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 福 县

永福县以盛产罗汉果闻名，矿产重晶石因质优而远销国外。境内雨量充沛。湘桂铁路贯穿南北，

交通方便。古迹百寿岩中的石刻“百寿图”是我国南方摩崖石刻中的珍品。

位置面积 永福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东北与临桂相连，东南与阳朔、荔消毗邻；

西北与融安交界，西南与鹿寨接壤。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63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90.5 公里，总

面积 2,805.92 平方公里，合 4,208,880 亩。大体上分为“八份山岭份半平，半份水面和丘陵”。

县治永福镇，北距桂林市 40 公里，南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72 公里。

建置沿革 今永福县为原永福与百寿两县合并组成。秦属桂林郡。汉为始安、潭中县地。

晋太康初，置常安县，这是百寿最早建县。至隋初复并入始安。唐武德四年(621 年)，析始安

为永福、纯化等县，永福因县治南五里有永福山得名，此为永福谩县之始。纯化即晋之常安县，

唐永贞初更名慕化县。唐乾宁三年(896 年)祈慕化增置古县，又于宋嘉祐六年（1061 年）撤销

慕化并入古县。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古县更名古田县，明隆庆五年（1571 年）改为永宁

州。时永福之名不变，亦属永宁州。清代，永宁州、永福县均属桂林府。民国二年（1913 年），

永宁州改为永宁县，次年又改名古化县。至民国二十年(1931 年)，因县城附近有百寿岩，遂

改名百寿县。永福之名仍不变。建国后，于 1952 年将两县合并，仍沿用永福县名至今。

行政区划 全县划分为 9个乡：桃城、罗锦、堡里、苏桥、广福、寿城、三皇、永安、龙

江；1个镇：即永福镇。下辖 97 个村民委员会，1个街道居民委员会，2,204 个村民小组。县

治永福镇，共有 3,027 户，12,613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总人口 237,841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85 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 14.68‰。民族主要是汉族。据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各族人口所占比例为：汉

族 206,738 人，占总人口的 89.33%，壮族 17,193 人，占总人口的 7.43%，瑶族 6,375 人，占

总人口的 2.75%，回族 976 人，占总人口的 0.42%，其他仫佬、京、侗等族共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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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50 32945 35860 43780 36.60 32.89 22.09

总 人 口 122350 145990 149629 231419 89.15 58.52 54.68

性别

构成

男 62930 74630 76549 118793 88.77 59.18 55.19

女 59420 71360 73080 112626 89.54 57.83 54.11

地区

构成

城 镇 2760 4239 7070 12593 356.27 197.07 78.12

农 村 29290 141751 142559 218826 647.10 54.37 53.50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西北部、东南部是海拔 1,000 米左右的山地；西南部是海拔 300-500 米左右

