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川瑶族自治县

富川瑶族自治县，为都庞、萌渚两岭余脉之间的山丘平原，常有大风，素有“大风走廊”之称。

秦始皇时修筑的道州临贺水陆兼程古道，经过全境。境内百分之八十是石灰岩组成的岩溶地区，地下

河纵横交错，水质优良。全县百分之九十一农户用上了电。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茶油和耕牛三

大商品基地，自治区三大产枣县之一。

位置面积 富川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北部，贺江上游。东部与北部，分别与湖南省江

华瑶族自治县和江永县毗连，西靠恭城县，南与钟山县相邻。县治富阳镇，西南与自治区首府

南宁市直距为 369 公里，实际里程为 572 公里。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41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59

公里，总面积 1,572 平方公里，合 2,358,000 亩。计陆地 2,231,747 亩，水域 126,253 亩。

建置沿革 秦属南海郡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于其地置富川县和冯乘县，

因境内有富水、冯溪而得名。两晋至隋因之。唐天宝中，富川县曾一度改名富水县，后复原名。

宋开宝四年（971 年），废冯乘县并入富川县。元、明、清不变。1949 年 11 月 18 日解放。1952

年 9 月 1 日，富川县与钟山县合并为富钟县。1962 年 3 月 27 日，又恢复富川县。1983 年 1

月 1 日，经国务院批准富川县正式改为富川瑶族自治县。

行政区划 现辖 11 个乡：古城、白沙、福利、新华、石家、麦岭、葛坡、油沐、富阳、

城北、柳家；2个镇：富阳、朝东。下辖 145 个村民委员会，2,151 个村民小组。

县治富阳镇共有 2,915 户，13,470 人。

人口民族 1983 年全县人口 225,512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45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9.76‰。据 1982 年人口普查统计，民族有瑶、汉、壮、侗、仫佬、回、彝等 7个。瑶族 79,405

人，占总人口 35.9%；汉族 141,288 人，占总人口 63.9%；其他 5个民族共 420 人，占总人口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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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21 31913 36420 44438 51.56 39.25 22.02

总 人 口 118944 127935 148533 221113 85.90 72.83 48.87

性别

构成

男 69898 66837 77552 114207 81.57 70.87 47.27

女 56046 61098 70981 106906 90.75 74.97 50.61

地区

构成

城镇 5115 5571 6427 14026 174.21 151.77 118.24

农村 113829 122364 142106 207087 81.93 69.24 45.73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在海拔 140-1,875 米之间。总的地势北部高，南部低，四周向中心盆地倾斜。

但从北部的城北乡马山凉亭附近起，又分别向西北和东南两个相反方向倾斜，成为桂江和贺江

的分水岭。在地貌上，中部和东部为石灰岩地区，面积为 1,240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78.9%。

山 脉 县境西部为都庞岭余脉，从湖南江永县迤逦入境，北南走向，为海拔 500米至 1,800

米的中山、低山，南北长 36 公里，东西宽 17.4 公里，面积 246 平方公里，主峰在凤溪山北卡

顶，海拔 1,857.1 米。县境东南部为萌渚岭余脉，从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伸延入境，俗称姑婆

山；境内由乌羊山、大桂山、茶冲等山系组成，主峰海拔 1,420 米。天堂岭诸山横亘于南，属

低山区，主峰蚊帐岭，海拔 873 米；主蜂东南与姑婆山系相接，西向跨越富江接长溪岗与都庞

岭余脉相联。北部有黄沙岭山脉，也属低山区，主峰圣皇岭，海拔 950 米。

河 流 富江，即古临水，流经县境的全长 21.3 公里。有东西二源：东源出于麦岭乡湖完

岭，西源分别出石漕母山、石吼、新田。东汇麦岭河、金田河、巩塘河、石家河、莲山河等水；

西汇大源河、风溪河、大围河、大洋溪、小洋溪、白水冲、涝溪河、淮南河、长溪江等水。而

后注入龟石水库，出水库下钟山、贺县，流至广东封开县注入西江，属珠江水系。年总径流量

为 61,664 万立方米。秀水河，由石鼓、鸟源、黄沙 3 条小河在朝东镇秀峰风景区汇合，北流

入湖南江永县，再折西南出恭城、平乐，注入桂江，属桂江水系。县内干流长 5.4 公里，年总

径流量为 8,198 万立方米。白沙河，发源于姑婆山，由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仙姑岩流入县境，

