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江侗族自治县

三江侗族自治县是地处桂、湘、黔交界的山区林业县，聚居着侗、苗、瑶、壮、汉等民族，其中

侗族居多。境内山峦重叠，河沟纵横，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盛产茶油、桐油、杉、松和竹木，是自

治区生产茶油、杉木基地之一。具有浓郁民族特色而闻名于世的“鼓楼”和“风雨桥”，表现出侗族人

民的高度智慧和建筑技艺。

位置面积 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北端，东部与龙胜、融安两县交界，西

部同融水县、贵州省从江县相连，北部靠湖南通道县与贵州黎平县，南邻融安、融水县。总面

积 2,454.34 平方公里，折合 3,681,510 亩。计陆地 362.55 万亩，占 98.48%，水域 5.6 万亩，

占 1.52%。东西最大横距 53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45.2 公里。县治古宜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

市 351 公里。

建置沿革 汉、晋属郁林郡潭中县地，隋为义熙地，唐属融州，宋崇宁四年（1105 年）于

融水县三口砦置怀远军，后改为平州，并置怀远县，这是三江县正式建制之始。政和元年（1111

年）废县为三口砦，历南宋、元至明初二百六十余年。明洪武十年（1377 年）置三江镇巡检

司，十三年（1380 年）复置怀远县，清因之。民国三年（1914 年）改名为三江县。建国后，

1952 年成立三江侗族自治区，1955 年改为三江侗族自治县至今。

行政区划 现辖周坪、程村、斗江、高基、丹洲、老堡、良口、洋溪、富禄、梅林、同乐、

独峒、八江、林溪等 14 个乡和古宜镇。下设 193 个行政村（街）、辖 882 个自然屯（寨）。县

治古宜镇，1984 年有 3,088 户，14,086 人。

人口民族 1983 年，全县总人口 286,815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17 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 13.03‰。1982 年人口普查，全县有侗族 144,366 人，占总人口 51.6%；苗族 44,015 人，

占 15.7%；瑶族 8,875 人，占 3.17%；汉族 62,273 人，占 22.24%；壮族 20,351 人，占 13.3%。

此外尚有仫佬、毛难、回等民族共 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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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32492 38952 42296 53704 65.3 37.9 27.0

总 人 口 163620 170621 172212 279912 71.1 64.1 62.5

性别

构成

男 82455 86044 86653 143474 74.0 66.7 65.6

女 81165 84577 85559 136440 68.1 61.3 59.5

地区

构成

城 镇 2080 2972 5834 10066 383.9 238.7 72.6

农村 161540 167649 166378 269846 67.0 60.9 62.2

自然条件
地 形 本县属云贵高原东部边缘的丘陵地带。境内地形复杂，地貌多样，山岭连绵起伏，

呈现大丘陵地貌。地势由北向南倾斜。

山 脉 山势大体皆自北向南走向。西北部有三省坡，是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处，

主峰海拔 1,337 米。入境后分作两支，一支向东延伸，经水团坡、将军坡、高岗、青龙界，跨

雷洞河，止于老堡；一支向南延伸，经大塘坳，波萝苏，止于同乐的龙乡岭。海拔均在千米以

上。东部为天平山余脉，同福禄山、鸡毛岭相连，与龙胜交界，延伸到县内马坪、白花成大九

山，盘结于县南。西南有白云山，海拔 1,449 米，山脉南北纵列，绵延数十里，直到融水县境

内。

河 流 全县有大小河川 74 条，全长 689 公里，属珠江水系。主要河流有溶江、浔江、融

江。溶江、浔江南流，汇合于老堡，注入融江（三江由此得名）。支流有晒江河、孟江河、八

江河、林溪河、斗江河等。溶江发源于贵州省三都县，流经县境长 91 公里；浔江发源于资源

县，流经县境长 63 公里；融江流经县境长 44 公里。

气 候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带，山地谷地气候区。年均气温 17℃至 19℃。7月最热，平

均气温 27.3℃，极端最高气温 39.5℃(1966 年 8 月 17 日)。1 月最冷，平均气温 7.3℃，极端

最低气温-5.4℃（1963 年 1 月 15 日）。年均降雨量 1,548 毫米，年平均日照 1,334.3 小时。

主要气象灾害：两旱（春旱、秋旱）、三寒（春寒、五月寒、寒露风）和间发性飓风、冰雹。

每年 9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出现寒露风，分低温型和干风型两类·低温型最低气温 15℃-17℃，

