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灌 阳 县

灌阳主要特产有枣、梨、柑、橙等，尤以枣、梨著名，蜜枣畅销国内外。水力资源丰富，城镇和

大部分农村用上了电，1982 年列为全国农村基本电气化试点县之一。山苍子油产量居全区之冠，还是

自治区苎麻和桐油生产的基地之一。清末，天地会首领朱洪英等在灌阳进行反清起义，曾建立“升平

天国”。

位置面积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东与湖南省江永、道县交界，南连恭城，西南与

灵川毗邻，西靠兴安，北与全州接壤。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38.6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90 公里。

总面积 1,863 平方公里，计 2,794,500 亩。县治灌阳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627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长沙郡地。西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前建县，称观阳县，属

荆州零陵郡。隋开皇十年（590 年）与洮阳（今全州县）合并为湘源县。大业十三年(617 年)

复置，改称灌阳县，县治迁徒今址。唐、五代屡经废置。宋乾德二年（964 年）复置为县，属

荆湖南路全州。元属湖广行省湖南道永州路。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改隶广西布政使司

桂平道桂林府。清属广西布政使司桂平梧道桂林府。民国年间属广西省第八专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属广西省（自治区）桂林专区至今。

行政区划 1984 年设观音乡、新街乡、红旗乡、新圩乡、水车乡、洞井瑶族乡、西山瑶族

乡等 7个乡，灌阳镇、黄关镇、文市镇等 3个镇，下属 138 个行政村，1,513 个自然村。县治

灌阳镇，有 3,957 户，11,442 人。

人口民族 据 1984 年底人口统计，总户数为 61,482 户，总人口 245,231 人，比 1982 年

增长 4.72%；其中男 131,816 人，女 113,415 人；城镇居民 13,001 人，农村居民 232,230 人。



全县有 9个民族，其中汉族 229,317 人，占 93.5%；瑶族 15,668 人，占 6.4%；壮、侗、回、

苗、仫佬、白、满等族共 246 人，占 0.1%。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949 年为 69 人，1964 年是 87 人，1984 年是 132 人。人口自然增

长率 1984 年为 15.25‰。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人口数

1953 年

年末

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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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14 36855 41097 57202 63.83 55.20 39.18

总 人 口 128605 139195 161524 234173 82.08 68.23 44.97

性别

构成

男 80559 89930 125341 55.58 39.37

女 58636 71594 108832 85.60 52.01

地区

构成

城 镇 3278 4173 6268 11850 261.50 183.96 89.05

农 村 125327 135022 155256 222323 77.39 64.65 43.19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地处都庞岭、海洋山之间，东、南、西三面群山环绕，地形狭长，南高北低。

最高点韭菜岭，海拔 2,009.3 米，中部是南北走向、狭长低凹的灌江河谷地带，最低点文市镇

的上马头，海拔 180 米。灌江两岸丘陵起伏，间有小块平原。

山 脉 属五岭山脉。东面都庞岭，南北走向，除最高峰韭菜岭外，其次滑石山，海拔 2,001

米。其他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从北到南有癞子山、九龙山、摩天岭、新隘子、杉木顶，野猪

王、三峰山、鲤鱼岐、天门岭、判官山、洋荷坪、凉伞界、野猪坪、李笋界。西面海洋山，南

北走向，最高峰宝界岭，海拔 1,936 米。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从北到南有鸭婆殿、螺丝旋顶、

雷王殿、大江岭、轿顶山、崇箐界、香炉石、银厂界、盘皇殿、笔架山、猪婆岭。

河 流 属长江水系。主干河灌江，发源于海洋山之猪婆岭，上游叫牛江河，自清塘凹以

下称灌江，贯穿南北，最后经文市镇的下马头注入湘江；境内长 119 公里，落差 237 米，流域

面积 1,742平方公里，年均径流总量 20亿立方米，年均流量66立方米/秒，最大洪峰流量 1,670

立方米/秒，枯水期最低流量 9.16 立方米/秒。灌江主要支流 45 条，总长 326.6 公里。全县水

能理论蕴藏量13.18万千瓦，可开发量5.33万千瓦，现已开发1.2万千瓦，占可开发量的22.5%。

气 候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据 1957 年至 1982 年气象资料记载，年平均日照为 1,413.1