穿经 7道地下岩洞，至下井的岩头流出地面，进入钟山，注入富江。上游由于长期开采锡矿，

沙泥淤塞，河水常年混浊。

气 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春迟秋早，春秋两季短，夏冬两季长。夏季盛行暖湿海洋气

团，多吹偏南风；冬季盛行大陆气团，多吹偏北风。年平均降水量 1,742 毫米，年降雨日在

152 至 203 天之间。无霜期平均为 318 天。初霜日在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2 日，终霜日在 1月

13 日至 2 月 3 日。年平均气温为 19.2℃。7 月最热，平均气温 28.3℃；1 月最冷，平均气温

为 8.5℃；年极端最低气温为-4.1℃，年极端最高气温为 38.5℃。境内南北年平均温差 2-3℃。

县境四时有风，年平均风速为 2.6-3.2 米/秒。瞬间风速大于 17 米/秒的大风，每年有 2 次，

最多达 5次，最大风速为 28 米/秒。风力资源，得天独厚。主要灾害性天气有：低温烂秧天气、



倒春寒、冰雹、大风、暴雨、干旱、寒露风、霜冻和雨淞。从明弘治十三年(1500 年)至 1983

年的 483 年间，境内发生特大洪涝 16 次，频率为 30 年 1 次。明弘治十三年春，一次特大洪涝，

竟把矮石堡县城摧毁，荡然无存；1915 年 7 月 8 日，日降雨量达 280 毫米，洪峰水位达 189.9

米，洪峰流量 1,310 立方米/秒，致西岭山崩数处，县城东门大桥也为之冲塌；1974 年 7 月 1

日，日降雨量 293.3 毫米，第二天日降雨量 410.6 毫米，山洪爆发，姑婆山崩多处，至今草木

未生。

土 壤 全县土壤有 6 个土类：红壤、黄壤、石灰（岩）土、紫色土、冲积土和水稻土。

水田多为含砾沙泥田、石砾底田、潴育黄泥田、壤土田、杂沙田、黄泥田、含砾沙土田等。旱

地土壤，一般以第四纪红土红壤、砂页岩红壤、花岗岩红壤、砂页岩黄红壤、砾石红壤性土、

棕色石灰土、酸性潮沙土、石砾土等居多。林地土壤以红壤分布最为广泛，其次是黄壤，土层

深厚、肥沃、疏松，有机质含量丰富，呈酸性和微酸性反应。红壤适种油茶、马尾松等树种；

黄红壤适宜于杉木、毛竹等树种的生长；石灰岩构成的钙质土，适种三年桐、棕榈、黄枝油杉

等。

资 源 矿藏有：钨、锡、金、铜、锑、铅、铋、煤、硫铁等。其中钨矿储量名列广西前

茅；锡矿藏量不少，富、贺、钟矿区的锡矿，东南起自里松坪，西北止于庙湾，方圆约四十公

里。富川以白沙锡矿为最著。

自治县植被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植被区。境内树种资源颇为丰富，主要有松科、杉科、

