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容 县

容县水力资源丰富，是全国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之一。侨居在国外的华侨众多，被称为广西最大的

“侨乡”。因出产驰名中外的沙田柚，故又有“柚乡”之称。境内林产丰富，松脂年产量超过万吨。工

业新产品“金杯牌微尘卫生粉笔”荣获国家经委“金龙奖”。特产“霞烟鸡”以皮黄肉白、骨脆易嚼而

誉满港澳、东南亚。誉为“天南杰构”的古建筑——经略台真武阁，就屹立在县城之东，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位置面积 客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东邻岑溪县，东南靠广东省信宜县，西和西

南交北流县，西北和东北分别与桂平、平南、藤县接壤。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51 公里，南北最

大纵距 73.5 公里。总面积 2,257.39 平方公里。合 3,386,085 亩，计陆地 3,301,804.93 亩，

占 97.51%，水域 84,280.07 亩，占 2.49%。

县治容城镇，西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43 公里。

建置沿革 容县秦属象郡地。汉至三国为交州合浦郡合浦县地。晋武帝分合浦县为合浦、

荡昌二县，荡昌县是今容县地，容县置县由此始。梁武帝普通四年（523 年）改荡昌县为阴石

县，隋朝改阴石县为奉化县，后改为普宁县。唐武德四年（621 年）置铜州，因州境内有大容

山而改名容州，州治由北流迁到普宁。宋置容州路，治所在普宁县。明洪武十年（1378 年）

废普宁县，改容州为容县，这是容县得名之始。清、民国因之。1949 年 11 月 28 日客县解放，

县名沿用至今。

行政区划 1984 年县辖容厢、十里、石寨、灵山、六王、杨村、县底、松山、石头 9个乡，

容城、自良、杨梅、黎村 4个镇。下属 179 个村，5,495 个生产队。另有大小圩场 37 个。

县治容城镇，现有 4,306 户、20,120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人口 574,039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54.3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 14.6‰。民族以汉族为主。据 1982 年人口普查，有壮、苗、瑶等 12 个少数民族，共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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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普查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75020 85768 105597 40.8 23.1

总 人 口 323000 336429 374699 554902 71.8 64.9 48.1

性别

构成

男 176333 195084 290738 64.9 49.0

女 160096 179615 264164 65.0 47.1

地区

构成

城 镇 18500 16365 18361 27313 47.6 66.9 48.8

农 村 304500 320064 356338 527539 73.3 64.8 48.1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西北和南部高，东北和中部低，地势由南向东北倾斜，平缓下降。境内丘陵

山地占优势，除河流两岸为狭小的平原台地外，山地丘陵向中部逐渐下降，呈中山地、丘陵、

台地、平原递次分布。在中部的槽谷地带，丘陵起伏、沟谷纵横，地表切割强烈，无平坦辽阔

的平原。

山 脉 县境西北有大容山脉，东北－西南走向，长约 35 公里，最高峰为望军山，海拔

1,147.8 米。西南与东南是云开大山支脉天堂山、平贯山，西北－东南走向，接容岑界山，全

长约 105 公里；其中天堂山主峰三唛尖，海拔 1,263.24 米，是容县最高峰。中部有都峤山（又

称南山）。山地面积约占八成，其土质肥沃深厚，极宜于用材林和经济林的生长。

河 流 县内河流属西江水系，有北流河、杨梅河、泗罗河等。最大的河流是北流河，又

称容江、绣江，发源于北流县峨石山，从县西的容厢乡入境，至石寨乡汇杨梅河，贯穿县境中

部，流经容城、十里，从自良镇出藤县，汇入浔江。该河在县内全长 74 公里，河床宽阔平坦，

最宽处约 600 米，最窄处约 60 多米；最大流量 3,400 立方米/秒，最枯流量 1.43 立方米/秒，

年径流量 326,455.6 万立方米，比降一般在 1/1500 至 1/2000 之间，近年河床泥沙淤塞严重，

只在春夏水涨时方可通行小汽船。规划在该河兴建容城、江口、浪水、自良 4个电站，装机容

量可达 15,900 千瓦。浪水电站巳在兴建中。

气 候 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21.3℃。7月最高，平均气温 28.2℃，1月