小时。年平均气温为 17.9℃；7月最热，平均气温 27.8℃；1月最冷，平均气温 6.8℃；极端

最高气温 39℃，极端最低气温-5.8℃。年均降雨量 1,552.5 毫米，年降雨日在 136 天至 204

天之间。年平均无霜期 233 天至 328 天，最早初霜日为 10 月 27 日，最晚终霜日为 4月 6日。

主要灾害性天气有大暴雨、强风、寒露风、旱灾和水灾。

土 壤 水田土壤分为淹育型、潴育型、潜育型、盐渍性、沼泽型、矿毒性 6个土类。面

积最大、分布最广的是潴育型土，其熟化程度高，排灌良好，水肥充足，作物产量较高。大部



分水田土壤的水型、耕性、质地较好，有机质含量较高，适宜水稻、红薯、小麦等作物生长。

旱地土壤有红壤、黄红壤、紫色土、石灰性土和黄壤，以红壤居多。林地土壤有黄壤、红壤、

山地黄棕壤、紫色土、石灰性土、山地草甸土和河流潮沙泥土 7个土类，以中、厚土层面积较

大；有机质、全氮、全钾量较高，全磷量偏低，淋溶作用强烈，盐基饱和度较低。宜种杉、松、

桐、茶等多种林木。

资 源 植物：县内植物种类繁多。盛产杉、松等木材。药材、花卉、草类植物资源也较

丰富。动物：野生动物有野羊、獐子、獭、黄猄、野猪、毫猪、饭狗、野猫，蛇、鼠、猴、野

兔、果子狸等，虎、豹、狐，麝等珍贵动物也时有发现。鸟类以雀、燕、鹰、斑鸠、画眉、鹧

鸪等为多。矿物：有莹石、煤、钨、锡、铅、锌、铝、钽、铌、锑、锅、锰、铁、铝土、钛铁、

重晶石、钾长石、水晶石等，以莹石储量为多。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7,494 万元，比 1950 年增长 4.36 倍，比 1978 年增

长 10.43%，比 1983 年下降 6.19%，1978 年以来递增率 1.67%。人均产值 1983 年为 333.3 元。

1984 年为 305.6 元。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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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1356

961

43

223

125

4

100

70.9

3.2

16.4

9.2

0.3

5288.8

8497

285

908.8

594

4

100

66.1

5.4

17.2

11.2

0.1

6710

4202

393

1362

734

19

100

62.6

5.9

20.3

10.9

0.3

6253

3748

318

1249

915

23

100

59.9

5.1

20.0

14.6

0.4

361.1

290.0

639.5

460.1

632.0

475.0

18.2

7.2

11.6

37.4

54.0

475.0

-6.8

-10.8

-19.1

-8.3

24.7

21.1

2.83

1.16

1.84

5.44

7.47

33.85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243,569 亩，其中水田 174,770 亩，旱地 68,799 亩。农业

人口 232,230 人（劳动力 95,903 人），人均耕地 1.05 亩。自五十年代以来，大力兴修水利，

建设旱涝保收高产农田，1984 年保水田达 15.2 万亩。1964 年后推广种植绿肥，每年红花草种

植面积为 8至 9万亩，最高年达 12 万多亩。化肥施用量从 1951 年 5 吨增加到 1984 年 13,802

吨。全县拥有农业机械 8,109 台，28,453.9 马力。随着生产条件的逐步改变，耕作制度也进

行了改革。1954 年试种双季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1977 年后又大面积种植杂交水稻，实现

了晚稻超早稻。1980 年水稻播种面积 289,288 亩，复种指数达 164.7%，双季亩产平均 1,192

斤，最高亩产超双千，总产量 20,139 万斤，比 1951 年增长 1.8 倍，年均递增 3.4% 1984 年总

产量为 20,523.5 万斤。粮食生产以水稻为主，红薯、小麦、玉米次之。红薯最高亩产 1 万多

斤，最大株重 340 多斤。灌阳大红薯名扬中外。



林 业 全县有林面积 95 万亩（不包括灌木林、疏林），其中杉 24 万亩，松 47 万亩。立

木蓄积量 168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34.5%，绿化程度 46.4%。用材林以杉、松、竹和杂木为