茶科、樟科、壳斗科、木兰科等。主要乔木树种有马尾松、黄技油杉、杉木、粗榧、樟树、檫

木、木荷、苦楝、香椿、麻栎、米椎、红栲、青岗栎、拟赤扬、枫香、枫杨、乌桕、皂荚、槐

树、泡桐、构树、朴树、杨梅等。珍贵树种有紫楠、红椿、黄檀。主要灌木树种有�木、黄荆、

乌饭树、算盘子、野花椒、盐肤木、杜鹃花、胡枝子等。荒山植被有五节芒、黄茅、铁芒箕、

凤尾蕨、黄狗头、马蹄蕨等。动物：属二类保护动物有角鸡和金钱豹 2种；属三类保护动物有

猕猴、水鹿、金鸡、穿山甲、白鹇、麝和苏门羚等 8种；属稀有动物有“飞虎”和石燕等；经

济价值高的鱼种有桂花鱼、斑鱼、胡子鲶和鳜鱼等。

地下水：已探明的有褶皱 17 条，断裂 17 条，为地下水富集地带。并探明有地下河 23 条，

平均流量 2.157 立方米/秒；大于 50 升/秒的泉井 19 处，平均流量 1.8 立方米/秒；年总水量

为 1.25 亿立方米。还有埋藏地下的静态水 2.75 亿立方米，分布在县东、中部。地下水水质优

良，为人畜饮用、农田灌溉以及工业用水的良好水源。岩溶洞穴：密布全境，数量可观。抽测

豆子岩、川岩和出气岩 3处，平均长度 295 米，宽度 33 米，高度 11 米，面积 7,470 平方米，

容积 114,000 立方米。全境除个别洞穴外，其余均末被开发和利用。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8,754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3.08 倍，比 1978 年增

长 18.93%，比 1981 年增长 6.4%，比 1982 年减 3.59%，比 1983 年减 1.5%。1978 年以来年平

均递增 2.93%，人均产值 1984 年为 382 元。

农 业 1984 年末全县耕地面积 266,962 亩，农业人口 213,299 人（劳动力 98,913 人），



人均耕地 1.25 亩。其中水田 191,199 亩，旱地 75,783 亩。耕地中，旱涝保收田 158,000 亩。

1983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2,173 台，32,044 马力，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

有 11.89 马力。其中耕作机械每百亩耕地占有 5.05 马力。

富川县是自治区粮、油、耕牛三大商品生产基地之一。

粮、油、烟：从 1978 年至 1983 年，粮食平均年递增 3.27%。1982 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新纪

录，达 22,059 万斤。1983 年，粮食总产为 21,848 万斤，比 1952 年增长 1.95 倍，比 1978 年

增长 17%。1983 年油料 33,927 担，比 1976 年增长 15.3%。烤烟 14,381 担，比 1978 年增长 88%；

粮食收购 4,115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36.53%；油脂收购 1,364.92 担。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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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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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

1458

157

163

241

7

100

72

7.7

8.0

11.9

0.3

5649

3496.2

207.3

947.0

964.6

33.9

100

61.9

3.7

16.8

17.0

0.6

6633.1

3977.3

255.3

1050.7

1303.9

45.9

100

60

3.8

15.8

19.7

0.7

6608.5

3946.2

237.0

1114.4

1262.6

48.3

100

59.7

3.6

16.9

19.1

0.7

226.2

170.7

51.0

583.7

423.9

590.0

17.0

12.9

14.3

17.7

30.9

42.5

-0.4

-0.8

-7.1

6.1

-3.2

5.2

3.2

2.5

2.7

3.3

5.5

7.3

林 业 现有山地面积 159 万亩（含石山 19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67.4%。有林面积 72.5

万亩，占山地面积的 45.6%。森林覆盖率为 30.8%，绿化程度为 71%。森林总蓄积 144.86 万立

方米。1983 年生产木材 5,500 立方米，其中杉木 1,600 立方米，其余为松杂木。经济林有油

茶、油桐、山苍子等。果木林有枣子、柿、柑、橙、梨、柚、桃、李等。油茶林面积 19.05

万亩，是富川主要的油料作物。枣子年产达一百多万斤，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三大产枣县之一。