最低，平均气温 12.2℃。年极端最低温度为-2.3℃，出现在 1月上旬；极端最高温度为 38℃，

出现在 7月下旬。年平均降雨量为 1,660 毫米。年降雨日在 123-196 天之间。降雨量年际变幅

大，地区分布不均匀，最多年为 2,243 毫米，最少年为 1,087 毫米。天堂山南段年均降雨量达

2,192.7 毫米，是全县多雨区，也是自治区六大多雨区之一。年平均无霜期 332.5 天，初霜日

为 11 月 24 日，终霜日为 1 月 25 日。年平均日照 1,753.6 小时。年平均相对湿度 80%。主要

气象灾害有洪涝、台风、干旱、寒露风、倒春寒、冰雹。寒露风一般出现在 10 月中旬，约三、



五年一遇。倒春寒一般出现在 3 月中旬。据气象部门统计，1957-1980 年的 24 年间，有 6 年

出现倒春寒。此外，每隔数年有局部大小冰雹为害。1968 年 4 月 9 日下午，杨梅区的大雹灾，

共倒塌房屋 720 间，打烂或吹掉瓦的房屋 14,819 间，一些大树、电杆、电线被狂风吹断，桥

梁被摧毁，汽车无法运行，冬小麦、烤烟和早造秧苗均大面积严重受害；受伤 76 人，死亡 5

人。

土 壤 全县以发育于花岗岩、沙页岩冲积物母质土壤为主，分为赤红壤、水稻土，冲积

土、红壤、黄壤、紫壤 6大类。其中赤红壤面积最大，占 67.6%，分布于海拔 500 米下的丘陵

岗地，宜种薯类、蔗、茶、豆、桑、花生等经济作物和沙田柚、柑橙、龙眼、荔枝、竹、松等

果树竹木。水稻士、冲积土、红壤次之，分别占 8%强。水稻土分布在垌、冲之间，部分分布

在位置较高的山坡上（梯田），有潴育型杂沙田、沙泥田、潮泥田、紫泥田等，宜种双季稻，

亦可种蔗、桑、豆、玉米、油菜、绿肥和烤烟；余为地势低洼、排水不良的潜底田、冷底田、

烂湴田，一般只宜种水稻。

资 源 县境雨量充沛，河流交错，天然落差大。人均有水 3,691.27 立方米，河流最大天

然落差达 1,218 米，水力发电资源的理论蕴藏量为 10.49 万千瓦，可供开发的有 6.1 万千瓦，

为总蕴藏量 58.1%，其中已开发利用 1.58 万千瓦，占可能开发量 25.9%。全县尚有宜林荒山荒

地 73.62 万亩，主要树种有松、杉、黎、楠、格木等珍贵树种，还有沙田柚、玉桂、八角、油

茶、茶叶等。矿藏有铁、黄金、锡、铅锌、独居石、钛铁、锆英石、锰、石棉、萤石、重晶石、

云母、水晶石 13 等种。铁矿的品位在 45~50%之间，主要分布在灵山、杨梅、杨村、六王等乡

镇。华埌金矿、灵山铁矿和杨村石棉矿已经投资开发，其余矿点由集体或个人集资开采。1980

年以来采金业出现不少专业联营办矿。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为 20,355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1550%，比 1978 年增长 74.7%，比

1983 年增长 11.4%。1978 年以来年递增 9.7%。

农 业 1983 年全县耕地面积 353,061 亩，其中水田 301,756 亩，旱地 51,305 亩。农业

人口 532,362 人（劳动力 266,376 人），人均耕地 0.663 亩，有效灌溉面积 271,0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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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

886

18

133

44

7

100

81.4

1.7

12.2

4.0

0.6

8082

4754

853

1296

1173

6

100

58.82

10.55

16.04

14.51

0.07

14124

7554

1272

2568

2661

69

100

53.5

9.0

18.2

18.8

0.5

14925

7375

1151

3242

3079

78

100

49.4

7.7

21.7

20.6

0.5

1271

732

6294

2337

6897

1014

84.7

55.1

34.9

150.2

162.5

1200.0

5.7

-2.4

-9.5

26.2

15.7

13.0

10.8

7.6

5.1

16.5

17.4

53.3



建国后随着农田水利的建设，农业技术的改进，耕作制度已由一年两熟变为稻－稻－麦、

绿肥；稻－稻－豆、菜的三熟轮作。1982 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总产达 43,094 万