连续 3天以上，对晚稻抽穗扬花很不利。春寒发生在早稻育秧期间，秧苗受至强冷空气袭击，

造成烂秧；五月寒正值早稻早熟品种幼穗分化，使花粉发育受到影响，丧失受精机能，空秕率

增多，造成减产。

土 壤 分为红壤、黄红壤、黄壤地带，以红壤为主。全县土壤分布规律大体是：海拔 500

米以下的丘陵为红壤地带性土壤；海拔 500-850 米为黄红壤地带性土壤；海拔 850 米以上为黄

壤地带性土壤。它们的成土母质主要是砂页岩，因而风化程度较好，土体肥厚，适宜于用材林、

经济林生长。稻田土壤有 5 个亚类，14 个土属，37 个土种。稻田土有几个特点：一、耕层深



厚、熟化程度好；二、壤土田面积占 94.5%，质地肥沃；三、酸性土较少，中性、微酸性较多；

四、有机质含量多，速效磷钾含量少；五、地下水位高，山冲烂泥田多。只要施肥得当，开沟

排水，注意改造“潜育化”水稻土，水稻单产较高较稳。

资 源 矿藏：有锰、铅、锌、磷、重晶石、石煤矿等 10 多种。锰矿储量约 10 万吨，磷

矿储量 44 万吨，重晶石矿储量约 1,000 万吨，以上几种主要矿产均已开采；石煤矿储量为 2

亿吨，目前尚未开采。水力：境内河流年均径流量为 25.02 亿立方米，蕴藏容量 22.248 万千

瓦，可开发 10.14 万千瓦，已开发 3,675 千瓦。水产：有江河湖面 5.42 万亩，山塘水库 739

亩，鱼塘 1,048 亩，水田 12 万亩，均可养殖鱼类。主要有鲤鱼、草鱼、鲭鱼等 10 多种。野生

动物：兽类有野猪、穿山甲、猕猴等 20 多种。禽类有斑鸠、野鸡、鹧鸪、画眉等 10 多种。野

生植物：药用植物已列入国家收购的多达 50 种，大宗的有桔梗、白术、鱼腥草、金银花、勾

藤等。化工原料植物目前国家收购的有松脂、栓皮、杨梅树皮、栎木树皮等 8种。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7,054 万元，比 1950 年增长 3.9 倍，比 1978

年增长 77.8%，比 1983 年增长 11.4%。1978 年以来递增率 10.1%。人均产值 1984 年为 242.56

元。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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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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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9

957.3

277.0

128.7

78.8

0.2

100

66.39

19.21

8.93

5.47

0.01

3086

1812

448.6

545.7

273

6.7

100

58.7

14.5

17.7

8.9

0.2

5072

2176

1264

755

836

41

100

42.9

24.9

14.9

16.5

0.8

5829

2225

1806

839

857

102

100

38.2

31.0

14.4

14.7

1.7

304.3

132.4

552.0

551.9

987.5

50900

88.9

22.8

302.6

53.7

213.8

1422.4

14.9

2.3

42.8

11.2

2.5

148.7

11.2

3.5

26.1

7.4

21.0

57.4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219,948 亩，农业劳动力 125,133 人。按农业人口计，人

均耕地 0.76 亩。耕地中水田 143,000 亩（含旱涝保收田 104,800 亩），旱地 76,900 亩。从五

十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种双季稻已居主要地位。

1983 年，有各种农业机械 1,738 台，共 20,322.4 马力，现有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