的石山峰林，其间夹有小块河谷平地；东北部一带为 200 米以下的冲积平原，是良好的农作基

地；中部有天平山和大崇山自北而南隆起，形同屋脊，两侧有狭长谷地。

山 脉 天平山脉南端从北面的龙胜、临桂亘绵入境，再分为大雾山和大崇山两支。西北

部的大雾山是永福与融安交界山，因主峰得名，走向先偏西南复折向正南，主峰大雾山海拔为

1,291.6 米；比较高的山峰还有香炉岭，海拔 1,220 米；黑石界，海拔 1,250 米；均位于两县

交界处。在中部，先是天平山脉南端，接着是大崇山纵贯县境；其中天平山脉的石围岭在与临

挂交界处，海拔 1,391 米；大崇山主峰登云山海拔 1,253 米，为永福境内最高峰。县东南部地

区属驾桥岭，比较高的山峰有摩天岭，海拔 1,228 米；三县界，海拔 1,170 米。全县海拔在

1,000 米以上的山峰共有 12 座。

河 流 县内共有大小河流 63 条，总长 326.3 公里，以起源于龙胜的洛清江为主干。洛清

江自临桂两江流入县境，纵贯东部天平山、大崇山与驾桥岭之间的狭长谷地，于南部的广福乡

流出县境后至鹿寨汇入柳江，流经永福境内 57 公里。其支流有源于天平山脉的西河、龙江河、

寿城河，源于大崇山的大势河，源于东南部驾轿岭的茅河、金鸡河以及东部的相思江等；另有

西南部桐木河、喇塔河以及三皇、永安的两条地下暗河，南流至鹿寨中渡后，亦汇入洛清江。

气 候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短夏长。年平均日照 1,527.8 小时。年平均

气温 18.6℃，7月最高，平均 27.9℃，1月最低，平均 8.1℃，极端最高气温 38.8℃，极端最

低气温-3.8℃。全年无霜期平均 313 天。年平均降水量 2,001.1 毫米，最多达 2,750.6 毫米，

最少也有 1,441.2 毫米，是全国雨量充沛的地区之一，也是广西的多雨中心之一。主要灾害性

天气：春季有低温阴雨，夏季有暴雨洪涝，秋季有干旱和寒露风，冬季有寒潮冰冻，2-4 月间，

局部地区还有冰雹大风。

土 壤 全县分为水稻土、石灰土、红色石灰土、紫色土，冲积土、红壤等 6大土类。其

中耕地以水稻土为主，占 81%以上；红壤次之，占 10.3%，其余石灰土、紫色土、红色石灰土

等约占 7.7%。全县土壤好的一面是：在平缓地带及河流沿岸，地势开阔，阳光充足，质地适



中，是水稻生长的良好环境，这类稻田占全县稻田面积的 59.1%；一些岭坡、山㟖则适宜发展

水果生产。但又有障碍因素，主要是缺钾少磷，有机质含量低，耕作层浅薄，部分稻田潜育化，

部分偏酸或偏碱。

资 源 森林：全县有自然森林 1,610,787 亩，其中用材林有松、杉、樟等，野生果树有

山楂、橡子、猕猴桃等，竹类有毛竹、黄竹、筋竹等。野生动物：有金猫、云豹、苏门羚、麝、

毛冠鹿、果子狸、穿山甲等珍贵动物 18 种，属国家保护动物。野生鱼类：有鲤、鳜、鲶、斑、

娃娃鱼、塘角鱼等共 20 多种。矿藏：主要有铁、铅锌、铜、重晶石、石灰石等，目前已开采

的有 3种。其中重晶石藏量在 500 万吨以上，且具合硫酸钡品位高、部分矿床覆盖层浅薄、储

量集中等特点。石灰石藏量亦极为丰富。水力：全县河流地表水年径流量 57.84 亿立方米，水

力理论蕴藏量 33 万千瓦，其中可开发 5.43 万千瓦，现巳开发和正在开发的有 6,000 千瓦。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 10,361 万元，是 1949 年的 13 倍，比 19T8 年增长

27.4%，比 1982 年增长 5.5%，从 1978 年至 1983 年，每年递增 4.88%。全县人均产值 442.8

元，比 1978 年增加 160.1 元，比 1982 年增加 18.2 元。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9,845 万元，比

1983 年减少 516 万元，下降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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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43

637.22

3.74

131.65

2.82

100

82.18

0.48

16.98

0.36

5962.8

3191.0

420.0

758.0

1580.0

13.8

100

53.52

7.04

12.71

26.50

0.23

6554

3945

488

1274

816

31

100

60.19

7.45

19.44

12.45

0.47

6727

3445

522

1355

1372

33

100

51.21

7.76

20.14

20.40

0.49

767.5

440.6

13857.2

929.2

48552.4

12.81

7.96

24.29

78.76

-13.16

139.13

2.64

-12.67

6.97

6.36

68.14

6.45

2.03

1.28

3.69

10.17

-2.33

15.64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330,200 亩，其中水田 259,800 亩，旱地 71,400 亩。旱

涝保收田 171,400 亩。农业人口 218,087 人（劳动力 93,474 人），人均耕地 1.51 亩，其中水

田为 1.2 亩。水稻耕作制解放前一般为单季稻，产量很低。解放后普遍推行双季稻，并推广优

良品种，产量成倍增长。

1983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3,755 台件，共 80,883 马力。其中农用汽车 40 辆，3,510

马力；中拖 82 台，3,322 马力；手拖 909 台，10,890 马力；抽水机、动力打谷机及其它农业

动力机械 1,134 台，15,995 马力；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及畜牧业加工机械 1,590 台，4,166 马力。

现有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24.1 马力，其中耕作机械 14,212 马力，每百亩耕地占有

