自北向南纵贯其间，水陆交通方便。境内土地肥沃，水利设施

比较完备，盛产稻谷，每年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达一亿斤以上，有“桂中粮仓”之称。柑桔、红瓜子、

木薯等土特产品，亦行销远近。矿产资源丰富，重晶石矿储量大，易开采，品位高，驰名中外。石朋

岭是象州型广泛出露的泥盆纪地层，有许多古生物化石。热水村的热泉，水温高，流量大，可搞综合

利用，现已建起水产良种场和广西第一座地热电站。

位置面积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柳江下游。东靠金秀瑶族自治县，西邻来宾、柳江

县，南连武宣县，北接鹿寨县。县治象州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189 公里。

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59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54.5 公里。总面积 1,898.47 平方公里，合

2,847,705 亩。其中陆地面积 1,839.60 平方公里，占 96.89%；水域面积 58.87 平方公里，占

3.11%。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地，汉属玉林郡地。三国吴始于县境置武安县，晋改名武熙县，南

朝梁、陈分为武熙、阳寿两县。隋、唐、宋、元复合为阳寿县。明、清改称象州，民国又改名

象县。解放后 1952 年，象县、武宣县合并为石龙县。1962 年，石龙县复分为象州县、武宣县。

1984 年 9 月，将桐木镇划归金秀瑶族自治县。

行政区划 现设 3个镇 8个乡：象州、石龙、运江镇，马坪、妙皇、寺村、中平、百丈、

罗秀、大乐、水晶乡。下设 121 个村（街）民委员会，辖 754 个自然村（屯）。有大小圩场 12

个。

县治象州镇，1984 年有 5,874 户，30,019 人。

人口民族 由于桐木镇及所属村屯划归金秀瑶族自治县，1984 年底的人口数，较 1982 年

减少（以下 1984 年的各种统计数字，除注明者外，皆不合桐木镇），计 55,182 户，303,650

人。其中男 155,251 人，女 148,399 人；城镇 21,222 人，农村 282,428 人。人口密度是每平

方公里 160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20.06‰。

民族以壮族为主，共 202,380 人，占总人口的 66.65%；汉族 101,091 人，占 33.29%；瑶、



苗、侗等族共 179 人，占 0.06%。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年

1953 年 1964 年 1982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第二次

人口普查

第三次

人口普查

比

1960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41596 42911 49132 60137 44 40 22

总 人 口 172204 179394 205334 331960 93 85 62

性别

构成

男 84481 88803 102500 169016 100 90 65

女 87723 90591 102834 162944 86 80 58

地区

构成

城 镇 22379 25363 15183 22501 0.5 -11 48

农 村 149825 154031 190151 309459 107 101 63

自然条件
地 形 地处桂中盆地东南面，广西山字型构造弧的内缘部分。东部紧连山字型构造弧东

翼的大瑶山脉，西部是丘陵、岩镕平原，中部广大地区为海拔 100 米左右的平原台地。整个地

势东高西低。其中丘陵占 45.04%，平原占 31.27%，山地占 20.59%，水域占 3.11%。

山 脉 境内没有高山，主要是海拔 500 米至 1,000 米的低山，海拔 700 米以上的山峰有

7 座。笔架山最高，海拔 932.90 米，座落在南部；该山山体宏大，地跨妙皇、百丈、寺村及

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大樟 4个乡，山翼东北侧延伸出雷山支脉，西北侧延伸出天盖山支脉。

河 流 境内河流密布，除柳江自北向南穿流而过外，尚有 13 条较大河流，河网长度共达

1,131.8 公里，河网密度为 0.5413 公里/平方公里。河流多发源于多雨中心的大瑶山脉。最长

的罗秀河及其支流水晶河、落脉河，皆由大瑶山麓流出，经百丈、中平、大乐、罗秀、水晶、

运江等乡镇，注入柳江。这些河流自然落差大，水利资源丰富。

气 候 属南亚热带北缘向中亚热带南缘过渡气候带。夏长(174 天)，冬短(70 天)，无霜

期长达 330 天。年平均气温为 20.8℃。1月最冷，平均气温 10.7℃；7月最热，平均气温 28.9℃。

年平均降雨量 1,300-1,400 毫米，降雨多集中于 4至 8月，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71%。主要气象