牧 业 富川水草丰盛，草场宽广。1979 年至 1983 年政府共发放养牛贷款 274 万元，帮

助农民增添种畜牛 7,116 头。1980 年以后又引进良种牛，办种畜场，帮助农民改良牛的素质。

富川水牛，体型高大，发育匀称，性情温顺，适应性强，耐粗饲，役用性能好，繁殖力强，每

年有六、七千头销往区内外。1983 年底除外销外，存栏耕牛 33,109 头，其中水牛 32,152 头，

比 1978 年增长 22.8%。同年，存栏生猪 100,399 头，出栏肥猪 38,165 头，其中农民出售给国

家 14,320 头。

副 业 近年来集体和家庭副业发展都较快。除养猪、牛、鱼和饲养鸡、鸭（为主）、羊、

兔、蜂外，还有烧砖瓦、石灰、捞砂、采矿（锡、磷）、采煤、农产品加工、编织、培植蘑菇、

建筑、小商业、运输、服务业等。

渔 业 全县有养殖水面 54,115 亩，其中农民养殖水面共 12,392 亩，龟石水库四万多亩。

龟石水库由国营养殖场经营，该库鱼类资源丰富，水草茂盛，水体深、水质好，是梧州地区淡

水渔业基地之一。1984 年，龟石水库捕捞成鱼 23.96 万斤，比 1978 年 9.86 万斤，增长 1.43



倍。

土特产品 富川蜜枣：1984 年年产 818.14 吨，比 1978 年 490 吨，增长 67%。富川蜜枣，

色泽赭黄鲜明，形如马鞍，肉厚核小，表面起糖霜，松化爽口而清甜。既是最佳的果饯，又是

莱肴的上乘调料，还有清凉、润肺、活血功能。近年来大批出口，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国和港

澳地区。

烤烟：1984 年年产 224.15 万斤，比 1978 年 76.53 万斤，增长 1.93 倍。富川烤烟含糖量

高，色黄味香，是卷制高级香烟的优质原料，被列为自治区烤烟一等产品。

龙须席：以经过特殊加工的龙须草为编织原料，工艺精致，技巧独特，在席面编织出“二

龙戏珠”“双凤朝阳”等各种图案。远在唐代，民间就有龙须草编织。清朝时作过贡品。民国

期间获巴拿马博览会甲等奖。1956 年送北京展览，获得奖状。近年来，这一传统的手工艺产

品得到恢复，但产量不高。

水李：富川特有的良种水果。现尚存千株。它以果大（四五个就有一斤）、汁多、脆甜、

肉质细嫩而著称。

水 利 三十多年来兴办蓄水工程 311 处，引水工程 71 处，提水工程 237 处。有效灌溉面

积 184,753 亩，其中水田 184,226 亩，水浇地 527 亩，分别占水田总面积和旱地面积的 96%和

0.7%。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52 年 1978 年 1982 年 1983 年
1978 年

以来递

增率%

金额

(万元)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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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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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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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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3 100 1711.5

1064.9

646.6

100

62.2

37.8

2446.7

1802.1

644.6

100

73.7

26.3

2278.8

1716.3

562.5

100

75.3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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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以前只有一些手工业，加工、制造简单的农具和生活用品。1983 年已有国营工矿

企业 25 个，职工 1,491 人，总产值 1,856.63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81.47%。其中独立

核算的企业有氮肥厂、烟厂、糖厂、酒厂、染织厂、大米厂、印刷厂、自来水厂、水泥厂、化

肥厂、硫铁矿、木材公司、水泥制件厂、农机修造厂、汽车修理厂等 15 个，规模较大的为氮

肥厂、烟厂。有集体企业 61 个，职工 1,358 人，产值 422.21 万元。其中县管企业 7个；街道

企业 3个；乡镇企业 51 个。集体企业中有轻工、化工、机械、建材、木器、建筑、修理加工、

服装、美术工艺等行业。

轻工系统的银质牙签、过山瑶女装、姑娘帽、龙须席、衣柜镜、沙发（包括双人、单人、

木质、人造革弹簧沙发）、八仙桌、太师椅等 7种产品，荣获自治区轻工系统民族用品优质产

品、优秀设计奖。



电 力：1983 年拥有 35 千伏降压变电站 5座，配电变压器 321 台，26,958 千伏安，用电

装机负荷 18,197 千瓦。全县 91%的农户用上了电。

交 通 以陆路为主。全县共有公路 24 条，全长 275.7 公里（1980 年到 1982 年共铺黑色

渣油路 35 公里），各种型号机动车辆 193 辆，载重量 599.5 吨。1984 年，客运量 733,300 人

次，货运量 50,830 吨。

邮 电 有邮电局、邮电所 14 个，邮路长 1,034 公里。1984 年底，全县 145 个村街中，

通电话的有 86 个，占 59%。农村电话线路 447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6 条。共安装电话机 507

部，有收发报机 2台。

商 业 1983 年有商业网点 1,106 个，从业人员 2,509 人。其中国营网点 209 个，从业人

员 1,304 人；集体网点 42 个，从业人员 82 人；个体网点 770 个，从业人员 1,038 人；代购代

销店 85 个，从业人员 85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3,496.6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1.06%。农