4.3 马力。



粮、油、蔗、麻、木薯：1978 年至 1983 年，五年间粮食递增 5.3%。1984 年，粮食总产

17,790 万斤，比 1983 年减少 3,639 万斤。油料总产 2,185 担，比 1983 年增长 516 担。甘蔗

总产 231,530 担，比 1983 年增长 35,582 担。黄红麻产量 1,508 担，比 1983 年增长 902 担。

木薯产量 13,613 担，比 1983 年减少 5,985 担。粮食收购 3,147 万斤，油料收购 1,630 担，甘

蔗收购 103,440 担，黄红麻收购 719 担。1984 年，全县农村产业结构经过调整有所改变，粮

食播种面积比 1983 年减少 4%，农业产值与林、牧、副、渔各业产值的比重已由 1983 年以前

的 64 大体改变为 55，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正在扩大。因此，1984 年粮食虽然减产，而整个农

业总产值（包括林、牧、副、渔）却增加了 173 万元，比上年增长 2.64%。

林 业 现有森林面积 1,972,410 亩（人造林 361,623 亩），森林覆盖率为 38.27%，立木

蓄积量 4,835,221 立方米。其中经济林油茶、油桐 109,882 亩；柑、橙、柚、山葡萄等果林

11,761 亩，毛竹 48,498 亩。全县有 2个林区乡，2个县办林场，5个乡办林场，20 个村办林

场。全县还有待开发的宜林荒山荒地共 939,490 亩；占全县待开发荒地 1,273,668 亩的 73.8%。

牧 业 1984 年，全县共有耕牛 42,900 头，比上年增长 10.2%；生猪年底存栏数 86,706

头，出栏 68,500 头，比 1983 年增长 21.6%，国家收购 19,169 头。全县现有牧场 199,674 亩，

还有待开发的宜牧荒地 287,402 亩。

副 业 县内农民以种、养为主要副业，兼营烧石灰、烧砖瓦、木器加工及编织竹器等。

种，主要是种植罗汉果等经济作物和培植香菇、木耳；养，即饲养家禽、家兔、蜜蜂等。1984

年国家收购活鸡 10,137 只，收购蜂蜜 3,200 斤。

渔 业 全县现有养殖水面 13,479 亩，年产淡水鱼 7,500 担。有县办鱼种场 1 个，水面

70 亩，年产成鱼 119 担，鱼苗 16 万多尾。

土特产品 罗汉果：葫芦科多年生藤本植物。果实作饮料或药用，性凉味甘，清肺润肠，

可治百日咳、血燥便泌等症。原为野生，最早于龙江上维一带被引为人工栽培。品种有长滩、

拉江、冬瓜、青皮、红毛、大罗汉等，其中又以长滩、拉江、冬瓜等果为最佳。因永福县的地

理环境、温度、湿度、雨量、光照等自然条件最适宜于罗汉果的生长，所以产量、质量均居于

各县之上。近年来，永福已注意发挥这一优势，罗汉呆生产发展很快。1983 年，全县有罗汉

果 624 万株，产果 1,763 万个，国家收购 1,700 万个；1984 年产果量增至 1,910 万个。县制

药厂 1984 年生产罗汉果冲剂、罗汉果止咳露、罗汉果晶、罗汉果灵芝冲剂、罗汉果苓淮晶等

各种制剂共 203 吨，产值达 262 万元。产品畅销区内外，其中罗汉果冲剂曾远销国外。

罗 汉 果



山葡萄酒：永福山葡萄为野生，果实黑紫色，味酸甜可口，石山、土山均有生长，亦有引

为家种。永福葡萄酒厂用山葡萄酿制的山葡萄酒，色、香、味具佳，1973 年和 1979 年两次荣

获自治区优质产品奖，1983 年又获自治区名牌产品奖。1984 年，永福葡萄酒厂共收购山葡萄

38 万斤，可生产山葡萄酒 38 万斤，当年已酿出酒 2 万斤，产值 16,500 元。为发展山葡萄酒

的生产，目前县内正在大面积引种山葡萄，计划到 1986 年建立起 1万亩的山葡萄生产基地。

桂花橙：果甜肉嫩，汁多渣少，略带桂花香味，故称。1980 年在桂林地区橙类决选和自

治区复选中，均获一类第一名，是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优良品种。1983 年全县共有橙树 6,000