灾害有干旱、洪涝、冰雹，以及倒春寒和寒露风。近二十七年来，几乎每年都有 1至 4次不同

程度的洪涝灾害，受灾面积 5,000 至 1 万亩，严重的达 5万亩。近二十四年来有 9次冰雹，其

中严重的 2次，受灾面积达 480-800 平方公里。

土 壤 全县分为红壤、水稻土、石灰土、红色石灰土、紫色土、冲积土等 6个土类。红

壤广泛地分布于低山、丘陵及平原，面积达 226.35 万亩，占土地面积的 79.5%。这类土壤发

育年代久，熟化程度高，土层较厚，易于耕作，宜种马尾松、水果、甘蔗、红瓜子等经济林木

和作物。水稻土分潴育型、潜育型、淹育型、盐渍性、沼泽型、矿毒性、侧渗型等 7个亚类。

以潴育型水稻土为主，有 18.13 万亩，占水田普查面积 36.47 万亩的 49.7%；这类水稻土，地

势平坦，水源丰富，熟化好，有机质含量高，是水稻生产的重要基地。其余 6种水稻土产量比

较低，尚需改良。石灰土，质地粘重，淋溶强烈，有机质含量高，宜种黄豆、玉米、油桐、板



栗等。冲积土土层深厚，通透性好，宜种甘蔗，果树、桑树。少量红色石灰土和紫色土，较难

耕作和开发利用。

资 源 矿藏：主要有重晶石、锰、铅、锌、石灰石等。重晶石矿总储量估计在 3,000 万 吨

以上，巳发现的 200 多条矿脉，由南向北成群成带地分布在柳江以东至大瑶山脚下的 9个乡镇

的低矮山丘；可采厚度约 2米，长 100 至 300 米，最长的 1,700 米以上；埋藏浅，有的露出地

表，最深的在 30 至 50 米；富矿部位在矿脉上部；一般经过手选，含硫酸钡可达 92-95%以上，

比重 4.25 以上。C1+C2 级铅金属储量有 3.5 万吨。锰储量约 27 万吨。石灰石矿主要分布在石

龙镇和马坪乡一带，质量较好，可作建材和烧制石灰。水力：境内 13 条较大的河流（柳江除

外），年径流量 26.54 亿立方米，理论灌溉面积 70 万亩，目前已开发利用灌溉 35.2 万亩；理

论蓄能总量 6.89 万千瓦，可开发利用的 5万千瓦，目前仅开发利用 0.36 万千瓦，尚有很大的

开发潜力。水产：水产资源丰富，除鲤鱼、草鱼、斑鱼等淡水鱼类外，还有乌龟、鳖、山瑞等

可供饲养和捕捞。石龙镇西南红水河与柳江汇合处，是优越的家鱼天然产卵场。运江、中平、

寺村一带小河汊，还有育高级珍珠的褶纹冠蚌分布。

重晶石矿场一角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 11,388 万元，比 1950 年增长 3倍多，比 1978 年增

长 32%，比 1982 年增长 3.56%，1978 年以来年递增 5.7%。1983 年人均产值 335 元。1984 年工

农业总产值 10,746.24 万元，人均产值 3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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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

1756

2

542

263

32

100

68

21

10

1

6935

4971

135

1185

586

58

100

72

2

17

8

1

8340

6410

144

968

731

87

100

77

2

12

8

1

8928

6745

114

1246

746

77

100

76

1

14

8

1

244

284

56001

130

183

140

29

36

-16

5

27

33

7

5

-21

29

2

-12

5.2

6.2

-3.3

1.0

4.9

4.9



农 业 1984 年有耕地面积 494,154 亩，其中水田 324,443 亩，旱地 169,711 亩。农业人

口 282,428 人（劳力 113,804 人），人均耕地 1.7 亩。

1983 年，全县拥有中型拖拉机、手扶拖拉机、机耕（滚）船等农业机械 2,238 台,61,889

马力，每百亩耕地 12.5 马力。1984 年机耕面积 112,459 亩。

本县是水稻产区，其中寺村、中平、百丈、罗秀、大乐、水晶等 6个乡，是著名的商品粮

基地。1983 年粮食总产 38,038.21 万斤，比 1978 年增 36%，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 12,000