斤，水稻亩产 1,500 斤，创历史最高水平。1984 年粮食总产 39,424.29 万斤，比 1949 年增长

170%，比 1978 年增长 14.8%。六年间粮食年递增 2.28%，其中 1984 年水稻总产 38,724 万斤，

亩产 1,363 斤，人均有粮 687 斤。

1983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7,278 台，98,167 马力。其中中型拖拉机142台，手拖 1,556

台。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27.8 马力，其中耕作机械平均每百亩地占有 6.73 马力。

林 业 现有山地面积 216.98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 64%。有林面积 87.9 万亩，占山地面

积的 40.5%，森林覆盖率 25.96%，以松林为主的木材蓄积量为 298.4 万立方米。经济林以玉桂

（2.4 万亩）、油茶（2.64 万亩），茶叶（4.2 万亩）、竹（4.5 万亩）等较多。1979 年以来逐

年扩大八角种植。1952 年到 1984 年止，全县共向国家提供木材 951,017 立方米，价值 3,134

万元；生产松脂 376 万担，产值 6,456 万元；1979 年是全国六个产万吨松脂县之一，获国家

林业部“青山常在，松脂常流”的锦旗。

牧 业 全县大牲畜以牛占多数，主要用于耕作劳役，1984 年年底存栏 43,637 头。容县

是禽畜传统出口地区，禽畜饲养量受比价影响甚大。1984 年生猪年饲养 441,585 头，年底存

栏 268,650 头，出栏 172,935 头；1981 年起，由于大量收购猪仔，运销区外，母猪头数有所

发展。家禽以鸡鸭为主，霞烟鸡、三黄鸡为优良品种。1984 年全县养鸡 250 万只。

副 业 较大宗的是竹、芒编织和蘑菇培殖。历年平均，年编织产值 400-500 万元，蘑菇

产量 7,000-10,000 担。1983 年养兔 475 户，2,223 只，养蜂 1,268 户，5,393 群，养蚕 2,760

户，11,189 张。

渔 业 全县可养殖水面 41,400 亩，放养水面 12,553 亩，以养殖为主，鲜鱼与鱼苗兼有。

1984 年全县鲜鱼产量 12,904 担，还有稻田养鱼 26.499 亩，产鱼 1,485 担。繁殖鱼苗除供县

内放养外，远销贵州、广东等地。

土特产品 沙田柚：原产于容县沙田村，故名。长期以来，远销港澳，驰名中外，是县内

传统名牌果品，也是主要出口商品之一。柚果实大如瓠，皮黄，上尖下有圆脐。肉甜可口，含

多种维生素，营养丰富，化痰、润肺。柚核入药，外皮可提炼高级芳香油，内发可加工蜜饯。

现除沙田外，以自良、县底一带出产较多。1982 年全县产果 99 万只。

沙田柚



玉桂：又名肉桂，属珍贵药材，是容县传筑产品。产于县北部县底，自良、松山、石头等

乡镇，皮质较厚。建国后，年平均产桂皮 853,300 斤。

霞烟鸡：原产于石寨乡下烟村，已有百多年历史。霞烟鸡除毛黄、咀黄、脚黄、皮黄肉白

外，还具有外貌秀美、体形短圆、胸平臀大、骨脆易嚼、味香可口等特点。为席上珍品，美名

为霞烟鸡。远销港澳、东南亚。

乌圆：又名龙眼、桂圆，全县均有出产，以容城附近的大乌圆品种最优，果型大，每 20

至 24 只即达 1 市斤。除鲜食外，经焙烤后剥离果核晒成圆肉干，可入药，又是调味佳品。乌

圆核可酿酒、制淀粉及活性炭，是多用途的工业原料。

黑榄：乔木生果莱，产于石头、松山、县底、黎村等乡镇的花岗岩成壤山地，以石头油榄

品质最优。秋季成熟，加工制成榄豉。榄肉还可入药，冬季是耕牛健身补品，俗称“牛参”。

榄仁为中秋月饼最佳佐料。

水 利 五十年代开始大规模兴建水利工程，全县现有水利工程 5,856 处，有效灌溉面积

27.73 万亩。其中小型水库 62 座，蓄水 8,992 万立方米，灌溉面积 8.55 万亩；塘坝 2,128 处，

灌溉面积 6.83 万亩；引水工程 3,139 处，灌溉面积 10.11 万亩；机灌站 342 处，装机 342 台，

5,070 马力，提水能力 6.75 立方米/秒，灌溉面积 1.36 万亩；固定电灌站 144 处，装机 144

台，2.400 马力，灌溉面积 6.020 亩；泵灌 41 处，灌溉面积 2.8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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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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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146