株，1984 年增加到 1万株。

娃娃鱼：俗称狗鱼。是上等宴席的佳肴美味。主要产于龙江的龙隐、上维、丹江一带。永

福娃娃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为不可多得的珍品。但因近年来捕捉过度，数量已日渐稀少，

极需加强科学养殖。

金银花；野生药用植物。性寒味甘，清热解毒。主治温病发热、热毒下痢、疮疡等症。亦

可作清凉饮料。主要产于三皇、永安、寿城一带，1983 年国家收购 21,978 斤，1984 年收购

8,982 斤。最高年收购量可达 9万多斤。

桐油：为重要化工原料。全县现有油桐林28,382亩，1984年产油桐籽3,701担，榨油85,000

斤。

茶油：为食用植物油，亦作工业用油，榨油剩下的茶麸是肥料，还可制农药。全县现有油

荼林 81,500 亩，1984 年产茶籽 13,989 担，榨油约 30 万斤。

松脂：可加工为松香和松节油，是重要化工原料。全县有松林 377,000 亩，年产松脂约

5,500 担。

棕榈片：又叫“棕衣”，可制绳索、毛刷、地毯、床垫、沙发垫、蓑笠等，多栽于园地边，

村边及空余坡地。1983 年，全县收购量为 359 担，1984 年为 388 担，最高年收购量可至 734

担。

冬纸：俗称火纸，用嫩毛竹沤制后加工而成，可用于包装，亦可制成更高级的纸。1984

年收购量 1,115 担。

香菇：用新鲜香菇烘干而成。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煎水服用，还可治野菌中毒。近年来

人工栽培数量渐多，约达 50%。1984 年全县香菇收购量为 62,800 斤，最高年可达 8万斤。

水 利 全县现有中型水库 3 座，小型水库 53 座，有效库容量 13,441 万立方米，可灌溉

农田 121,582 亩，塘坝工程 163 处，有效库容 506 万立方米，可灌溉农田 10,676 亩。提水工

程有电灌站 74 处，抽水站 159 处，共可灌溉农田 90,578 亩。还修有水库配套渠道 349 公里。

总计各类水利工程设施有效灌溉面积为 235,407 亩。

工 业 1984 年工业总产值 3,118 万元，比 1983 年减少 689 万元，下降 18.1%。全县国

营工矿企业有氮肥厂，水泥厂、轴承厂、农机修造厂、大修厂、重晶石矿、铅锌矿、矿粉厂、

砖厂、糖厂、葡萄酒厂、制药厂、包装厂、印刷厂等 25 家（其中县属 23 家，自治区、地区属

各 1 家），职工 3,049 人，1983 年产值 3,184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83.6%。县属国营企



业中较大的矿粉厂现有固定职工 109 人，临时工 73 人，1984 年生产矿粉 4.18 万吨，产值 384

万元，利润 103 万元；其中重晶石矿产品以含硫酸钡品位高而驰名中外，深受海洋石油部门的

欢迎。1983 年，有县管集体企业 59 个，产值 620 万元。乡镇企业 168 个，年收入 1,099.6 万

元。个体工业户 117 个，产值 3万元。近年来获自治区奖励的工业产品有：县矿粉厂生产的“凤

山牌 200 目重晶石粉”和县葡萄酒厂生产的“凤山牌精制山葡萄酒”，获自治区名牌产品称号，

县制药厂生产的“桑菊感冒片”，获自治区优质名牌产品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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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