万斤左右。近年来，引进 0.5 粘、细黄粘和早香 17 号等色美质好味佳的优质品种，细黄粘发

展较快，可供出口。1984 年粮食总产 29,836.9 万斤，花生、茶籽等油料 93,237 担。

林 业 现有森林面积 817,400 亩，森林覆盖率为 28.7%。立木蓄积量 150 万立方米。用

材林有马尾松、杉木等。经济林以油茶、油桐为主，还有柑桔、枇杷、黄皮等。

牧 业 牲畜饲养以牛、猪为多。牛主要用于耕作劳役，1984 年末存栏 50,089 头。近年

生猪发展较快，涌现了 1,293 个养猪专业户和重点户。1984 年来存栏 126,839 头，出栏肥猪

67,259 头。

副 业 以种养为主，兼有烧砖瓦、烧石灰、采矿、酿酒、建筑等。1984 年有村街办小企

业单位 1,115 个，产值 183.5 万元。

渔 业 1973 年至 1980 年，共孵化鱼苗 9,860 万尾，除满足本县放养外，还向外县销售

2,400 万尾。1984 年，全县养殖水面 4,825 亩，生产淡水鱼 3,914 担，虾 40 担，孵化各种鱼

苗 686 万尾，鱼种 377 万尾。其中国营养殖场 3个，职工 23 人，养殖水面 198 亩。

土特产品 红瓜子：本县盛产“石龙红瓜子”，色泽鲜红，粒大饱满，嚼后有余香，历来

行销广东、港澳和东南一一带。1984 年总产 10,822 担，比 1983 年增加 2,253 担。其中运江

镇产量最多，占全县的三分之一。

柑桔：县产柳蜜柑，1984 年出产 57,000 多担。此柑汁多核少，清甜可口。除制作罐头食

品外，还远销北京、唐山、青海等地。

桑蚕茧：本县种桑养蚕，始于六十年代后期，经过多年改良，大力推广，蚕茧品质优良，

茧大色白，单茧丝长达 1,500 多米。1984 年出产 870 担，全部销往南宁绢纺厂。

黄麻种子：系本县传统产品，颗粒饱满、纯净、发芽率高。行销河南、湖北等地。全县年

产黄麻种子约 6,000 担。

粉葛：其性凉，既可入药，又可作菜肴。运江镇新运村所产粉葛，个大渣少，品质特优。

水 利 解放后，兴修水利一直放在全县农田基本建设的首位，效益十分显著。至 1982 年

止，全县兴建大、中、小型引水工程共437处，总流量为25.85立方米/秒，有效灌溉面积182,400

亩，修建中小型水库 87 处，山塘 345 处，总库容达 10,636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109,400

亩；建设机电抽水工程 495 处，装机 838 台，17,888 马力，有效灌溉面积 61,000 亩。1982

年三类水利工程的有效灌溉面积共 352,800 亩。1984 年有效灌溉面积 278,580 亩，水利设施

利用率有所降低。

工 业 解放前，本县只有一些小手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作坊。1983 年，国营工矿企业有：



矿粉厂、重晶矿公司、糖厂、大蒙锰矿、农机修造厂、电机厂、水厂、大米厂、综合加工厂、

印刷厂和食品公司、3个国营林场，共有职工 1,282 人，产值 1,309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的 53.2%。其中较大的糖厂有职工 263 人，年产值 273.95 万元。矿粉厂有职工 70 人，每小时

可碎矿 3.75 吨，年产值 295.02 万元。重晶矿公司经营的重晶矿，行销河北、天津、大庆以及

美国、英国、印度、罗马尼严等国，1983 年经销量为 301,232 吨。重晶石矿、重晶石矿粉，

都获得 1984 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颁发的荣誉证书。

县管集体工业主要有二轻局直属厂、红砖厂等，1983 年产值 156.95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

产值的 6%。

乡镇企业，1983 年共有 59 个，职工 2,677 人，产值 994.22 万元。

1984 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为 2,503 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 1,300.5 万元；县管集体

工业 161.98 万元；乡镇企业 998.52 万元。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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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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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

比

1950 年

增长%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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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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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