占有 9.2 马力。

粮、油：1984 年，全县粮食总产 12,061 万斤，比 1950 年增长 92.1%，比 1983 年减产 3.9%。

1984 年荼油总产 450 万斤，比 1950 年增长 38.5%，比 1983 年增长 1.2%。

林 业 全县有林地 185.65 万亩，森林覆盖率为 51.6%。盛产杉、松、竹木和油桐、油茶，

其中用材林 77.62 万亩，经济林 58.69 万亩，竹林 4.90 万亩，其他 44.44 万亩。立木蓄积量



359.91 万立方米，其中杉木蓄积 96.33 万立方米，平均每年向国家提供木材 6万立方米。

1984 年造林 14.18 万亩，比 1983 年增长 74.4%，比历史最高水平的 1970 年增长 65%。1984

年木材收购 9.09 万立方米，超额完成 35.3%，比 1983 年增长 30.8%。有县办国营林场 1 个，

经营面积 3.6 万亩。

牧 业 1984 年，生猪饲养量 121,263 头，年底存栏 94,781 头，比 1983 年增长 31.7%；

出栏肥猪 26,482 头，比 1983 年减少 2,982 头。1984 年底牛存栏 57,000 头，比 1983 年增长

7.5%。

副 业 主要是发展家庭饲养（养羊、兔、鸡、鸭、鹅等）和家庭手工编织（芒编、竹编）、

木器加工、铁制农具加工。1984 年家庭商品性手工业产值 7 万元。此外，还发展多种经营，

如种植黄红麻、培植木耳和采集加工药材等。

渔 业 可养鱼水面 15.2 万亩，1984 年鱼产量 166.82 万斤，是历史最高水平，比 1983

年增长 26.3%。其中稻田养殖面积 6.629 万亩，产鱼 117.49 万斤。全县有国营鱼种场 1 个。

集体渔业队 6个，年捕鱼量 92,100 斤。

土特产品 杉木：木质坚实，光滑美观，能抗潮抗热、经风雨日照不变形，是制造高级家

具的上好原料，也是本地建造房屋的主要用材。侗家的木楼，历百余年而坚实如初。杉木是三

江传统的出口产品，远销广东、江苏、浙江和港澳等地。年收购量 7万立方米以上。全县各地

均出产，尤以溶江河流域的杉树木质为最佳，树千直而高大，生长迅速，一般种植 15 年即可

砍伐。

茶油：主要产于浔江、孟江两河流域。白花中果、小果油茶漫山遍野，被称为“油海之乡”。

一般种后 5至 8年便开花结果。三江习惯茶桐间种，农谚云：“两年杂粮三年桐，七年茶子满

山红”。每百斤千种仁可榨油 20-30 斤。是优质的食用油，尤其是孟江茶油，透明清香，没有

臭味，无苦涩，不经煎炼即可放入菜中。茶油还可作工业原料，全县荼油产量，丰收年（大年）

可达 800-900 万斤，收购 600 多万斤，远销全国各地。为自治区茶油主要产区。

毛竹（楠竹）：主要产地在斗江一带。三江楠竹株大节长，质量好，纤维细，坚韧、耐用，

可做箩筐、竹篮、竹桌、竹席、竹缆等用具，畅销区内外。金县种植面积 4.9 万亩，蓄积量

291.9 万根，每年收购 29.3 万多根。除楠竹之外，还有篙竹、黑竹、方竹等。

桐油：全县各地均产。本地谚语云“种竹种桐，子孙不穷”。人们把油桐誉为“绿色的银

行”。其种子可榨取桐油，是一种最好的干性油，在工业上的用途极广，如用作飞机、军舰的

油漆，制造人造橡胶、汽油的原料，还是农业的杀虫剂。油桐木材质柔软，可制家具。全县桐

林有 10 至 15 万亩，年平均向国家交售桐油 61.85 万斤，近年已突破 100 万斤。

香菇：全县各地皆产，以斗江、丹洲两地为多。香菇是森林的林下产品，多利用高山密林

放置菌木，让其自然生长，近年逐步发展温室培养。不仅其味鲜荚，而且有降血压，防止胆固

醇增多的功能，畅销区内外。年收购最高达 21,200 斤，年平均收购 9,500 斤。

猕猴桃：县内猕猴桃多是野生，以同乐、独峒为多。果实呈椭圆形，棕绿色，果肉营养丰

富，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糖份，多种维生素，尤以维生素 C最多。年产约 10 万斤左右，



过去多作野果吃，近年才被利用作酿酒制糖原料。县酒厂正在开始利用中华猕猴桃酿制汽酒。

芒心藤：藤心柔软光泽、韧性强，用于编织藤篮、箱子，轻便耐用，美观雅致。近年三

江芒藤篮远销海外，产值达 100 万元左右，是大宗出口的土特产品之一。县内各乡土岭均有生

长。

水 利 三十多年来，全县水利工程设施有较快的发展。自 1975 年至 1982 年，国家每年

投资 20-30 万元，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有些工程效益不大。现有水利工程设施，每年