105

41

100

71.9

28.1

3567

1787

1780

100

50.1

49.9

4147

2324

1823

100

56.0

44,0

5430

3196

2234

100

58.9

41.1

3619

2944

5349

52.2

78.8

25.5

30.9

37.5

22.5

7.3

10.2

3.9

1949 年容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只有两间：一是光华电力公司，装备为 50 千瓦发电机组；

二是印刷厂，只有工人 4 人。其余均为手工业。1983 年，县属国营厂矿企业有农机修造、活

塞环、石棉、氮肥、电石、水泥、松脂、兽药、造纸、陶器、印刷、酿酒、胶合板、碾米、综

合食品、木材加工和电业公司、自来水厂等 18 家，共有职工 2,658 人，产值 2,025 万元，占

全县工业产值的 48.8%；另有国营非独立核算企业 9个，产值 440 万元。容县造纸业有悠久的

历史传统，竹制福纸、万金纸年产达 24 万担。县管集体企业有职工 1,029 人，产值 631 万元。

乡镇企业有职工 2,431 人，产值 598 万元。规模较大的是容城镇油毡厂，产值 96 万元；木螺

钉厂 50 万元。其他各乡镇较大的有松山茶厂，产值 36 万元；杨村锅头厂，产值 35 万元；县

底泗关纸厂，产值 15 万元。

1978 年以来工业产品达到部颁标准的有电石、乙炔炭黑；新品种“金杯牌微尘卫生粉笔”，



1982 年获自治区经委“百花奖”，1983 年获国家经委“金龙奖”；造纸厂的木质包装纸袋纸，

1982 年在自治区同行业质量评比中名列第二，更新设备后，质量进一步提高，1985 年用长网

机生产，可供纸袋面层用纸。

电力：境内水力资源丰富，是全国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之一。至 1984 年止全县有水电站 285

座，装机 305 台，总容量 16,061 千瓦，为 1949 年的 321 倍，发电量达 3,994 万度，相当于

1949 年的 665 倍，现今全县 96%的村庄用上了电。

交 通 解放前出口货物主要靠绣江水路航运。解放后由于盲目毁林开荒，水土流失严重，

河床泥沙淤塞，绣江只能在 5月至 9月涨水期才能通航 30 吨以下的木船。1984 年，有木制船

56 艘，1,188 吨位。现在交通主要靠公路。1984 年全县共有公路 36 条，总长 479.7 公里（其

中渣油路两条，59.5 公里），比 1949 年增长 448.2%，西南可通玉林，西北通柳州，东可至广

州。县内公路桥梁 115 座，总长 1,996.78 米，全县除 13 个乡镇外，还有 143 个村通汽车，占

总数的 79.9%。

石头大桥

1984 年全县共有各种汽车 353 辆，比 1949 年增 15 倍多。其中货车 240 辆，836 吨位，另

有挂卡 37 台 111 吨位，总运力 947 吨位。营业性客车 30 辆，1,231 个座位。个体户汽车 67

辆。其余为机关小车和救护、消防等特种用车。1983 年交通系统 4 单位共完成货运量 34.08

万吨，客运量 134.74 万人次；货运周转量 4,593.7 万吨公里，客运周转量 5,403.9 万人公里。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 15 所，代办所 2处，职工 197 人。邮路 49 条，总

长 1,852.4 公里。全县 179 个村全部通邮。有交换机 22 台 1,750 门，其中企业用户 5 台 190

门。乡村电话杆路 685 公里，线长 1,636 公里，载波电路 34 条，共安装单机 976 部，其中个

体户 22 部。1981 年始在容城启用自动电话，现有单机 438 部。

商 业 1983 年有商业网点 5,112 个，从业人员 10,506 人。其中国营网点 635 个，从业

人员 3,574 人；集体网点 42 个，从业人员 427 人，代购代销店 88 个，从业人员 183 人；个体

网点 4,347 个，从业人员 6,322 人。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3,519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40.9%。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9,14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7.2%。集市贸易额 4,815.6 万元，比 1978 年