其冲:轻工业

重工业

4.3

4.3

－

100

100

－

1693

1203

490

100

71

29

2656

831

1825

100

31

69

2460

1019

1441

100

39

61

57109

23598

－

45.3

-15.3

194

-7.4

22.6

-21.0

7.7

-3.3

24.1

注：不包括下田锰矿的产值。

电力：1983 年有小水电 200 多处，装机 396 台，可发电 30 万度。全县年用电量 2,000 万

度，主要靠西津电站输送。1984 年有乡办电站 3个，装机容量 230 千瓦；村办电站 29 个，装

机容量 323 千瓦。

交 通 解放前的交通运输，主要靠水路和肩挑人扛。1983 年，全县共有公路 9 条，241

公里（其中柏油路 35 公里），各种客货车 313 辆，县城至 12 个乡镇都通了班车。公路可直达

柳州、南宁、桂林，年总客运量 944,180 人次。

柳江河段航道 65 公里，沿岸的运江、石龙、泉州三镇，可用水路运输。1950 年全县只有

182 艘木帆船，1,395.8 吨位；现已全部改为机动船，1,757 马力，1,868.8 吨位。近年来又新

增铁壳船 6 艘，320 马力，420 吨位。1983 年的总运载量为 21,045 吨。乘客船可直达梧州和

柳州。

邮 电 1984 年，全县有邮电局、支局、所 11 处。121 个村（街）委会都有邮路和电话相

通。主干邮路长 320 公里，农村邮路长 1,337 公里。有长途电报电路 1 条，长途电话电路 3

条，安装电话单机 631 部。全年业务总量（合农村电话）336,949 元，业务收入（含农村电话）

294,540 元。

商 业 1983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6,35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27 倍；农副产品收购

总额 3,23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92%；出口商品收购总值为 733 万元。1984 年，全县商业网



点 2,879 个，从业人员 4,996 人。其中国营 73 个，813 人；县社 232 个，627 人；集体 176

个，610 人，代销店 150 个，200 人；个体 2,248 个，2,746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5,837 万

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3,517 万元。

财政金融 1983 年，全县财政总收入 1,241.7 万元（包括自治区补助 207.7 万元），支出

1,243 万元，收支基本平衡。城乡居民储蓄额 1,224 万元，比 1978 年增加 7 倍，其中农民存

款 614.9 万元，比 1978 年增 37.3%；农贷款发放 976 万元，比 1978 年增加 158%；累计收回

89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36%。1984 年，全县财政总收入 942 万元（含桐木镇），总支出 1,371

万元（差额自治区补）。年末社会存款额 1,528 万元，其中农民存款 663 万元。

人民生活 1983 年，农民人平均口粮 793 斤,比 1978 年增长 35%；农民人平均收入 209 元，

比 1978 年增长 161%；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工资 802 元，比 1982 年增长 12%；集体企业职

工人均工资 610 元，比 1982 年增长 4.1%。1984 年，农民人均口粮 706 斤，人均收入 250 元；

职工工资总额（含奖金和补贴）1060 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工资 1,165 元；集

体企业人均工资 715 元。

由于不断的完善生产责任制和普及农科知识，农村商品生产发展较快。1983 年有 10 个农

户收入超过 1万元，1984 年有近 100个农户（居民）收入超过 1万元。1983 年共售出手表 15,115

只，比 1978 年多 13,277 只；缝纫机 8,246 台，比 1978 年多 6,769 台；自行车 12,546 辆，比

1978 年多 8,785 辆；电风扇 785 台，比 1978 年多 710 台；收音机 2,353 台，比 1978 年多 1,893

台；电视机 329 台，比 1978 年多 289 台；洗衣机 26 台。1983 年，城镇农村私人建房面积 137,281

平方米。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有小学 123 所，学生 12,400 人；初中 1 所，学生 250 人，教职员

15 人。1984 年，全县有中心小学和完全小学 115 所，复式教学点 418 个，学生 47,748 人，入

学率为 94%，教职员 1,928 人（其中民办 1,199 人）。完中 3所，农技中学 1所，初中 16 所，

学生 9,706 人，教职员 1,090 人。县幼儿园 1所，入园儿童 362 人，幼托教工 21 人。1978 年

至 1984 年高中毕业生共 9,324 人。1977 年至 1983 年，考上大专 378 人，中专 904 人；1984

年考上大专 97 人，中专 157 人。1982 年以来，被评为自治区先进教师、班主任。优秀辅导员

10 人，全国优秀班主任 1人。

象州中学师生在作实验



1978 年以来，共集资 382 万元，兴建了 40 幢共 4.8 万平方米的教学、宿舍大楼。

科 技 有农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等 3个科研单位，乡镇农技推广站 11 个。已评定

技术职称的有 203 人。其中工程师 7人，技师 1人，主治医师 6人，农艺师 9人，畜牧兽医师

2人；助理工程师、助理兽医师、助理农艺师 96 人；工程、农业、畜牧兽医技术员 82 人。县

科协及其所属学会共有会员 1,149 人。科技成果获自治区奖 3 项，其中，《为害水稻菲岛毛眼

水蝇的初步研究》在《昆虫知识》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自治区山区开发中心 1984