可提供水量 4.47 亿立方米，其中引水工程 4.4 亿立方米，蓄水工程 260 万立方米，提水工程

480 万立方米。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0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78 年

以来递

增率%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颧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比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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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2.72

100

100

881.2

591.1

290.1

100

67.1

32.9

1005

625

380

100

62.2

37.8

1225

623

602

100

50.9

49.1

44937

22804

39.0

5.4

107.5

21.9

-0.3

58.4

5.6

0.9

12.9

注：表中不含自治区所属企业产值

1950 年以前，县内只有一些手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1984 年，全县有钡盐厂、造纸厂、

印刷厂、化工厂、水厂、汽修厂、农机厂、木材厂、粮油加工厂、食品厂、酒厂、供电公司、

矿产公司、木材公司、产口电站、西坡电站、电机厂、屠宰场等 18 个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

659 人，产值 744.48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60.8%。其中较大的是木材公司，有职工 196

人，产值达 386.85 万元。自治区属企业 1个（塘库贮木场），有职工 445 人，产值 304 万元。

县管集体所有制企业，1984 年有职工 452 人，产值 162.52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3.3%；

1984 年乡镇企业共 166 个，职工 2,149 人，主要从事加工业、建筑业、运输业等，产值 310.37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25.3%。

电力：1983 年有小型电站 185 座，装机 193 台，容量 3,675 千瓦，年发电量 450 万度。

1983 年全县总发电量 550 万度。有 1,500 千伏安区域变电站 1 座，全县配电变压器 335 台。

容量为 12,850 千伏安，装机负荷 9,003 千瓦。架设高低压线路 1,043 公里。全县有百分之八

十五的村寨用上了电。同时，建立电灌站 167 处，装机 171 台，每年供电 45 万度，扩大了农

田灌溉面积。还为县、乡工厂企业供电 230 万度。

交 通 技柳铁路由北到南贯穿县境，长 98 公里，经过 6个乡，设有 10 个站。县内交通

以公路为主。1984 年有公路 12 条，长 314 公里，各种汽车 137 辆。12 个乡（镇）通了班车，

客运量 764,695 人次。与外县连接的公路 3条：三江至湖南通道；三江至龙胜，三江至融安。

水路交通：浔江、溶江汇集于老堡，流下融安、柳州，通航河道共 230 公里。现有机帆船 80

多艘，850 吨位。沿河 8个乡，33 个村通航。在木材外运上，河道不失其重要地位。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邮电所共 13 所，邮路长 1,550 公里，184 个村寨通邮。农村电话

线路 610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2 条，共安装电话单机 522 部。

商 业 1983 年，有商业网点 1,049 个，从业人员 2,571 人。其中国营网点 57 个，从业

797 人；供销合作社 181 个，从业 660 人；集体网点 20 个，从业 224 人；农村代购代销点 81

个，从业 81 人；个体商业户 710 户，从业 809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2,98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4 倍。集市贸易额 900 万元，外贸出口收购 106.20 万元。1984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达 3,061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2.5%。

财政金融 1984 年县财政收入 396 万元，财政支出 1,306 万元，上级补助 740 万元。城乡

储蓄余额 1,055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355.9 万元，增长 50%。其中农民存款 399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133.7 万元。1984 年发放农贷款 810 万元，比上年增加 430 万元；当年累计收回农贷

款 431 万元，比上年增加 156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有粮 454 厅，比 1978 年减少 68 斤。农民人均收入 141 元，比

1978 年增加 54.2 元。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 64 元，比 1978 年增长 40.3%。群

众购买力大有提高，1984 年，共销售自行车 3,438 辆，比 1978 年增长 1.34 倍；缝纫机 3,352

架，比 1978 年增长 4.6 倍；电视机 256 台，比 1981 年增长 39.1%。城镇住宅新增面积 20,083

平方米，农村建房 1,350 平方米。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仅有 1 所初中，学生 200 多人，教职员 20 人；小学 132 所，学生

