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 云 县

凌云县是壮、汉、瑶、苗等民族聚居的山区县。森林资源丰富，盛产八角，香信，尤以白毛茶著

称。水源洞、纳灵洞风景秀丽，是旅游胜地。在历史上是右江革命老根据地之一。

位置面积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25 公里。东邻凤山、巴马

县，西与田林县毗连；北靠乐业县，南和百色市接壤。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53.7 公里，南北最

大纵距 58.8 公里，总面积 2,037.46 平方公里，合 3,056,190 亩。其中：陆地面积 3,036,956

亩，占总面积 99.37%，水域面积 19,234 亩，占总面积 0.63%。

建置沿革 秦属百越之地。汉为牂牁郡地。唐置双城州，属黔中道。宋皇祐五年(1053 年)

置泗城士州。元、明因之。清顺治十五年（1658 年）称泗城军民府。雍正五年（1727 年）改

土归流，称泗城府。乾隆五年（1740 年）置凌云县。民国元年（1912 年）并县继称泅城府。

民国二年（1913 年）废府复凌云县。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划北部 10 乡置乐业县，划东、

西、南 14 乡归天峨、凤山、田西、百色等县，余下 10 乡 1 镇仍称凌云县。1951 年与乐业县

合并，改称凌乐县。1961 年分县，复设凌云县至今。

行政区划 1984 年，设 8乡 2镇：伶站、朝里、沙里、力洪、玉洪 5个瑶族乡和东和、加

尤、下甲 3个乡；泗城、逻楼 2个镇。下辖村、街民委员会 109 个，自然村 2,157 个。全县大

圩场有泗城、下甲、伶站、沙里、逻楼、加尤等 6个，小圩场有玉洪、磨贤、梨角树等 3个。

县治泗城镇，1984 年共有 5,119 户，22,768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底全县人口 151,612 人。其中，汉族 69,129 人，占 45.59%，壮族 50,964

人，占 33.62%，瑶族 31,477 人，占 20.76%。其余有回、水、仡佬、彝等族 42 人。人口密度

为每平方公里 74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9.95‰。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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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14605 18598 25381 73.78 36.47

总 人 口 76236 92854 144952 90.14 56.11

性 别

构 成

男 37436 45589 72486 93.63 59.00

女 38800 47265 72466 86.77 53.32

地 区

构 成

城 镇 3982 3648 7246 81.97 98.63

农 村 72254 89206 137706 90.59 54.37

自然条件
地 形 地靠云贵高原。西、北有青龙山、饯阳山、岩漆岭，诸山形成高耸的天然屏障。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澄碧河、布柳河两水南北背向而贯，形成五百亩至三千亩大小不等的

河谷盆地。

山 脉 县境除东南部属都阳山脉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均属膏龙山脉。两山脉同为西北－