年下达的柑桔、桑蚕、生猪 3个科研项目，已取得初步成果，全县柑桔产量比上年翻了近两番，

桑蚕比上年增长 2倍多。县科协 1983 年被评为全国科协系统先进单位。

文化艺术 现有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11 个。县图书馆 1 个，藏书 7.7 万册。县城电

影院 1所，乡镇电影管理站 10 个，农村电影队 99 个。县文工团 1个。县广播站 1个，乡镇转

播站 11 个。县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11 个，1983 年被评为全国新华书店先进单位。

卫 生 1949 年，全县仅医院 1所，医务人员 5人。1984 年，有县人民医院、防疫站、妇

保站、皮防站，以及乡镇卫生院 11 所，门诊所 13 个。有病，床 308 张，医务人员 327 人（其

中卫生技术人员 314 人）。校医室 14 个。已采取计划生育措施的有 24,047 人，占应采取节育

措施育龄妇女的 61%。有 833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1984 年全县有运动场 2处，篮、排球场 315 处。1971 年至 1976 年连续 6年获地

区男子篮球冠军。历年来为自治区、地区、大专院校输送体育人才 50 名。

文物胜迹
热水村热泉 距县城 10 公里的热水村田垌，有热泉多处。清晨远望，田垌就象一个巨大

的蒸笼，白烟袅袅。许多热泉带着串串珍珠似的汽泡，从地下喷涌出来，明明净净，终年不息。

泉口的最大流量为 235 吨/时，最高水温为 85 度℃，10 来分钟即可煮熟鸡蛋。泉水含有多种

化学元素，对疥疮有止痒杀菌效力，疥疮病人去热泉浸泡，每次 1~2 小时，每天 1~2 次，几

天即愈。对风湿也有疗效。目前已开始综合开发利用，在那里建起了广西第一座地热电站，中

国水产养殖公司与地方联办的水产良种场，亦于 1984 年竣工投产。

象州塑泥盆纪地层 大乐乡附近的石朋岭，是正常的浅海沉积，有以灰岩、泥灰岩为主的

广泛出露的泥盆纪地层，被地质学界命名为象州型泥盆纪地层。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的科研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许多距今 3亿多年的珊瑚腕足、牙形刺、竹节石等古生物化石。

这些古生物化石的发现，不仅是象州型地层划分与对比的基础，而且与南丹型和欧洲有关地层

的对比提供了重要依据。对解决国际上长期争论未决的下泥盆统和中泥盆统的界线问题，对地

质测量，找矿勘探工作，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材料。1979 年 7 月，由西德、英国、美国、法国、

加拿大、日本和比利时的 7名专家组成的国际泥盆纪代表团，慕名来到石朋岭，进行了野外地

质考察，采集古生物化石标本。

岭南汉代古墓群 大乐乡岭南村的哨垒岭、马道岭、旧圩岭和木棉岭，巳探明有汉代古墓

73 座。这些古墓封土完好，呈圆形，直径 11 米，高 2米左右，大多数墓顶都是光秃秃的黄红

色泥堆。1981 年自治区博物馆等单位组织的文物普查队，在这里采集到了被认定是汉代的水



波纹、方格纹陶片和无轴陶缸残片。

著名人物
刘策奇(1894－1927) 象州镇人。原名郑之拭，曾用名郑平山、郑静山。1926 年初考入广

西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以特派员身份到北流县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主任兼教授。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9月于北流县被国民党逮捕杀害。解放后追认为烈士。

郑晴山(1895－1927) 象州镇人。又名刘小珍，笔名刘啸真。1922-1925 年，在象州县立

第一小学任教期间，搜集整理和撰写了大量有关壮、瑶民俗的歌谣、传说和论述，发表于北京

大学《歌谣周刊》、《国学周刊》的有 74 首（篇），被吸收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

通讯会员，并得到鲁迅的关怀指教（见《鲁迅全集》第 9集 344 页）。1927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同年 6月，调南宁广西省农民部。两次被国民党逮捕，11 月 17 日被害于南宁第二监狱。

解放后追认为烈士。

李忠惠(1903-1931) 寺村乡西大乌村人。1927 年担任象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主席，积