5,215 人，教职员 390 人。1983 年，有中级师范 1所，学生 30 人，教职员 19 人；普通高中 2

所，学生 553 人；农业高中 1所，学生 178 人；初中 12 所，学生 4,734 人；中学教职员共 454

人。小学 160 所，学生 39,312 人，教职员工 2,073 人。幼儿园 9所，入园儿童 624 人，幼托

教工 42 人。1952 年至 1965 年全县升大学仅 89 人，1971 年至 1983 年，升大学人数达 361 人。

1983 年读函大、刊大经过自学考试领取大学毕业证书的 40 人。城镇职工不及初中毕业文化程

度的 2,621 人。至 1983 年，开办文化补习班 38 个班，现参加补习的干部职工 1,248 人。

科 技 县有农科所、林科所、畜牧研究所、农业机械研究所、科技情报所等 5 个科研单

位，8个乡成立了科普协会。全县建立了医学会、林学会、农学会、畜牧兽医学会、农机学会、

水利学会、电机工程学会、油茶研究会、青少年科技辅导协会、科技情报小组等 13 个自然科

学群众组织。至 1983 年，取得科研成果 29 项，其中“油茶高产栽培技术运用推广”和“海群

生全民服药加对象治疗消灭马来丝虫病”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奖。1984 年全县有工程师 3 人，

农艺师 3人，主治医师 4人；助理工程师 288 人，助理农艺师 14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4 人；

农、林、水、卫生、基建等专业技术员共 253 人。

文化艺术 全县有文化馆 1 个，乡镇文化站 15 个。县图书馆 1 个，藏书 5 万余册。新华

书店发行点 11 个。电影院 3 座，露天影场 5 处，电影放映队 120 个，其中民办 99 个。1966

年建立电影侗语配音组，至 1983 年共配音伺语影片 61 部。还有县文工团 1个，群众业余侗戏

团、彩调团、桂戏团、文艺演出队共 244 个。全县有广播站 1个，乡镇广播扩大站 13 个，电



视差转台 4个（73 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广泛收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基础上，由本县作者编辑，先后出

版了《侗族民歌选》、《侗族民间故事选》、《侗乡风情录》、《侗族爱情故事选》，以及侗族儿童

故事集《养鸭小姑娘》等书，在全国发行。

卫 生 1949 年，全县只有卫生院 1 所，医务人员五六人。1984 年有县医院 1所，乡镇卫

生院 11 所，学校医务室 7个；还有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皮防站、麻风病院、卫生学校等。

全县共有病床 335 张，医务人员 375 人。育龄夫妇实行计划生育的 1,627 人，节育率 41.99%，

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有 571 对。

体 育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有舞龙、舞狮、赛龙舟、踢毽子、抡花炮和拉鼓等。1982 年至

1983 年，共组织篮球、乒乓球、射击、棋类比赛 105 次，举行中小学田径运动会 8 次。向上

级输送运动员 2名。

特殊风俗 花炮节：据说是由庙会演交而来，至今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放花炮时用一寸