村集市贸易成交额 1,367.04 万元。收购供应出口商品总值 195.42 万元，比历史最高的 1982

年减少 63.85 万元。

财政金融 1983 年，全县财政收入 1,235.05 万元（其中自筹收入 715.73 万元），支出

1,200.85 万元，净结余 34.2 万元。城乡储蓄余额 611.35 万元，比 1982 年增长 22%，其中农

民存款 205.16 万元。农贷款发放 887.28 万元，比 1982 年增长 38.83%；累计收回 679.03 万

元，比 1982 年增长 33.8%。

人民生活 1983 年，农业人口人均有粮 771 斤，人均收入 188 元。以商品生产为主的专业

户、重点户占总农户的 5%左右。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 785 元（含奖金和补贴），比

1978 年 527 元，增长 49%。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年平均工资 728 元（含奖金和补贴），比 1978

年 468 元，增长 56%。随着生产的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得到相应的改善。1983 年共销自行车

6,814 辆，比 1978 年多 5,465 辆；手表 4,659 只，比 1978 年多 2,909 只；缝纫机 2,092 台，

比 1978 年多 1,561 台；电视机 262 台，比开始销售的 1979 年多 217 台，收音机 2,088 台，比

1978 年多 794 台。还有录音机 215 台，电扇 907 台，洗衣机 5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解放前夕，全县仅有 1所初中，学生 481 人，教职员工约 30 人；有 11 所

中心小学，学生 3,000 人左右。1983 年全县已有中级师范 1 所，学生 50 人，教职员 11 人；

普通高中 1 所，20 个班，学生 864 人，教职员 101 人；农业高中 2 所，学生 124 人，教职员

23 人；初中 16 所，学生 4,412 人，教职员 399 人；公办小学 395 所，学生 26,092 人，教职

员 1,390 人；幼儿园 1所，7个班，入园儿童 260 人，教工 11 人；乡办幼儿园 32 班，入园儿

童 1,091 人，教工 16 人。1977 年至 1983 年，被录取进大专院校的 302 人；录取进中等专业

学校的 726 人。农村扫盲办业余小学班 131 个，有 3,114 人参加学习。

科 技 现有农科所、农业机械研究所。县和乡镇成立了 8个科普协会。并已成立农学会、

畜牧兽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林学会、轻工学会、农机学会、机电学会、建筑学会、化工学会、

水电学会、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等 11 个学会，会员 301 人。自 1979 年至 1983 年，有科研



成果 20 项。其中富川水牛提纯复壮一项获自治区科技成果二等奖。1983 年止，评定技术职称

的有：农业技术员 53 人，工程技术员 95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21 人，电影技术员 1 人；助理

农艺师 26 人，助理工程师 34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3 人，助理会计师 8人，助理经济师 2人，

助理电影师 1人，技师 2人。农艺师 6人，工程师 6人，畜牧兽医师 1人，会计师 1人，主治

医（药）师 10 人。

文化艺术 县设文化馆 1所，乡镇设文化站 8所。县图书馆 1 所，藏书 37,900 册。县城

有电影院、剧院、露天影场各 1所。乡镇有电影院 2所，电影站 2个，电影放映队 15 个。县

文艺队 1个，队员 33 人，可排演大型古装桂剧。县新华书店 1983 年发行图书 851,932 册，金

额 250,069 元；在乡以下供销社附设图书发行点 11 个。有乡镇广播站 8个，村转播站 11 个，

电视差转台 2个。

卫 生 建国初期仅有 2个医疗机构，12 名医务人员。1983 年，有县人民医院、妇幼保健

站、卫生防疫站、皮防院各 1个，乡镇卫生院 7个，机关、厂矿，学校卫生所 9个，农村医疗

点 112 个，其他医疗点 12 个。正规病床 298 张。卫生医疗技术人员 391 人，其中瑶族 54 人。

乡村医生 187 人，农村接生员 519 人，个体开业者 37 人。计划生育工作：1983 年已做节育手

术的 22,624 例，占育龄妇女 80.76%；1983 年落实节育措施的 8,327 人，有 749 对夫妇领取了

独生子女证。

体 育 自治县是《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试行工作单位，有 2所学校被评为自治区“锻标”