20.91

100

100

2170

1028

1142

100

47.37

52.63

3815

1988

1827

100

52.1

47.9

3807

1998

1809

100

52.5

47.5

18106

9455

75.4

94.4

58.4

-0.20

0.50

-0.99

11.9

14.2

9.6

注：1983 年总产值不合乡镇企业产值。

电力：1984 年，全县有发电站 16 座，总装机容量 4,137 千瓦，发电量 1,147 万度，其中

水电 1,116 万度。另有农村小水电站 10 座，装机容量 1,470 千瓦，1984 年发电 250 万度。全

县 10 个乡镇中有 6 个已并通电网，有 7个乡镇供电正常，70%的行政村、50%的村民小组已用

电灯照明。

交 通 全县交通，以陆路为主。1984 年，全县有公路 28 条，总长 276.2 公里，另有矿

山及乡村公路 155 公里。县城及三皇、永安、龙江每天均有通桂林班车往返；另寿城、三皇为

桂林至鹿寨、融安的必经之地，每日都有对开班车经过。县内 10 个乡镇也全部通班车。全县

现有各种型号汽车 228 辆，其中私人汽车 48 辆。1984 年县汽车站及新成立的二运公司客运量

173.03 万人次，货运周转量共 1,014,431 吨公里。

湘桂铁路纵贯县境 77 公里，途经县城，在县内设有火车站 8个。

水路运输由于水源减少，现通航里程仅 72 公里，比解放前减少 51.4%。其中西河 62 公里，

洛清江（永福至苏桥段）20 公里，均只通一二千斤木船。1984 年航运公司完成货运量 18,898

吨，周转量 33,108 吨公里。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共 10 处，1984 年邮路总长 1,721 公里，有 68.4%

的乡村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617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6 条，共安装电话单机 520 部。1964 年

县城开始开办民用无线电业务，现有收讯机 1台，传真机 3台。

商 业 1983 年有商业零售网点 903 个，从业人员 1,584 人，其中国营网点 164 个，从业

人员 560 人，集体网点 137 个，从业人员 304 人，个体商业网点 602 个，从业人员 720 人。1984

年商业零售网点增至 1,654 个，从业人员增至 2,494 人，其中个体商业网点增加到 1,325 个。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984 年为 5,303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1,418 万元；其中集市贸易额 1,438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235 万元，增加幅度达 20%。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1,571 万元，比 1983 年



减少 686 万元。

财政金融 1984 年财政收入 602 万元（另上级补贴 237.6 万元)，财政支出 891.5 万元。

全县城乡储蓄额 1,129 万元，比上年增长 29.6%。农业贷款发放到 1978 年底止，余额 426.5

万元，自 1978 年到 1983 年底共发放 1,940 万元，累计收回 1,596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全县农村人均吃粮 559 斤，比 1983 年减少 100 斤，农民平均收入 243

元，比1983年增长3.7%。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平均月基本工资49.5元，比1983年增长3.43%。

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1984 年全县共销售大件耐用及高档商品 31,156 件，其中手表

7,359 只，缝纫机 1,809 架，电视机 272 台，收音机 1,449 台，录音机 148 台，电风扇 1,105

台，洗衣机 92 台，自行车 3,774 辆。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仅有县立初中 2所，小学 115 所，共有在校初中生 295 人，小学生 3,503

人，中小学教工 441 人。到 1984 年，已有教师进修学校 1所，教职工 18 人。高中 2所，在校

学生 966 人；初中 16 所，在校学生 4,884 人；农业高中 1所，在校学生 198 人（其中农科班

114 人）；中学教职员共 517 人。有小学 101 所，教学点 259 处，在校学生 33,410 人，适龄儿

童入学率达 97.1%，小学教职工 1,498 人。幼儿园 26 所，入园儿童 1,507 人；托儿所 1 所，

入托幼儿 90 人。到 1983 年止，全县历届高中毕业生共 10,692 人，升入大学的 193 人，升入

中专的 336 人。1984 年高中毕业生 297 人，升入大专有 41 人，升入中专的 46 人，还有电大

学生 10 人，函大学生 36 人，成年人考上大学的 26 人。

科 技 县有农科所、农机研究所等科研单位，还成立了县科普协会。1983 年有农艺师、

工程师、统计师、畜牧兽医师 16 人；有助理农艺师、助理工程师、助理统计师、助理会计师、

助理畜牧兽医师 118 人；有工、农业技术员 127 人；有经县科委考核合格发给证书的农民技术

员 76 人；有主治医师 9人，医师 79 人，医士 202 人。全县近几年取得的科研成果中，获国家

有关单位协作奖 2项，获自治区有关单位奖 10 项。其中比较重要的项目有；“稻田褐飞虱发生

规律及其预测预报技术改进”、“猪蹄义穴电针疗法改进”、“千年桐桂皱 27 号等四个无性系推

广”、“综合防治稻瘟病技术改进”、“稻草还田技术推广”、“罗汉果栽培推广”等。

文化艺术 有文化馆 1 所，下设乡镇文化站 9处，图书馆 1个，藏书 70,816 册。县城有

电影院、剧院各 1座，有乡镇电影放映场 9处，其它定点放映场 50 处。县内还有桂剧团 1个。

县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10 个。全县有县广播站 1个，各乡广播放大站 9个，共有广播扩大机 18