直径的小铁环，缠上红绸，放在铁炮上，点燃引子，铁炮一响，把缠红绸的铁环抛上空中。铁

环落地时，由抢炮者上前争夺，谓之抡花炮，谁能冲破层层阻拦，将红铁环送到指挥台上，就

是胜利者。放花炮这天，附近村寨皆组织抢炮队前来抢炮，每队有十多二十人。按头炮、二炮、

三炮分三次抢，抡得花炮者，分别得到镜屏、酒肉等奖品。观看热闹的各族群众常常数以万计，

男女青年亦借此机会互相对歌交谊谈爱。县内放花炮地点有五六处，放的时间各地不一，有的

在农历十月二十六（林溪），有的在正月十三（板江），有的在二月十五（斗江），有的在三月

三（古宜、富禄）。

“月也”：侗语是集体交朋友，“作众人客”的意思。它是侗族最盛行的社交方式。一般以

寨子为单位进行交往，甲寨到乙寨去，甲寨人就是“也”（客人的意思）。每年秋收后农闲时节，

甲方征得乙方同意，即可定个日期，到乙寨去“月也”。去作“也”的一方或带芦笙队，或带

剧团去表演。去作“也”的人，不论生熟，均受盛情接待。接待“也”的寨子，各户主动把客

人迎至家中，招待吃宿，交游两三日方离去。

“侗不离酸”：侗乡的群众喜吃蒸糯米饭，菜肴喜吃酸肉、酸鱼、酸菜。过节请客都离不

开酸，平时装饭上山劳动，也要放几块酸肉或酸鱼，有“侗不离酸”之说。

打油茶：油茶，是侗族人民喜爱的饮料，一日两餐少不了。客至，必定要热情地打油茶款

待。打油茶的做法是：先将糯米煮成饭，阴干备用，谓之阴米。把阴米、黄豆、花生等投入油

锅炸熟盛好，作为油茶的基本佐料（有条件的用瘦肉、猪肝、粉肠、葱花等，作为补充配料）。

随后将一抓粘米放进锅里炒焦，拌上茶叶混炒片刻，加水煮开，过滤之后即成茶水，加上配料，

就是味香色美的油茶了。吃油茶时，主人和客人都围坐在桌旁或锅灶周围，由主妇动手烹调。

第一碗必须端给座上的长辈或者贵宾，后才依次端给其他客人和家里人。每次打油茶，每人须

吃够三碗，这是规矩，也是客人对主人尊敬的表示。如不想再吃，需把筷子架在自己的碗上，

作为表示。这是侗家热情好客的一种表现。



文物胜迹
程阳桥 侗族人民有建造风雨桥的历史传统。在交通要道的渡口上，架设一种长廊武木桥，

供人们休息、娱乐和避风雨，称为“风雨桥”。三江境内有“风雨桥”40 多座，其中以程阳桥

最为精工美观。程阳桥在县城北 20 公里的林溪河上，该地原属程阳乡，故称程阳桥，又名永

济桥，建于民国九年(1920 年)。桥长 64.4 米，宽 3.4 米，高 10.6 米，桥身分 3层，墩上架

木排，排上铺木板，板上建楼阁，桥侧设有木栏，木栏旁置有木凳。供行人或游人休息。桥上

建有 5个楼亭。楼阁造型，有塔形楼亭，殿形楼亭，分布在桥的两端，互相对衬，中间是一座

六角塔形楼阁。在 5个楼阁之间的踌桥上面，盖有青瓦衔接，使整个大桥从上到下，浑然一体，

重瓴联阁，奇伟壮观。其建筑工艺是十分高超的，桥墩用方石砌成，桥身全部用木料，不打一

钉，以排方和横方穿榫，上下吻合，纵横交错，互相依赖，形成“竹木一方坚胜铁”的牢固建

筑。1963 年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5 年 10 月 20 日，郭沫若曾为程阳桥赋诗题词，

现镶嵌在桥中央的“程阳桥”三个大字就是郭老的手书。1982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之

一。

程阳风雨桥 马胖鼓楼

马胖鼓楼 鼓楼是侗族村寨中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多建于寨子中心，有宫殿武和宝塔式

两种，全用木料构成。有 5 至 10 多层不等，每层均有飞檐，檐角上翘，轻巧若飞。鼓搂一般

高四五丈，是村中最高大的建筑物。因楼内安一长形大鼓而得名。过去有人看守，每逢寨内发

生事情要聚众商议时，则击鼓召集全寨父老兄弟，由寨老主持议事论理。村规寨约，均在鼓楼

制订。鼓楼也是群众休息娱乐的公共场所，人们劳动之余，常到鼓楼聊天，弹琵琶唱歌。每逢

节日，人们在鼓楼前的草坪上跳芦笙舞、演戏。县内最大的鼓楼是八江乡的马胖鼓楼，建于

1928 年，重建于 1943 年，是一座 20 余米高的殿武塔形建筑。全部采用接榫结构，不用铁钉，

在柱子上凿通洞眼，用榫头衔接，长短条木斜穿直插，严密牢固。1963 年列为自治区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著名人物
荣成礼(1904－1949) 丹洲乡板必村人。广西军校毕业。曾任北伐军连队事务长，1927 年

加入板必农会。1949 年 4 月与其他各界人士发动民变武装起义，组织“湘桂黔边区人民自卫

军”。同年 10 月，国民党五十三军一部从柳州上湖南，企图阻拦人民解放军南下，路过板必。



荣成礼率部阻击，不幸中弹牺牲。建国后三江县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刘锡镐(1880－1915) 丹洲乡人。字侠吾。清末庠生，拔贡。1909 年与其他志士在柳州建