增长 38.4%。商品肥料销售 45,278 吨，比 1978 年增长 18.6%。外贸出口产品收购总额 907 万

元，主要出口商品有生猪、活鸡、桂皮、沙田柚、松香、蘑菇、竹芒编织品，远销港澳等地区。

财政金融 1983 年财政收入 1,017 万元，自筹收入 122.2 万元，财政支出 1,204 万元，自

筹支出 111.7 万元。全县城乡储蓄 2,63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49.5%,其中社员存款 1,301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43.8%。农贷发放 2,669.2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02.9%。贷款回收 2,63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960%。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有粮 886 斤，比 1978 年增长 5.7%。农民人均收入 258 元，比 1978

年增长 1倍多，比 1983 年增加 50.89 元。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62.98 元（含补贴），

比 1978 年增长 49.7%。集体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48.16 元，比 1978 年增长 34.7%。1984 年全

县有各种类型的专业户 17,174 户，占农户总数的 16.94%。专业村（自然村）819 个，联合体

819 个。容厢乡大榄村有各种经济联合体 14 个共 84 户，占该村农户总数的 19.3%，1984 年纯

收入共 58,400 元。自良镇大里村有 12 个队、140 户加工腐竹、养猪，1984 年共收入 427,800

多元，占农业总收入 57.1%。1984 年，农民存款余额 1,912.23 万元，比上年增长 47%。

1983 年城镇增建职工住宅 18,783 平方米，私人建房 2,544 平方米，农村建房 41,027 平

方米。销售的高中档商品有电视机 815 台，收录机 248 台，收音机 4,020 台，电风扇 3,482

台，缝纫机 2,144 台，自行车 6,432 辆，手表 13,025 块。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有县立中学 2所，私立初中 2所，学生 2,524 人；小学 458 所，学生 36,077

人；教职员 1,270 人。1984 年有中级师范 1所，学生 422 人，教职员工 69 人。普通高中 7所，

学生 3,971 人；初中 50 所，学生 20,025 人。小学 183 所，分校 406 所，在校学生 82,606 人。

全县中学教师 2,001 人，其中专科以上文化程度 1,331 人；小学教师 3,817 人，初中以下文化

程度 1,405 人。有幼儿园两所，独立幼儿班 11 班，入园儿童 6,155 人，幼托教工 119 人。1984

年全县职工不达初中文化程度的 4,227 人。开办文化补习班 12 班，参加学习 452 人，

科 技 全县现有科技情报所、林科所、农科所、禽畜科学实验所、农业机械研究所等 5

个科研单位，建立了农业、林业、水利、农机、气象、畜牧兽医、机械化工、建筑、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医学、心理学学会和花卉盆景、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等 16 个组织，共有

会员 838 人。自 1978 年以来，获地区、自治区奖励的科技成果有 12 项。至 1984 年，各类自

然科学专业科技人员有：工程师 16 人，助理工程师 89 人；农艺师 7人，助理农艺师 56 人；

畜牧兽医师 1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20 人；讲师 4人；会计、统计、经济师各 1人；主治医师

8人，医师 170 人。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图书馆（藏书 10 万册）、文物管理所、工人俱乐部、电影院、露

天剧场。乡镇文化站 13 个，电影院 3间，电影放映站 11 处，民办电影队 109 个。县有文艺队

（粤剧团）1个，民办采茶队 86 个，木偶队 8个，杂技队 3个。县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20 个，

职工 20 人。县有广播站 1个，广播调频发射台 1个，乡镇广播站 13 个，村广播室 115 个，机

器功率共 10,415 瓦。全县有电视差转台 1个，电视机 1,385 台，录像机 27 台。

卫 生 1949 年县城仅有县卫生院 1 间，圩、镇卫生所 5 间，私人诊所 86 处。1984 年县

有人民医院、中医院、卫校、皮肤病防治院、妇幼保健站、防疫站、药品检验所各 1所，乡镇

卫生院 13 所；全县设有病床 522 张，简易病床 47 张；医务人员 917 人。还有厂、矿、场、站、

校等企事业单位的医务室 39 个，医务人员 79 人。此外还有广大农村和城镇的合作医疗网点及

联合诊所 218 个，共有医务人员 550 人，个体行医 315 人，民间草医 178 人，受过培训的接生



员 92 人。1984 年实行计划生育 58,007 人，占育龄妇女 71,071 人的 81.6%，已领独生子女证

的夫妇有 1,304 对。

体 育 1984 年县有业余体校 1间，学生 225 人。历年参加自治区体育竞赛，获第一名奖

的有田径、体操、乒乓球等 21 项（次），获自治区业余体育活动积极分子称号的 1人，向自治

区输送运动员 14 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黄统生，1976 年选入国家队，在亚运会获金牌 3枚，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际比赛中获金牌 1枚，并被国家体委誉为“无名英雄”。