部．广播喇叭 6,520 只。有电视差转台 6 痤，1984 年底全县电视机拥有量 1,730 部。被称为

漓江画童的龙亚梅、龙亚林蛆弟，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和国际儿童美展，并发表在国内外刊物

上，一些刊物还对作品和作者作了专门介绍，在日本举办的“第十三届国际少年儿童美展”中，

龙亚林获金质奖，并获 1984 年全国少年儿童美展的纪念奖章。

卫 生 1949 年，仅有县立医院 2 所，设备简陋。至 1984 年，已有县人民医院、县中医

院、县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等 4个县辖医疗卫生单位，各乡均有卫生院，部分圩镇还设有诊

所，全县共有病床 281 张，医疗卫生人员 477 人。乡村卫生所 97 个，卫生员 486 人，接生员



289 人。1984 年，全县育龄妇女 47,601 人，应节育的 28,618 人，已采取节育措施的 18,752

人，节育率为 65.5%，有 1,073 对夫妇已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县城有带看台的灯光球场 1 个，乒乓球室和筒易举重房各 1个；1984 年建成县体

育练习馆，建筑面积为 1,560 平方米，是目前桂林地区最大的体育练习馆。全县已有 15 人达

国家三级运动员标准，19 人达国家少年级运动员标准。1983 年参加地区和自治区各项比赛的

运动员，共获金牌 24 枚，银牌 16 枚，铜牌 17 枚。在 1984 年全国伤残人运动会上，永福夺得

2枚金牌，1枚银牌，1枚铜牌，自 1976 年以来，全县已向区体工队、体校输送运动员 15 人。

特殊风俗 服饰：瑶族妇女的衣裙、头巾多用彩线绣花，再镶上花边、珠子等，既美观，

又显示出独特的民族风格。婚嫁：本县瑶族盛行男到女家落户的风俗，因而瑶家多以生女为荣。

节气与节日：每年农历二月惊蛰日，农民多习惯沿墙脚撒石灰，防止蚂蚁、蛇虫进屋。农历四

月初八为牛魂节，这天禁止使役，还要给牛喂好的饲料，表现出劳动人民对耕牛的喜爱和重视。

农历六月初六，西部百寿一带的孩子们用花筒（箱）把自己的衣服与花装在一起，沐浴阳光，

称为“暖花”，喻快长大之意。这种习惯现已不多见。

文物胜迹
永宁州城 在距永福镇公路行程 67 公里的寿城圩北，东临寿城河，三面环水。明成化十

三年(1477 年)古田知县陈达始建土城，成化十八年(1482 年)改筑石城。城墙用方块膏石筑成，

高 5 米，厚 2 米。明弘治五年（1492 年）起曾被壮族首领覃万贤、韦朝威、韦银豹等先后占

领达数十年。隆庆四年（1570 年），明军收复。次年，古田县升为永宁州，遂为州城，沿至清

末。永宁之名，有明统治者在镇压起义后期望这里永远安宁之意。明清两代，均经多次修葺。

现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广西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

百 寿 图

百寿岩 亦称“夫子岩”。与永宁州城隔河相望，岩洞宽 9米，高 7米。宋绍定二年（1229



年）知县吏渭镌楷书大“寿’字于顶部石壁之上，寿字长 175 厘米，宽 148 厘米，其中嵌有小

寿字 100 个，篆隶草真，各体均备。整个寿字结构紧凑，笔力道劲。“百寿岩”由此而得名，

民国年间亦因此曾定县名为百寿县。“百寿图”之拓印品曾在东南亚国家受到欢迎。岩内尚有

题字、赋诗、格言、记事等石刻 20 余件，其中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书“宁寿”二字最为珍

贵。现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窑田岭宋代窑址 在县城附近。发现于 1975 年，是一处以烧青瓷为主的宋代瓷窑。窑区