东南走向，山体脉络不明显，在县城以东夹有大片岩溶石山峰丛。青龙山脉的岑王老山位于县

西北与田林交界处，海拔 2,062 米，为桂西北最高点，也是广西的第四高峰。属都阳山脉的岩

漆岭，海拔 1,300 米。其余后龙山、江家坳、九步坡、马鞭山、堡上大山、卜马陀山、青山堡、

龙巴顶、三坡巴峒、㟖哥山、亭周山诸蜂，海拔高度均在千米以上。

河 流 主要河流有澄碧河、布柳河。澄碧河源自青龙山南麓，属右江水系。县境流长为

56.8 公里，洪水期最高流量 585 立方米/秒，多年平均流量 23.4 立方米/秒，枯水期流量 2.13

立方米/秒，沿途有龙溪、西溪、龙渊、蒙村、朝里、六未、平兰等 7条支流汇入，经伶站乡

袍均村入澄碧湖，洪水期可放木筏。布柳河（又名玉里河）源自岑王老山北麓，属红水河水系。

县境流长 63.5 公里，洪水期最高流量 200-300 立方米/秒，多年平均流量 6.4 立方米/秒，枯

水期流量 1.2 立方米/秒，沿途有扬佃、那扭、江更、大山等 4条支流汇入。除此还有 5 条大

小不等的地下河，以水源洞地下河为最长，流经逻楼、加尤，泗城 3乡，地下流长 80 公里，

枯水期流量 1.12 立方米/秒，均属右江水系。

气 候 本县属亚热带季风区气候，冬短夏长。年平均日照 1,443 小时，年无霜期 343 天。

年平均气温 19.5-20.4℃，最热是 7 月，平均气温 26.4℃，最高气温 38.4℃。最冷是 1 月，

平均气温 11.4℃。降雨量年平均 1,200-2,300 毫米，降雨日数在 120-180 天之间。主要气象

灾害有旱灾、涝灾和雹灾。旱灾：多发生在春秋两季。大旱约 20 年至 25 年一遇，如 1924 年、

1945 年都发生大旱灾。洪涝灾：雨季期间，由于山洪暴发地下水停滞，东和的安水，下甲的

弄福、彩架，逻楼的陇宏以及沙里村等盆地常遭淹没，致使农作物欠收或无收。冰雹：多出现

于春夏之交，时间不长，但危害较大。如 1980 年沙里乡发生的一次雹灾，损害玉米、水稻等

农作物 8,278 亩，人畜亦有伤亡。



土 壤 本县土壤有壤土、沙壤、粘壤、沙土、粘土等 5个土类，14 个亚类，32 个土属，

62 个土种。其中壤土占 95%，分布在海拔 600-1,000 米之间山地；沙壤、粘壤不多，分布在海

拔 300-600 米山地；粘土更少，一般在海拔 1,000 米左右处。

资 源 矿产有水晶、锑、铜、铝、锌、钨、煤、黄铁、铁、磷、铀、铝土等 10 多种。水

晶矿分布于下甲乡的陇风、陇救、弄福、平山和逻楼镇的洞薪、伶站浩坤一带。经地质部门探

明，原生矿成于方解石中，砂矿见于与原生矿相应地区的第四系残破积层中，矿石晶体大，质

量好，属大型矿床，可供国家开采。煤矿分布于逻楼乡，属无烟煤，矿田面积有 50 平方公里，

已探明每乎方公里藏量 106 万吨，已开采 3万多吨。锑矿：分布于下甲、沙里、加尤、逻楼．东

和、城厢等乡，发现 50 多处矿点，现在群众作为副业进行开采。铁矿：属于次生淋滤堆积型

铁矿，矿石含铁 45%左右，质量较好，可用作水泥生产的补助原料，或土法冶炼生铁铸造犁头、

铁锅等。主要分布于县城、逻楼、滥村、磨贤、上伞等地，浅藏易采，适于农民零星开采。野

生动物：有老虎、金钱豹、狗熊、山猪、麝、獐、猴子、山鸡、鹧鸪、飞虎（飞鼠）、野鸭、

画眉鸟、蛤蚧、山瑞、娃娃鱼、穿山甲以及蛇类等。由于山林被砍伐，加上毁灭性狩猎，有些

飞禽走兽，已近灭绝。森林：用材林有杉木、马尾松、红椿、香樟、苦楝、泡桐、酸枣、桦木

等。药用植物有金银花、首鸟、黄精、黄桕、山豆根、山仓子、乌桕、田七、土党参、天冬等

百余种。水力资源：澄碧河天然落差 220 米，水能理论蕴藏量 8.02 万千瓦，年发电量 7亿度，

占全县水能总量的三分之二。布柳河天然落差 549 米，永能理论蕴藏量 3.7 万千瓦，年发电量

3.2 亿度。目前巳开发的水能资源 2,733 千瓦，年发电量 540 万度，仅占可利用的水能资源 1%

左右。地力资源：全县荒山面积 92.04 万宙，其中宜林面积 73.83 万亩，宜牧面积 14.69 万亩，

发展林牧业有良好条件。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62 年工农业总产值 391.92 万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发展

较快。1984 年工农业总值 2,668 万元，比 1962 年增长 581%，比 1978 年增长 25.77%，比 1983

年增长 0.85%。1978 年以来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3.9%。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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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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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94

220.82

25.17

103.67

9.37

0.91

100

61.35

6.99

28.80

2.60

0.25

1748.1

1082.8

164.2

471.5

27.5

2.16

100

61.94

9.39

26.97

1.57

0.12

2193.2

1170.9

358.1

385.0

271.4

7.7

100

53.39

16.33

17.56

12.38

0.35

2189

1028

403

460

297

1

1OO

46.96

18.41

21.01

13.57

0.05

508.2

365.5

1501.1

343.7

306.7

9.9

20.2

51

145.5

-2.5

980.0

-53.7

-0.2

-12.2

12.5

19.5

9.4

-87.0

3.8

0.9

16.2

-0.4

48.7

-12.0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面积 117,977 亩，其中，水田 50,375 亩，旱地 67,602 亩。农业