先进单位。1983 年中小学生达标的 4,109 人，其中优秀的 618 人。1983 年组织篮球、乒乓球、

跑步、拔河、棋类竞赛 3次，中小学田径运动会 1次，中学生篮球运动会 1次。1977 年至 1984

年，1个公社被评为自治区农村体育先进公社。在自治区三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得

金牌 1枚，银牌、铜牌各 2枚。曾向自治区输送运动员 4名，其中 1名荣获健将级。

特殊风俗 瑶族现在仍保留“夫从妇”的婚俗。过山瑶多招郎上门，平地瑶也有招郎的。

舅权在瑶族中很受尊重，结婚时一般要由双方的舅爷接亲和迎亲。瑶族青年爱唱歌，男女青年

通过会歌堂、赶歌圩等形式，互相对歌，进行交往。明、清地方志记载“男女答歌相配”，至

今如此。

瑶族喜欢打油茶，特别是过山瑶，一天三餐，饭前都吃油茶。只要是客人，即使素不相识，

都以油茶招待，一喝三大碗，所谓“一碗疏，二碗亲，三碗见真心”。还嗜好饮酒。

瑶族节日最大的是还盘王愿，在旧历十月十六日，杀猪、鸡，唱戏，放花炮，吹芦笙，跳

长鼓舞，热闹非凡。

文物胜迹
秦岭南古道 位于都庞和萌渚两岭余脉之间。是秦代开辟的一条水陆兼程军事要道。北连

湘、潇 2水，南连临水（今富江）、贺江，趋广东封开，出西江至广州。两岭间有 1条宽 1-1.5

米，长 170 多公里，由鹅卵石（间有青板石）铺筑的“花阶石路”。东北起自今湖南道县双屋

凉亭，经今之湖南江永县岩口塘，入富川之麦岭、青山口、黄龙至古城街（已为龟石水库淹没）

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一，说赵陀如不在此设防，北兵“从道州而风驰于富川、



临贺之郡，则两粤之藩篱尽决矣”，即此。

御史岩 亦称穿石岩、书字岩。在麦岭乡月塘村境，为宋御史周英纠于嘉定八年(1215 年)

开。周英纠，宋淳熙进士，官至给事中、御史，因上疏谏光宗抗金而被刑，逃归富川，隐于穿

石岩，称“拙林道人”。今存有柯房、炼丹所、炼丹灶、石床以及“三倒”（倒写、倒刻、倒读）

的《穿石岩诗》。此诗和壁际“柮林道人”4个大字，书法极工。有铜刻子母印 21 方传世，可

供印证。

明代富川城 位于都庞岭余脉之下，秦岭南古道一侧，是座军事古城。建于明弘治十三年

（1500 年），始为夯土墙，后改砖墙，周长 634 丈，高 1.8 丈，阔 0.8 丈，城墙垛口 909 个。

外有护城壕。城堡内有走马花阶鹅卵石路，分成十二方阵，为古战争短兵相接的防守布局，塘、

井、暗道、校场俱备。4 城门全为大方石构筑，周长 51 米，高 6.6 米，上耸一楼，城门中门

道高 3.1 米，宽 4米，纵深 14.7 米，门扇铁木结构，坚实牢固。现仅存南门和东门。

古城南门

回澜风雨桥 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 年)。位于北部油沐乡油草村，横跨黄沙河上，

是本县北部众多风雨桥之佼佼者。系三拱楼阁桥亭武风雨桥，长 29.7 米，宽 7.2 米。桥身青

石砌筑，每拱跨度 6米，拱矢 2.5 米。历经沧桑，保存至今。藏有碑刻群，明御史何廷枢于重

修时为之撰序。

回澜风雨桥

革命烈士墓 位于富江西畔县城风景区，瑞光塔南侧。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6.25”

桂东古城武装起义失利，被国民党政府杀害的八烈士葬于此。八烈士是：孙忆冬、毛文彦、姚



大年、黄希文（女）、何民康（女）、周绍华、魏贞川和周文林。烈士墓原在古城街附近，因建

龟石水库始迁横山，1983 年春才迁至今址，供人瞻仰。烈士墓主碑庄严肃穆，碑首镌刻云龙

浮雕，碑身镶有县三个领导班子写的碑铭、吴赞之写的追悼诗以及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烈