华 侨
容县旅居国外的华侨和外籍华人共约 12 万人，分布在马来西亚(7 万人)、泰国(3 万人)、

新加坡、美国、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归侨和侨眷近 4 万人。他们在国外，多数从事橡

胶种植、园艺、矿业开采和经营商业、服务性行业，和当地人民一起辛勤劳动，对侨居国作出

了贡献。

华侨对祖国有着崇高的爱国热情。二十世纪初年，邑人刘崛受孙中山指派，到新加坡、印

尼、缅甸、暹罗、越南、朝鲜等地宣传革命，广大侨胞踊跃捐款，支援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祖籍平坡村的华侨李秀添等，于 1940 年冬从海外回到桂林，代表

广西华侨向祖国献旗、捐款，支援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少华侨参加了当地抗日义勇军，

同日军作战。马来亚新山埠一役，容县籍华侨 100 多人战死疆场。

华侨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为支援家乡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举办各项福利事业，主动献款

赠物。据统计，1979 年以来捐赠钱物折合人民币达 20 多万元。1984 年海外华侨积极倡议和发

动投资兴建容县华侨大厦。不少华侨纷纷回国参加四化建设。归国华侨浦觉民，曾任客县副县

长。归侨马南，现是容县侨联会主席、自治区侨联副主席、全国侨联委员，致公党中央委员、

广西区委常委。归侨李满盈被选为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商业战线劳

动模范。归侨封祝怀，从事侨汇工作三十多年，为侨胞和侨眷沟通信息，解危排忧，被誉为侨

胞侨眷的“知心人”，并先后被选为自治区政协委员，客县人大代表，1980 年被评为全国金融

红旗手。

文物胜迹
经略台真武阁 在县城东门外人民公园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经略台，相传建

于唐乾元至大历年间(758－779 年)，因为唐代诗人元结任容管经略使时所建，故名；台长约

50 米，宽 15 米，高约 4米，中间夯士，四周砌砖石，原用于操练军士，朝会习仪用。到明万

历元年（1573 年），为奉祀真武大帝以镇火灾，扩建成 3层楼阁－真武阁，矗立在经略台之上。

真武阁通高为 13.2 米，面宽 13.8 米，进深 11.2 米，是一座独具风格的木构建筑。全阁用近

三千条大小不一的格木构件串联吻合而成，不用一件铁器，2层楼有 4根内柱，柱脚悬空，承

受着上层楼板、梁架、配柱和屋瓦、脊饰的沉重荷载。这座雄伟独特的杠杆结构的建筑，在漫

长的 400 多年历史中，经受了多次风暴的袭击和地震的摇撼，始终巍然屹立，被历代名流誉为

“天南杰构”。



景子铜钟 该铜钟是唐朝贞元十二年(796 年)所铸，置于容州开元寺。钟用青铜铸造，通

高 1.83 米，身围 3.25 米，口径 1.09 米，重 3,500 斤。钟身铜色光润，形象庄重，浮雕有数

组纵横弦纹。横弦纹将钟身分为上下两部份，纵弦纹界分钟身为前后左右四面。在四面纵横弦

纹交叉处，铸有花瓣形的备击突面 4个。钟的顶部铸有双龙盘扭供悬挂，造型生动雄健。现陈

列在容县人民公园内，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重点保护文物。

都峤山 又名南山，位于县城南约 6 公里处，高 560 米，面积 34.2 平方公里，有 8 峰，

山体为特殊的丹霞地形，黑色岩石构成众多的奇峰岩洞，山间洞壁相间，丹宫异彩。曾为道教

繁盛之地，道书称都桥山是中国三十六洞天的第二十洞天。其主要名胜有“宝元洞天’、“都峤

洞天”。岩洞宽敞，风景幽美，唐宋以来历代文人墨客题吟者甚多。

宋代城关瓷器窑址 位于容城周围绣江两岸 5公里的范围内，分 4个窑区，每个窑区均有

十数眼至数十眼窑灶。窑武有马蹄窑和龙窑两种。整个窑址规模较大，是广西有代表性的宋代

窑址之一，现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黎村温泉 俗称热水堡，位于县南 48 公里的黎村镇湿泉村。共有九处泉眼。泉水从地下