范围南北长 6公里，东西宽 2公里，共有 23 座窑址，分布于洛清江两岸及湘桂铁路永福至广

福段两侧。出土的青绿釉印花瓷器，有碗、盘、碟、壶、灯、砚、瓶、腰鼓等，部分出土器物

曾送自治区和国外展出。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相思埭 又称南陡河、桂柳运河。开筑于唐长寿元年（692 年），分相思水使东西流，沟通

漓江与柳江的人工运河，主体工程在、临桂县。其西流经永福县罗锦乡的铜鼓街、黄洞村弯折

15 里，至苏桥珠江口流入洛清江，再至柳州附近流入柳江。是古代湘、桂、黔交通枢纽及永

福到柳州、桂林的主要通道。随着近代公路、铁路交通的兴起，加之年久失修，今已废弃不用。

凤 山 座落在县城中心，平地崛起，一峰独秀，松竹苍翠。山腰有四季不竭之“玉液池”；

山顶有巨石，上刻大“福”字，长 84 厘米，宽 78 厘米；其西面山腰之岩洞，相传为宋朝状元

王世则读书处，故称“状元岩”。

月山岩 在距罗锦圩约 1里的月山上。其山陡峻，岩洞位于山腰，四面有入口，内宽敞，

有佛像，旧时为白觉寺。岩东南面石壁有诗词、记事等石刻。山下清溪环绕，有一池，因山映

于池内如月，故名月山。

穿 岩 在寿城圩南 20 里。一条大路穿山而过，天成腹道，故名穿岩。岩洞长 60 余米，

可容纳千人。曾是百寿通往三皇、中渡、柳州的必经之路。岩内有“洞天一色”大字石刻，并

有“灵岩一窍”石碑树于南面。

著名人物
汤松年(1908－1984) 别号又新。永福镇人。毕业于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曾任灵川，

象县师范校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校长，桂林市民盟主委。因同情、支持中共地下党，曾遭到

国民党当局迫害。解放后，历任桂林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

协委员等职。1984 年病逝。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王世则(962－?) 永福镇人。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中状元。淳化初以右正言出使

交州，还朝后将交州的政治、经济、风土民情、山川地理形势等编写成资料进于史馆。因劝宋

太宗立皇太子事，曾被贬为象州知县，以理政有道迁永州。后官复原职。

李珙(?－1123) 字温之。古河（今堡里）人。为南宋邕州团练使。金兵南犯，李珙于宣

和五年（1123 年）募勇士三千北上抗金，至衡州（今衡阳）与金兵相遇，力战而死，马革裹

尸。死后封为忠州防御使。

韦银豹(?－1571) 永安凤凰村人。壮族。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 年）起兵占领古田，建

立古田农民政权，屡败明军。后于隆庆五年（1571 年）为明军所俘，解往京城杀害。



吕 璜(1777－1838) 字礼北，号月沧。罗锦尚水人。清嘉庆六年（1801 年）进士，分发

浙江，历任庆元、奉化、钱塘等县知县及海防同知。后归乡主讲于桂林榕湖、秀峰两书院，专

心研究古文，成为桐城嫡派、岭西五大家之一。著有《月沧文集》、《年谱》、《初月楼古文绪论》

等。

李吉寿(1815－1896) 字次星，号万松老人。罗锦崇山人。举人出身，历任清四川名山、

彭县等县知县及知府。后归田陶情于诗、书、画等，尤善墨梅。

子建章(?－?) 字殿侯，苏桥人。清进士第二。历任编修、山东学正等职。

刘 介(1885－1968) 号锡藩。寿城人。曾任梧州广西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广西省立特种

教育师资训练所所长，庆远、三江、融县县长等职。解放后历任桂林民族师范学校校长、广西

文史馆副馆长、自治区政协常委等职。著有《蛮荒小记》、《岭表记蛮》。

侯人松(1889－1954) 字邦贞，号励霜。堡里人。就读于武昌陆军中学时参加辛亥革命。

后任西南各省军政府副官、新八军副军长兼师长等。主张抗日，任吉林抗日义勇军冯占海部总

参议期间，因入关筹款，在北平被蒋介石政府逮捕下狱。获释后回乡，参与创办月山中学和堡

里小学。1954 年被聘为广西文史馆馆员，不久即病故。

陈培松(1890－1914) 字乔荫。寿城人。就读于陆军干部学堂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