主，经济林有水果、油茶、油桐、板栗、山苍子等。三十多年来共收购木材 52.6 万立方米，

松脂 40 万担，油茶籽 26 万担，油桐籽 22.2 万担。全县山地土壤以中、厚土层较多(占 76%)，

有机质含量较高（含量大于 3%的占 80%），土壤较肥沃，对杉、松、茶、桐等林木的生长极为

有利。目前有疏林、灌木林地和荒山 74.3 万亩，尚未被开发利用。

牧 业 养猪历来为畜牧业之首，其收入占畜牧业总收入的 80%左右，约占农家总收入的

30%。1984 年全县生猪存栏数 17.87 万头，农业人口平均每人有猪 0.77 头。1984 年耕牛饲养

量 2.18 万头。1957 年引进秦川、荷兰、杰西公牛，1965 年引进印度摩拉牛，与本地母水牛杂

交，培养出生长快、拉力大的广西新水牛，深受农民欢迎。家禽、山羊、兔子等均有发展。

副 业 乡、镇副业有种植、养殖、窑业、陶器、矿业、编织、纺织、运输等。种植业中，

1984 年有花生、西瓜、烟叶、大蒜、茶叶、苎麻共 3万多亩，罗汉果 9万多株，枣、梨、柑、

橙 160 多万株。

渔 业 全县有可养殖水面 32,325 亩，1984 年养殖面积 8,049 亩，年产成鱼 3,720 担。

有国营鱼种繁殖场 2个，每年繁殖鱼苗数十万尾。

土特产品 枣：灌阳红枣有悠久栽培历史，古时谓之白枣。品种主要有长枣、短枣、鹅蛋

枣、小枣等，长枣为当家品种。全县各地均有分布，主产区有新圩、红旗、新街、文市等乡（镇）。

全县有枣树 50 万株，年产鲜枣三四百万斤。灌阳红枣果实味美，易贮耐运，用途广泛，是人

们所喜爱的滋补食品，营养价值很高。据近年来的科学发现，枣肉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索 PC 路

丁，（每百克枣肉含 3,385 毫克），具有防止血管壁脆性增加，促进毛细血管畅通的功能，对高

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病症均有疗效。灌阳蜜枣在区内外声誉极高，远销新加坡、印尼、泰国、

马来西亚、荷兰等国。

梨：品种主要有雪梨、清水梨、早禾梨、菜梨、水南梨等，主要分布在红旗、水车、文市、

新街等乡(镇)。雪梨是传统优良品种，品质特优。果肉清脆细嫩，甜香可口，果实中含有丰富

的糖类、酸类、蛋白质、脂肪和各种维生素，可溶性固形物在 13.6%以上。灌阳雪梨畅销区内

外，远销港、澳、南洋。全县有梨树 25,000 余株，一般年产 60 多万斤。

柑橙：全县有柑橙 103 万株，分布于全县各地。以灌阳橙为当家品种，面积 5,000 余亩，

主产文市、水车、新圩等乡（镇），最高株产 1,000 余斤，一般株产 200-300 斤，可溶性固形

物在 12-15%之间，其营养成份（糖类、矿物质、有机酸、维生素等）的含量亦极丰富。1984

年产量达 4.6 万担，远销国内外。五十年代末引进温州蜜柑，经试种成功后逐年推广，扩大栽

培面积，目前已发展到 88 万株。全县年产柑橙 600 多万斤。

苎麻；俗称青麻，系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我县是自治区苎麻基地县之一，全县各地有种

植习惯，水车、文市 2乡镇是主要产区。苎麻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丘陵山区台地的红壤、黄

壤与平原冲积土都可种植，发展潜力较大。近年推广优良品种“芦竹青”和无性繁殖的栽培方

法，促进了苎麻生产的发展。现有面积 3,000 多亩，一般年产 4,000 多担。



桐油：桐油是工业用油的珍品。在民国时期，我县是广西桐油主要产区之一，最高年产桐

油 11,200 多担，现为自治区油桐基地县。主要产地在西山、观音、红旗、水车等乡的山区，

1984 年种植面积达 22,000 多亩（包括间种在内），一般年产 2,000 多担。

山苍子油：是一种高级芳香油料。全县现有 400 万株，年产油 1,000 多担，居全区之冠。

以水车、红旗、黄关、西山、洞井、观音、新街等乡镇出产较多。山苍子油可配制各种香精和

维生素药品，经济价值很高，每年收购占金县土特产品收购总值的四分之一。远销英、法、奥

等国。

水 利 全县有水库工程 18 座，塘坝工程 1,785 处，提水工程 236 处，引水工程 1,973 处，

内燃机排灌站 23 处，总灌溉面积 175,242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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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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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1949 年全县只有 2家私营碗厂和一些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 467 人，经营陶、瓷、

打铁、染布、缝纫、碾米、熬酒、磨豆腐等，工业总产值 40.7 万元。1950 年以后，随着国民

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发展较快，截至 1984 年底，全县共兴建厂矿企业 92