立同盟会分会，以樟脑公司名义从事秘密活动。1911 年被选为广西特派员，与刘震寰、王冠

三等共同策划起义，在柳州、融县、怀远等地联络会党，组织民军，待机而动。武昌起义后，

刘锡镐参与策动柳州独立，并星夜赶回丹洲，集合党人在县城起义，率领起义军于古宜一带大

败前来镇压的清兵。不久广西宣告光复，锡镐任省国民革命军参谋长。1915 年 8 月 15 日，在

柳州誓师声讨衰世凯称帝，被叛军打败。刘锡镐化装逃走，准备从贵州进云南寻找援助，9月

18 日路过高阳岭，不幸为土匪杀害。

荣寿柏(1886－1947) 丹洲乡板必村人。广西优级师范毕业。1911 年曾任革命军营长，1926

年在国民党三江县党部任农民部主任，积极组织农会，领导贫苦农民开展“二五”减租运动，

兴建学校。以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三江国民中学校长。

重要事件
怀远 121 村抗油捐斗争 1910 年 7 月，怀远县令（清代三江称怀远县）石家鉴加收油捐，

激起 121 村民变，进攻古宜，拆毁县署及税厂，打击豪绅。柳江道沈秉炎亲临办理，将石家鉴

撤职，以息众怒，然后欺骗 103 村民众停止斗争，但古宜附近 18 村仍坚持武装抗捐。新任知

县刘壬滨遂会同柳江巡防队，在古宜用火炮向 18 村轰击，使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无数。斗争被

镇压下去。

红七军两次过三江 1930 年 5 月 7 日，红七军挺进贵州途中，袭击榕江县城后回师本县富

禄镇。在该镇驻扎 3天，宣传组织群众，还没收大地主财物分给群众。同年 12 月 12 日，红七

军往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途中，又经过三江的平卵、岑旁、富禄、唐朝、座龙、盂寨、坳寨、

八江、高迈、程阳、林溪等地。

民变武装起义 1949 年 4 月，党外人士荣成札、莫虚光（侗族）、欧文光（侗族）等，组

织一千多人参加的民交武装起义，成立“湘桂黔边区人民自卫军”，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横征

暴敛。武装队伍曾一度攻占县城古宜，县长梁志高弃城逃跑。

桂黔边人民保卫团第三大队成立 1949 年 5 月 5 日，中共三江地下党在洋溪建立革命武装

一洋溪人民保卫队，5月中旬改编为桂黔边人民保卫团第三大队。

中共三江县工委成立 1949 年 9 月成立中共三江县工委，并奉命将“桂黔边人民保卫团第

三大队”改为“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三大队”。冒剑任工委书记兼大队政委，冯敬莹任组织委

员兼大队长，李淑嫒（女）任宣委兼大队副政委。

三江县全境解放 1949 年 11 月 1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湖南、贵州南下三江，

解放县城古宜镇，次日直趋长安、柳州。12 月 15 日，在丹洲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三江县人民

政府成立。

剿灭残匪 1950 年 4 月下旬，原国民党三江县党部书记长潘懋、惯匪恶霸石雄山、被解放

军俘虏释放回乡的国民党保安队军官伍英等为首，组织“湘黔桂反共救国军”，进行反革命武

装暴乱。5月 16 日，县人民政府转移到丹洲。1951 年 4 月，人民解放军对残匪实行重点进剿。



4 月 15 日（农历三月初十）拂晓，解放军和县地方部队、民兵，一举攻克古宜。此后，经过

约一个月时间清剿，大小股匪全都被消灭。共计歼匪 4,805 名（其中纵队、支队司令级匪首

76 名），缴获枪支 1,927 支，炮 17 门。5月 16 日，县人民政府机关迁回古宜。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952 年 7 月，三江县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组织工作认下乡建立各乡人

民政府。12 月 3 日，在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上通过成立县级三江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

决议，向全县发出公告，宣告三江侗族自治区成立。1955 年改为三江侗族自治县。

供稿：三江侗族自治县县志办公室

执笔：罗家阔 唐志宗 吴善诚

杨干秀 杨文模

编辑：黄汝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