在赵恒惕师任排长。后受孙中山指示，秘密潜赴上海，负责广西方面工作。因密制爆炸品不慎，

为衰世凯爪牙所杀，时年仅 24 岁。

肖甘牛(1905－1982) 又名肖钟棠。广福马陂人。壮族。解放前毕业于私立上海大学文学

院，1956 年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作协

广西分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所创作的 28 部文学作品分别由作家出版社及湖北、广西等

八九家出版社出版。长于写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其作品曾获多种奖，其中美术电影《一幅壮

锦》获 1956 年第十二届国际电影节荣誉奖。他的民间故事《灯花》，曾挽救了陷于绝望中失去

生活勇气的日本北岛岁枝母子 3人，为发展中日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张其鍠(1877－1927) 字子武，号无竟。苏桥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进士。分发湖

南主办永州厘金局，旋代理零陵知事，调任芷江知县、南路巡防统领。武昌革命军兴，张改编

所部，为南武军统领。1918 年与吴佩孚结为兄弟。1923 年 7 月任广西省省长。1924 年 6 月，

李宗仁部攻占南宁，张遂下台离开广西。复追随吴佩孚任顾问职。于 1927 年 7 月，随吴述至

河南新野县时被当地红枪会打死。张生前颇以诗文闻名，曾致力于先秦诸子之研究，著作有《墨

经通解》、《独志堂诗文丛稿》等。

王公度(1895－1937) 罗锦岭桥人。毕业于广西政法学校，又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曾任

桂系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处长，南宁军校政训处处长、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广西省政

府委员、桂系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组织训练委员会主任等职。1937 年 9 月，

在有蒋介石插手的桂系内部斗争中被秘密枪决。

重要事件
古田农民起义 明弘治五年(1492 年)，壮族首领覃万贤率领古田农民起义，曾将前来征讨



的广西副总兵马俊所率官兵一举歼灭，并一度与阳朔方面义军配合封锁桂林城。正德年间，义

军首领之一韦朝威（壮族）兵败被杀。其子韦银豹子正德十三年（1518 年）起兵为父报仇，

再次占领古田县城，并建立古疆农民政权，成为明中叶广西农民起义的中心。这支义军转战于

附近 10 余州县，屡败官军，两次攻打桂林城，历时 53 年，前后消灭 10 多万明朝军队。隆庆

五年（1571 年），在明王朝 14 万官军的“围剿”下，义军领袖韦银豹被杀，起义被镇压。

大成军攻占永福 清咸丰八年(1858 年)一月，李文茂率大成军攻占永福县。李部曾在苏桥

与清军激战，后因李受伤，义军退守永福镇，并于 6月退出永福县。

中渡、融县、百寿三县民变事件 1935 年 9 月，融县、中波、百寿三县民众为反对桂系当

局强征壮丁进行军事训练的民团政策，爆发了大规模民变事件，事件的中心在百寿县。当时，

三县民众数千人蜂起包围百寿县城达 3天．但因事变前组织不充分，武器低劣，加以桂林方面

的援兵赶来参加镇压，故而攻城失败，各路群众遂陆续分散回家。事后，桂系当局在百寿大举

“清乡”，逮捕群众 140 余人，枪杀 16 人。

百寿中学学生运动 1947 年，百寿中学的进步师生走上街头，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

迫害”运动，遭到校方和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与迫害。经爱国师生多次进行罢课、示威游行，并

向全国和全县各界呼吁声援，坚持斗争，终于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师生，恢复了被开除学生的

学籍，并将镇压学生最为得力的两名校方负责人调离百寿中学。

永福人民翻身队的成立和斗争 1949 年 6 月 12 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永福人民翻身队成

立。同年 8月，翻身队袭击矮岭乡公所，夺得敌人机枪 1挺、步枪 7支、短枪 1支、子弹 100

多发。9月中旬，翻身队又袭击国民党驻广福的伤兵医院，打入广福乡公所的 3名队员，携带

乡公所的全部武器（机枪 1挺、步枪 7支、子弹 300 余发）投入翻身队，并打死伤兵医院负责

人 1名。1949 年 11 月初，翻身队正式整编为桂北游击队路东支队第七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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