涌出，象釜中沸水，晶莹澄澈，搅而不浊，经年不息。热气若气若雾，如烟如絮，有硫磺味。

水温高者达 72℃，低者 50℃，可杀鸡宰猪。不少皮肤病和关节病患者，常来洗澡治疗。

杨妃故里 容县十里乡杨外村，民间相传为杨贵妃故里。有杨妃井、杨妃庙遗址，城东还

有杨贵妃梳妆台遗址。唐代许子真的《容州普宁县杨贵妃碑记》一文中谈及杨贵妃的出身和籍

贯是今容县人。

著名人物
昊家宜(1919－1945) 杨村乡横山村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在广西学生军中任

班长。1941 年先后担任玉林五属党组织的宣传委员、博白党组织负责人和中共广西省工委驻

桂东南地区特派员，1944 年冬任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副主任，领导了桂东南起义。1945

年 3 月在玉林罗田战斗中，壮烈牺牲。

范亚音(?－1863) 又名茂芬、范大。十里乡甘旺村人。是清咸丰年间容县农民起义的首

领。咸丰四年（1854 年）占据容县，执掌政权十年。后又占领北流县城，还向玉林、岑溪和

广东罗定、信宜、化州等地进军，威震两广。同治二年（1863 年），由于叛徒出卖被杀害。

陆宠廷(1864－1911) 原名陆劭荣。石寨乡龙胆村人。1904 年在梧州结识胡汉民，接受革

命主张，并集资创办梧州国民学校。不久回容县，倾家产兴学，先后创办师范学校、垫师讲习

所、县国民中学、明伧女子学校、女子小学。在他的带动下，容县全县兴办公私立学校 300

余所，赴日留学生 70 多人，为全国之冠，陆的声名大震。1907 年陆宠廷为清吏所忌，学校被

解散，乃出走南洋，在新加坡会晤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11 年受命回广西策动起义，带动

其妹陆书蕉等参加革命。九月拟率领民军攻北流宣布“独立”，事败被捕，在北流县城慷慨就

义。

陈务斋(1871－1946) 号步庭。县底乡冠堂村人。曾在上海中医函授学校学习，是广西早

期自学成才的名医。对天花、鼠疫、霍乱、痢疾、白喉、湿热病、妇科病等防治经验颇丰，且



有救死扶伤的医德。由于他为梧州府几个县防治流行疾病、温热病成绩卓著，1935 年获广西

省政府奖“十全著绩”、“当代名医”木匾 2块，三等嘉禾奖章 1枚。

陈协五(1876－1944) 原名祖虞。县底乡冠堂村人。清末举人。1904 年在梧州办新学结识

胡汉民，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08 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积极参加辛亥革命。1926 年

被选为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并任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开办广西第一期农民运

动讲习所，兼任所长，为农运培训骨干，支持农民运动。为国民党右派所不容，愤而辞职，回

家乡办学。后于都峤中学任教。

刘 崛(1878－1964) 原名美廷，字尊权。县底乡龙山村人。曾在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早

稻田大学攻读。1906 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兼主盟人。1911 年参加广

州起义，领导梧、浔、邕等地的辛亥“独立”运动。民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参议员，中

华革命军广西司令长官，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指导委员，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秘书。

建国后，任广西政协委员。

盘珠祁(1884－1984) 号斗寅。灵山乡六图村人。1914 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硕

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及高等教育工作。历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广西大学

校长，北京农业大学教务长，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建国后，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李 毅(1889－1979) 又名强生、为之。杨梅乡大人山人。保定军校、日本陆军参谋部特

别班毕业。1911 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武昌起义，任黄兴的副官。1917 年在广州孙中山元

帅府任华侨义勇队教官。后历任国民党军队营长、团长、旅长、中将主任和容县县长等职。解

放前夕去台湾。1975 年离开台湾回广西定居，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有益的工作。任政协全国