家。其中国营厂矿企业有：氮肥厂、水泥厂、电化厂、农械厂、电机厂、莹石矿、文市煤矿、

大米加工厂、瓷器厂、蜜枣厂、印刷厂等 26 家。集体厂矿企业有：农机修配厂、煤矿、锰矿、

锑矿、粉丝厂、陶器厂、造纸厂等 66 家。生产的主要产品有碳铵、水泥、电石、1605 混合粉、

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电风扇、打谷机、水轮泵、莹石、原煤、钨精矿、锡精矿、辉锑矿、

蜜枣、日用陶瓷、机制纸、印刷品等 38 种。其中蜜枣、莹石、水轮泵、钨精矿、锡精矿等产

品畅销国内外。1984年工业总产值1,241万元，比1949年增长29.49倍，比1978年下降17.1%，

比 1983 年下降 2.9%。

1984 年，全县厂矿企业共有职工 13,073 人，其中国营 1,366 人，集体 1,707 人。国营厂

矿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6,750 元/人，工人劳动生产率 9,013 元/人。

1982 年后放宽经济政策，出现了个体工业，1984 年营业收入约 13 万元。

电力：截至 1984 年底，已建成 14t 处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 12,867 千瓦，其中县管的有

水车电站、水车附属电站、牛湾河电站、西山电站、河口电站、流溪源电站等 6 座，10,980

千瓦。1984 年发电 2,934 万度，除供本县工农业生产用电，及大部分农户照明和部分城镇人

口生活用电外，还输送给湖南跃进机械厂。全县最大的水车电站装机容量 9,600 千瓦，年可发

电 4,000 万度。



交 通 解放前，县内交通不便，人们来往靠步行，物资运输靠人挑、船载。1950 年以后，

交通运输发展很快，全州至灌阳、灌阳至恭城、灌阳至道县等公路先后通车。截至 1984 年底，

建成干线公路两条，91.2 公里（其中沥青路面 33 公里）；支线公路 26 条，148.4 公里；拥有

客、货等各种车辆 198 辆。全县 10 个乡、镇都通汽车，138 个行政村有 107 个村也通汽车。

1984 年完成货运量 191,083 吨，货运周转量 20,098,199 吨公里；完成客运量 1,133,065 人次，

客运周转量 37,238,562 人公里。

邮 电 1949 年全县只有 1个邮局，职工 3人；5个邮政代办所，步班邮路 39 公里。1984

年底，全县有邮电局 1 个，邮电所 7 个，职工 110 人。委办汽车邮路 156 公里，自行车邮路

629 公里，步班邮路 420 公里；有线电报电路 2条，无线电报电路 1条，长话有线电路 6条（其

中载波 2条），电话架空明线线路长度 813 对公里。邮电业务总量 237,539 元，比 1949 年增长

166.75 倍，比 1978 年增长 80.75%，比 1983 年增长 5.06%。

商 业 1984 年全县共有商业网点 1,795 个，从业人员 4,103 人。其中国营 70 个，1,289

人；集体 18 个，230 人；个体 1,707 个，2,584 人。另有农村代购代销店 54 个，55 人。商品

零售总额 1,847 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值 681 万元，粮食征购双超入库 2,686 万斤，生猪上调

16,809 头，外贸出口商品总值完成 76 万元。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县财政收入 330.7 万元，财政支出 842 万元。城镇储蓄 592 万元，

比 1983 年增长 44.7%；其中农民存款 583 万元，增长 51.4%。农贷款发放 1,134 万元，增长

53.9%；累计收回 798 万元，增长 22.2%。

人民生活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农村人均实际用粮：1983

年 760 斤，1984 年 635 斤。人均分配收入，1983 年 184 元。农民存款，1983 年 384.7 万元，

1984 年达 583 万元，比上年增长 51.5%。群众购买力大有提高，高档商品销售量一年比一年增

多，1984 年销售手表 12,393 块，自行车 3,624 辆，缝纫机 2,656 台，收音机 1,280 台，电视

机 249 台，洗衣机 281 台。1984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比 1978 年增长 73.8%，集