士的爱人邹冰同志的悼念诗等等。

著名人物
毛文彦(1922 -1947) 古城下城头人。1940 年初参加广西学生军，同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2 年春，任桂林师范学校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1943 年 6 月任全州、灌阳两个党小组

负责人。1947 年 6 月 25 日，桂东古城武装起义，任起义部队队长。起义失败，不幸被捕，壮

烈牺牲。

毛 炳(990－1028) 字文虎。富川人。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 年)授横、贵、廉三州都巡检

使，镇守钦州。宋天圣六年（1028 年），交趾（越南）军犯境，炳与诸将拒敌于抵掉寨，失利，

诸将退却；炳孤身奋战，自旦至暮，最后壮烈牺牲。宋王朝追封炳为安远军节度使，忠顺侯，

并立太尉庙祭祀。庙毁于 1958 年。

唐富八(1086－1132) 字义保。俗称唐相公。塘东泽村（今东山村）人。瑶族。宋绍兴二

年（1132 年），与毛顺良、何廷寿领导富川瑶、汉两族农民起义，支持曹成“行法”、“均平”

的主张，把地主豪绅的财富分给农民。同年闰四月，宋王朝派岳飞围剿曹成，瑶，汉起义军顽

强抵抗。后岳飞采取分化政策，诱毛顺良投降，乃围攻唐富八于牛背岭。由于孤军奋战，寡不

敌众，英勇就义于塘源岗。墓铭尚存。

重要事件
朱洪英大败清军 清咸丰五年元月十六日（1855 年 3 月 4 日），太平军北上后，升平天国

镇南王朱洪英、定南王胡有禄（天地会首领），率农民起义军万余人，由恭城进入富川盐埠古

城，杀守丁三百余人。翌日，由富川农民义军林开苟引导攻打富川城，都总毛遇春作内应，一

举攻破县城南门，杀知县济昌及幕友和典史。二月二十至二十五日(4 月 5 日至 11 日)，起义

军被清军包围。二十六日晨，起义军乘大雾突围而出，大败清军于西门外的料高岭，烧清军大

营，杀平乐千总秦德种和团绅何异兰，全歼地方团练。同年三月初一，朱洪英义军乘胜入湖南

永明县（今江永县），进攻永明城。

清军平乐千总黄金亮弃官起义 清咸丰六年二月初一（1856 年 3 月 7 日），清平乐千总、

麦岭营都司黄金亮，在朱洪英义军从江华败退富川时，弃官率部起义反清，并与富川农民义军

林开苟一起，攻破大怀肚山寨，复占富川城，达 3月之久。后又吸收妇女参加陈永秀义军，编

为 5个营：陈永秀为左营，芦维新为右营，黄金亮为中营，妇女邓二嫂为前营，廖四嫂为后营，

转战兴安、灵川一带。黄金亮后攻入柳州府城，威胁桂林。被叛徒陈戊养杀害于柳州附近的太

平墟五里村。

中央红军先遣队二过富川 1934 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红六军先遣队 200 余人，于 9月中，

经湖南永明（今江永县）的源口进入富川县朝东，经黄沙等地出湖南界。后又从湖南岩口塘，



复入富川之大坝、石家、牛岩等地，东进湖南江华县。红军所过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传颂至今。现永济亭尚留有红军标语。

“6·25”古城武装起义 1947 年 6 月 25 日晚，在中共桂东地下党和富川支部领导下，在

古城发动武装起义。攻打主要目标是国民党古城乡公所，未成功。次日，为惩罚围攻大源山逮

捕我黄希文、何民康 2位女同志之敌，起义部队夜袭下城头，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缴获特务、

恶霸地主枪枝五支，武装了自己。后转入大桶山，拟与钟山县英家起义部队汇合，不幸被敌人

包围。起义部队奋勇冲出敌人包围圈时，孙忆冬、毛文彦等 6 同志被捕。同年 7 月 30 日和 8

月初，8同志先后被国民党杀害于望高白虎头山、立头岭和媳妇娘山。

供稿：富川瑶族自治县县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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