极宣传、组织各乡农民协会，实行“二五”减租。1931 年 1 月 6 日被国民党逮捕，次日被害

于象州北门。

郑献甫(1801－1872) 寺村乡白石村人。原名存紵，号小谷，晚号识字耕田夫。清道光十

五年（1835 年）进士，官刑部主事。不久辞官引退，先后在桂林秀峰书院、柳州柳江书院、

广州越华书院、象州象台书院讲学，凡二十年。著作有《辅学轩文集》、《鸦吟集》等二十一卷

五集。同治九年(1870 年)编纂《象州志》二卷四帙。

谭绍光(?－1863) 壮族。百丈乡三婆村人。太平天国后期杰出将领，封慕王。1862 年 1

月，他率部在浦东与湘、淮军及外国“常胜军”作战，毙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俘“常胜军”

副领队法尔思德，败清总兵况文榜，步步进逼上海。1863 年 11 月，率部在苏州与英国戈登“常

胜军”作战，毙敌官兵 200 余人。12 月 4 日在苏州被叛将杀害。

苏寿松(1873－1939) 象州镇人。字竹君，号瀚涛。早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早稻田

大学，并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清宣统元年，回国任广西学务公所议绅兼模范小学校长。1916

年，任省长公署教育科长。1936 年，编纂《象县志》五卷。（未付梓。）1939 年病逝予象州。

重要事件
洪秀全打毁甘王庙 1847 年洪秀金第二次到广西，在桂平紫荆山区与冯云山会合。为了进

一步扩大“拜上帝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了破坏偶像、捣毁神庙的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

是捣毁象州大樟甘王庙事件。象州有甘王庙多处，大樟（今属金秀瑶族自治县）甘王庙离紫荆

山区不远，当时流传着“甘王显灵”的迷信，象州州官还给甘王菩萨送过龙袍。洪秀全与冯云

山、卢六等人，赶了两天山路，于 1847 年 10 月 26 日到大樟，亲自动手打毁了甘王偶像。他

历数甘王欺骗人民，作妖作怪，害累世人等十大罪状；挖出甘王眼睛，割去胡须，踏烂风帽，

扯碎州官奉送的龙袍；然后在庙壁上题诗和写“天条”，警告“永不准复立此妖庙，仍拜此邪

魔。倘敢抗命，定与此妖一同治罪”。这一事件“传闻甚远”，“拜上帝会”的名声也就越来越



大了。

中平之战 1851 年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西征武宣东乡，5月 16 日，进入象州境，在中平

圩建立总部，以百丈圩、新寨为犄角。清廷派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

办军务，率军 1万人前堵后追，双方战于独螯峙、良山村和马鞍山。6月 9日，太平军过中平

河攻清军，佯败诱敌渡河，撤堰发伏，大败清军，击杀参将以下官员 15 人，马步兵 240 余人。

同日，太平军 7勇士冲击清军威宁镇营盘，营外炮兵逃入营内，太平军乘势冲击，敌军千人弃

营奔溃。

百丈乡反“围剿”战斗 1949 年 9 月 1 日、3日，游击队驻地百丈乡屯鸾村，遭到国民党

保安团及民团数百人的围攻。游击队和民兵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敌败退百

丈圩，我桂中游击总队八大队主力及民兵一千余人趁势赶来，将敌紧紧包围于百丈圩五天六夜，

至敌大批援兵到后，主动撤退。驻屯鸾村的游击队 10 多人及群众 200 余人，凭藉围墙、地堡，

继续抗敌二昼夜，后乘风雨夜撤退进山。是役国民党军队伤亡 30 多人，游击队伤亡 2人，群

众伤亡 13 人。

建国初期的剿匪战斗 1950 年初，在县境活动的国民党溃散官兵和土匪，共 11 股 2,500

余人，不断对新生的区乡人民政权进行骚扰袭击。1月 12 日，解放军在地方人民武装配合下，

对盘踞中平圩股匪发起攻击，俘国民党少将 1人、交警大队 300 余人、匪团长以下 404 人；毙

匪团长以下 300 余人；缴获各种枪炮 268 支（门），子弹 6千余发。牺牲解放军 33 人，民兵 6

人。6、7月间，流散的股匪，乘解放军转移，重新麕集，发起全县性暴动。解放军在地方人

民武装配合下，又对土匪发起全面进剿。马坪圩一仗，毙匪司令以下 210 余人，溺死 100 余人，

俘 100 余人。马旦村一仗，毙匪团长以下 264 人，俘 205 人。大乐乡一仗，毙匪师长以下 166

人，俘 366 人。百丈圩一仗，毙伤匪 66 人，俘 280 人。妙皇乡一仗，歼匪 68 人。从此股匪退

入大瑶山。1951 年初大瑶山会剿时，在象州设东路指挥部，在百丈歼灭了突围的股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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