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增长 145.42%。

文 化
教 育 1948 年全县仅有初级中学 1 所，学生 231 人，教职工 24 人；中心小学 6 所，学

生 1,181 人，教职工 95 人；初级小学 204 所，学生 6,519 人，教职工 219 人。1984 年底，有

教师进修学校 1所，学员 71 人；普通高中 3所，学生 1,528 人；农业中学 1所，学生 186 人；

县办初中 9 所，24 个教学点，共有学生 6,037 人；小学 147 所，392 个教学点，学生 27,678

人；幼儿园 1所，幼儿班 19 处，入托幼儿 795 人。三十五年来，共培养出初中毕业生 43,749

人，高中毕业生 13,356 人，升入大学 690 人。全县在职教职员工 2,203 人，其中公办教职员

工 1,463 人，民办、代课 740 人。公办教职员 1,414 人中（不包括工人），大学、专科毕业的

204 人，中专毕业的 658 人，高中毕业的 189 人，初中以下的 363 人。1982 年以来连续三年被

评为地区成人教育先进县。

科 技 县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设科技情报所、农科所、农机研究所和 9 个乡、镇农业技术



推广站。1981 年底成立县科协，并成立了县农学会、林学会、教育学会、中华医学会分会等

13 个学会，共有会员 281 人。1981 年至 1984 年，下达科研项目 51 个，其中《梨铗象研究》、

《推广秈型杂交水稻》2项，分别获自治区优秀科技成果四等奖和二等奖。灌阳大红薯名扬中

外，1975 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来我县拍摄了《高产红薯》科教片。本县培育的“灌新一号”小

麦，已在全县及邻近县推广，亩产一般 300 多斤，比过去本地品种产量翻一番多。到 1984 年

底，有农艺师 7人，工程师 4人，主治医师 8人；助理农艺师 26 人，助理工程师 56 人，助理

畜牧兽医师 7人，医师 105 人，护师 2人，农业技术员 56 人，工程技术员 74 人。

文化艺术 有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9个。图书馆 1个，藏书 58,000 册。工人俱乐部 1

个。县电影院 1 个，乡镇电影院 8 个，电影放映队 81 个。文物管理所 1 个，库藏文物 1,200

多件，设有文物陈列室。文工团 1个，县新华书店 1个，乡镇发行点 7个。县广播站 1个，乡

镇广播扩大站 9个，电视差转台 1座。全县有电视机 1,500 多台，投影机 3台。

卫 生 1949 年以前仅有医院 1 所，民间私人中药店 79 家。1984 年，全县有县医院、妇

幼保健站、防疫站各 1所，乡镇卫生院 9所，农村合作医疗站 118 个。医务工作人员 487 人，

其中主治医师 8人，医师 105 人，医士、药士等 145 人，护士 98 人。全县节育率为 78.81%。

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有 873 对夫妇。1983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1.67‰，1984 年为 15.25‰。

体 育 全县现有 300 米运动场 2个，400 米运动场 1个，排球场 16 个，篮球场 138 个。

灌阳是广西田径、游泳的培训点之一。县业余体校游泳班，曾几次代表地区队参加自治区业余

体校游泳锦标赛，1983 年获男子团体第四名。三十五年来，向国家队输送运动员 1 人，向自

治区体工队输送 9 人，向自治区业余体校、大专院校输送体育人才 36 人，其中 2人荣获国家

运动健将称号，1人获一级运动员称号，11 人获二级运动员称号。1人（次）夺得 1,500 米自

由泳全国冠军，2人（次）获全国田径分区赛 2项第三名，3人（次）破 400 米、800 米、4×

100 米自由泳、五项全能和跳高 5项自治区纪录，30 多人（次）获自治区田径、游泳单项第一

名。

文物胜迹
古城岗 为汉晋观阳县治，在今新街乡湘溪村雀儿山。

古墓群 古城岗古墓群位于灌江西岸马家坪村后的满天星山，分布范围宽约 250 米，长约

300 米，为战国至唐宋时期墓葬。白沙村古墓群位于黄关镇东北面，灌江东岸，古墓较集中，

保存完好，属西汉时期墓葬。果子园古墓群位于灌江北岸湘溪村后，为东汉、南北朝墓葬。

孝义可风坊 位于文市镇月岭村前，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 年)。坊高 10.05 米，为全石

结构，雕刻精湛，具有较高的科学艺术价值。附属建筑有文昌阁、石亭。西侧有白竹岩、仙家

岩和步月岩，连接长约 5华里。为历代游览胜地。

赤壁山 在县城北 40 公里，位于文市镇西南面。众峰罗列，横亘数里，石崖临江，巍然

屹立，旁横赤色石壁 60 余米。明代纪胜者镌“赤壁”2 字于上，故名赤壁山。山腰一洞曰赤

壁岩，洞内有小洞通灌江，天雨水涨，浪击山崖，风穿空穴，岩中如金石丝竹并奏。绕洞出山

顶，则山水连光，青绿交映，林木四荫，可避日乘风，为古今游览胜地。



孝义可风坊 赤 壁 山

著名人物
文良儒(1925.1－1944.9) 号共良，文市富水村人。194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 年夏参