人口 144,890 人（劳动力 60,411 人），人均耕地 0.81 亩。旱涝保收田 27,961 亩，有效灌溉面

积 43,754 亩。粮食生产以稻谷为主，玉米次之。耕作制度实行一年二熟制。城厢、下甲、伶

站、沙里等乡，水利条件好，日照足、霜期短，以双季稻为主。地势高、水利条件差的实行水

旱轮作，如田玉米加晚稻，或稻油、稻菜、稻肥。加尤、玉洪、逻楼等乡，春暖迟，秋寒早，

日照少，霜期长，除双季稻外，则以中稻为主，或稻麦、稻豆、稻油、稻肥。水利条件不好的

石山区则以玉米为主，或早玉米－晚玉米，或玉米－黄豆、玉米－红薯等。

1984 年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699 台，共 8,860 马力，比 1978 年的 913 台，11,470 马力减

0.29%，现有农机动力平均每亩耕地占有7.5马力。当年机耕面积达8,700亩，占耕地面积6.17%。

粮、油：1983 年粮食总产 7,142 万斤，比 1982 年的 7,699 万斤减 0.7%。1983 年粮食征

购任务 240 万斤，比 1978 年实际完成征购量 264 万斤减少 16 万斤（贸易粮）。

1983 年油料产量 1,227 担，比 1982 年的 1,564 担减少 21.5%。1983 年的茶油征购任务 25

万斤，完成征购 37.63 万斤，比 1978 年完成的 4.77 万斤增长 7.9 倍。

林 业 解放以来，本县林业有较大的发展。从 1952 午至 1982 年共造林 57.88 万亩（其

中飞播云南松 19 万亩），全县从 1959 年至 1982 年共为国家生产木材 6.5 万立方米。收购量最

高的1979年为5,912立方米。1984年全县森林面积63.94万亩，覆盖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20.9%。