委员会委员、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

陈 雄(1894－1974) 原名德广，号杰夫。县底乡冠堂村人。早年入广西陆军小学，参加

辛亥武昌起义，后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在陆荣廷军队中任排长、连长、机枪队长、支

队参谋，1923 年后辅助新桂系李宗仁等统一广西，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四集团军驻粤办

事处主任、禁烟局长、广西饷捐局局长、广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等职。1948 年脱离桂系，

在香港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和平解放南方而奔走出力。建国后，任广西省政府委员

兼参事室副主任、区政协委员。

黄绍竑(1895－1968) 字季宽。黎村镇山咀村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辛亥时参加

广西学生军北伐敢死队。1923 年和李（宗仁）、白（崇禧）共同起兵统一广西，任讨陆（荣廷）

西路军总指挥、（国民党）第七军（国民党）党代表。1927 年起历任广西省主席兼留桂军军长、

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北省主席等职。抗日战争初期，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7 年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副院长、立法委员等职。1949 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

员，后去香港发表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声明，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政务

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韦云淞(1889－1950) 原名来松，号世栋。松山乡松山村人。广西陆军讲武堂毕业。历任

国民党桂系排、连、营、团、旅、师长。1931 年任广西全边对汛督办。1936 年后任第十五军



副军长、广西建设厅长、第四十八军军长、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1944 年任桂林城防司令。

1948 年任广西禁烟督办。解放前夕定居香港。

黄旭初(1892－1975) 杨村乡东华村人。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初在陆荣廷军队当下级军官，

随李、黄、白起兵统一广西。1926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师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

生后是广西“清党委员会”主要成员。1928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副军长、军长。1931 年

至 1949 年任广西省主席。解放前夕定居香港。

夏 威(1893－1973) 原名夏钧善，号煦苍。松山乡沙田大中村人。1916 年毕业于保定陆

军军官学校，分派到广西任陆军模范营副连长、混成旅机关枪连连长。1923 年任广西讨贼军

团长，参与“驱陆”、“讨沈”、“击滇”战役。广西统一后任第三纵队司令。北伐期间任国民革

命军第七军旅长、副军长、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五路军总参谋长、第八军团军团长、第

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桂林、柳州会战。1946 年后，任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兼行政长官、安

徽省主席、第十兵团司令、华中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解放前夕定居香港，因车祸身亡。

重要事件
范亚音农民起义 清道光三十年(1850 年)，范亚音率领天地会会众起义，初附自良冯道和

部。咸丰四年（1854 年）七月，范亚音带队进驻容城，设“洪胜堂”，连破各地堡寨 10 余座。

咸丰七年（1857 年）二月又攻破北流县城，改北流县为陵城县，设置铜州府。后远征岑溪和

广东信宜、罗定、化州等地。同治二年（1863 年）十月十五日，范亚音被叛徒擒献清军，十

一月十八日在容城就义。

大革命时期的容县农民运动 1926 年 9 月，容县建立华丰、王彰、冠堂第一批农民协会。

在广西省农民部苍梧道办事处和特派员的具体指导下，1926 年秋至 1927 年 1 月底，全县建立

了区农会 7个，乡农会 85 个，会员 8,226 人。农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接管了县团务总局，

收缴了团局的武器、印信和档案，实行“二五减租”。并开始在县内建立共产党、共青团组织

和成立县妇女同盟会。1927 年初开办“容县党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 100 名，学习期两个

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农运遭到国民党的疯狂镇压，被迫转入地下。

黄末若组织武装队伍攻打县城 1947 年 3 月 13 日凌晨，黄末若（县底乡人，1925 年到苏

联学习，1927 年被捕，释放后当教师，1947 年自动组织“西南边区民主联军”）率领民联武装

队伍 300 余人，突然袭入容县县府，县长和县警惊醒后摸枪抵抗，双方枪战 20 分钟，黄末若

的队伍因缺乏经验，被击毙数人后，向县底地区撤退。事后，国民党政府捕杀 300 余人。黄末

若的武装队伍改为“西南边区人民解放义勇纵队”，继续活动于容县、平南、桂平、藤县一带。

于 1949 年 12 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

容县解放 1949 年 11 月 28 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军一二七师、一二九师从广东

信宜进入容县，追歼国民党逃敌，在黎村、杨梅一带接战，毙敌十一兵团副司令胡若愚，余部

溃逃，全县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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