加桂林师范学校战地服务团，奔赴桂北各地积极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在灌阳文市、水车

等地组织抗日武装，任中共灌阳特别支部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是年 9月，日寇入侵灌阳，不幸

被捕。在押往全州途中，因奋起反抗，壮烈牺牲。

扬鏊(1485－1532) 号静可，仁寿里（今黄关镇李官村）人。1517 年中进士。历任贵州道

监察御史、四川按察司佥事。著作有《巡仓政略》、《静可诗文集》等。

唐景崧(1842－1903) 字维卿。江口人。1864 年举进士。1883 年中法战争爆发，受命募

勇四营，号“景字军”。1885 年 1、2 月间，率部会同刘永福黑旗军与法军激战于越南宣光等

地，屡建战功。1891 年升任台湾布政使，1894 年署理台湾巡抚。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

台湾宣告自主抗日，推唐为“台湾民主国”总统。1895 年 6 月基隆被日军占领后，唐即离台

内渡。后旅居桂林，任经古书院山长和广西体用学堂堂务，与康有为组织“圣学会”，创办《广

仁报》，进行变法维新宣传。著作有《请缨日记》、《寄闲吟馆诗存》、《看棋亭杂剧》等。

唐景崇(1844－1914) 字春卿，唐景崧胞弟。1871 年举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浙江、江

苏学政，吏、礼、工、兵等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学部尚书，学务大臣，弼德院顾问大臣，

清史馆总纂。著作有《新唐书刊误》等。

凤福山(1891－1982) 瑶族。水车乡合成村人。在 1932 年冬至 1933 年春的桂北瑶民起义

中，被选为大总统。起义失败后，改名盘五、陈光金，返乡隐居。解放后，接受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的领导，先后当选为灌阳县人大常委，桂林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尉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大代表、政协常委。

重要事件
升平天国 清咸丰四年（1854 年）农历八月一日，广西南宁天地会首领朱洪英、胡有禄等

组织反清起义，由恭城进逼灌阳。十六日，与清军在定岗隘激战。十七日，攻克灌阳，进入全



州。九月二十二日，起义军复由全州入灌，一举攻下县城。十月九日，朱、胡在灌阳建立“升

平天国”，朱称镇南王，胡称定南王，奉“太平天德”年号。起义遭到清政府残酷镇压，朱洪

英等皆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桂北瑶民起义 桂北各县瑶民因不堪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从民国十九年(1930 年)起即酝酿

起义，先后在灌阳的沙罗源、盐田源、五龙庙和兴安的桐木江（现属全州县）等地，以“打蘸”

为名组织力量，制造武器。1932 年冬，在瑶民首领凤福山、梁赢延、赵明玉、凤宝山等人领

导下，兴、全、灌四十六源瑶民三千多人，于西山五龙庙、兴安桐木江等地集结，竖帅旗，建

官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桂北瑶民起义。这次起义，遭到国民党桂系军阀的血腥镇压，于 1933

年春失败。

红军长征过灌阳 1934 年 9 月，红六军团九千多人从湘桂边境的清水关进入灌阳境内，占

领文市，渡过灌江西进，顺利经过桂北地区与湘西南的红二军团会合。同年 11 月 25 日，红一

方面军约七万人在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后，以一部佯攻龙虎关作为掩护，分两路从灌阳

的永安关和雷口关突然进入文市，渡过灌江，直趋兴安、全县，开始了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钱

的战役。其时，红军后卫部队仍在灌阳文市一带阻击桂军及蒋介石“中央军”的追击，一直坚

持到 12 月上旬才撤退。

日寇入侵 1944 年 9 月 22 日和 1945 年 6 月 2 日，日本侵略军两次侵入灌阳，占据县城，

进行烧杀掳掠，使灌阳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日寇两次入侵，共杀害 2,077 人，被拉夫、失踪

1,651 人。全县有 16,309 户、125,135 人受灾，损失折币（国币）共 4,835,038 千元，每户平

均损失 296.46 千元，人均损失 38.64 千元。

桂北人民武装起义 1947 年 7 月 24 日，桂北各地人民在中共桂北地方工作委员会的领导

下，组织武装起义。灌阳方面在平板、陈家背、巨望、小江源、县城五个点同时举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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