林木蓄积量 164.4 万立方米，其中杉木蓄积量 45.1 万立方米，松木蓄积量 1.6 万立方米。1984

年完成用材林造林 17,886 亩，经济林造林 28,961 亩。伶站和老山 2个国营林场，拥有土地面

积 65,887 亩，森林面积 27,542 亩，林木积蓄量 129,886 立方米。

牧 业 主要有牛、马、羊等大牲口。1984 年牛存栏 25,962 头，比 1952 年增长 33.2%，

比 1978 年增长 5%，比 1983 年增长 6.45%。马 11,443 匹，比 1952 年增长 212.7%，比 1978 年

减少 3.09%，比 1983 年增长 4.83%。羊 14,545 头，比 1952 年增长 8.3倍，比 1978 年减少 29.7%；

比 1983 年减少 17.25%。

副 业 有烧石灰、砖瓦，开采石沙，马车和拖拉机运输以及木材加工、碾米、榨油、副

食品加工、饮食服务，饲养猪、鸡、鸭、鹅等。猪，1984 年 79,302 头，比 1978 年增 25.98%。

1984 年全县专业户、重点户已发展到 3,841 户，占全县农业总户数的 15.8%。其中有种植业

2,465 户，养殖业 747 户，加工业 209 户，小商业 209 户，运输业 146 户，服务业 65 户。

土特产品 白毛茶：叶芽肥壮，遍体白毛，滋味清香，色泽翠绿，能提神醒脑，以产于玉

洪乡为著，加尤乡次之。全县现有茶园面积 1,797 亩。1984 年产量 547 担，产值 166,660 元。

凌云白毛茶划为全国特种名茶之一，畅销国内外。

八角：本县八角树具有果大而实多的特点，是多年生常绿性乔木型的阔叶树，受益期长达

五六十年，甚至百年以上，是珍贵的树种之一。产品主要是八角和茴油，群众形象地称之为“摇

钱树”。多产于玉洪、加尤、泗城、逻楼、沙里等乡镇。全县现有八角林面积 9,248 亩，1952

年至 1982 年总产为 129,878 担，最高年产是 1981 年，产量达 12,790 担。1984 年国家收购达

6,955 担，远销国内外。



油桐：全县现有油桐面积 26,745 亩，1952 年至 1982 年产油桐籽 204,844 担，最高年产

是 1972 年，产量达 11,741 担，产于玉洪、沙里、逻楼、加尤等地。1984 年收购达 6,032 担，

畅销区内外。

香信：本县香信均属野生植物，质柔鲜美郁香，多产于玉洪、加尤 2 乡。1984 年国家收

购 33 担，畅销于区内外。

牛心李：形似牛心，具有肉厚睐甜、汁多脱核、色泽鲜美的特点，颇负盛名，以加尤乡出

产为最佳。年产约 1,000 担，畅销区内各地。

云耳：玉洪、加尤、泗城等地生产最多。1984 年收购达 376 担。

金银花：多产于玉洪、加尤、逻楼、下甲等乡镇，现已有人工培植。1984 年收购达 268.28

担，畅销区内各地。

水 利 现全县水利工程概况如下：

(1)蓄水工程：水库 13 处，集雨面积 98.02 平方公里，总库容 1,478.10 万立方米，有效

库容 1,099.5 万立方米；塘坝 11 处，集雨面积 9.90 平方公里，总库容 45.5 万立方米，有效

库客 36.3 万立方米，以上有效灌溉总面积 9,110 亩。

(2)引水工程：共 2,685 处，引水流量 4.7 立方米/秒，有效灌溉面积 30,225 亩。

(3)提水工程：共 47 处，功率 36 马力，165 千瓦，有效灌溉面积 1,597 亩。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62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78 年

以来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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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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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31.98

31.98

－

100

100

－

373.24

229.62

143.62

100

61.52

38.48

452.23

299.28

152.95

100

66.18

33.82

479

344

135

100

71.82

28.18

1398

976

－

28.34

49.81

-6.0

5.92

14.94

-11.74

4.24

6.97

-1

注：表中工业总产值只统计国营工业企业。

工 业 1949 年以前全县仅有车缝、纺织、木工、铁锅、陶瓷等为数不多的手工业作坊。

现有农械厂、水泥厂、印刷厂、酒厂、糕点厂、凉果厂、制药厂、自来水厂、木器厂、电业公

司、木材公司、煤矿等 15 个地方国营企业单位，职工共 2,491 人。1984 年的国营工业总产值

479 万元。较大的企业有：大米厂，固定资产 30.9 万元，职工 25 人，产值 106.45 万元，1984

年上交税利 3.17 万元。酒厂，固定资产 64 万元，职工 38 人，产值 77.56 万元，1984 年上交

税利 34.5 万元。制药厂，固定资产 12.4 万元，职工 21 人，产值 46.19 万元，1984 年上交税

利 15.3 万元。电业公司，固定资产 149.87 万元，职工 30 人，产值 42.72 万元，1984 年上交

税利 3.10 万元。

县管集体所有制企业 14 个，从业人员 94 人，主要从事木器加工、食品加工、农具、铁锅

等生产，1984 年产值 14.1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2.9%。



电力：1984 年全县已建水电站 7处，装机 13 台，容量 2,325 千瓦。变电站 1处，装机 1

台，容量 2,000 千伏安。降压站 88处，装机 88台，容量 9510 千伏安。全县用电装机负荷 6,999.5

千瓦。

本县水电各站于 1983 年与百色地区澄碧河水电站并网，公路沿线各村屯，如伶站乡的伶

兴、袍均，下甲乡的峰洋、河州、水陆；泗城镇的城厢、旦村、西秀、陇洋、仓洋、镇洪、蒙

沙；加尤乡的百陇、央八、加尤、案相；玉洪乡的双谋、玉保、力洪、合祥；逻楼镇的山逻、

陇朗；沙里乡的沙里、那伏等村均用上了电。但由于山区交通不便，多数农户用电尚未普及。

交 通 1956 年 10 月通车的凌云至百色公路，是本县第一条公路干线。到 1984 年止，全

县共有公路总里程 466.7 公里。全县 109 个村已有 48 个村通公路，占乡村总数的 44%；10 个

乡镇有 9个乡镇通班车。还有凌云至百色、凌云至乐业的客车线路，均有客车对开。全县有客

车 7辆，载重汽车 44 辆，其中私营汽车 15 辆。1984 年客运量 356,810 人次，货运量共 5,520

吨。

邮 电 解放前全县只有邮电代办所 1所，代办员和邮递员共 2人。现有邮电局、所 7个，

职工 106 人。电话线路 592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44 条，长途载波机 3部，安装单机 336 部。

无线电收发电讯机 3台，农村载波机 10 部，全市电话机 300 部，电传机 3部，社员安装电话

3户（部）。

商 业 现有国营商业网点 30 个，从业人员 295 人，供销社网点 20 个，从业 336 人，集

体商业网点 27 个，从业 57 人，个体商业网点 579 户，从业 827 人。1984 年全县商业营业总

额 1,756 万元，其中国营商业 1,328 万元，集体商业 213 万元，个体商业 215 万元。个体商业

占全县商业营业总额的 12.24%。1984 年农产品收购额 2,330,400 元，其中出口产品收购额

84,400 元；社会商品纯销售额 1,411,050 元。

财政金融 1984 年预算内收入 134 万元，支出 918 万元，财政赤字 784 万元；预算外收入

28 万元，支出 20 万元，节余 8万元。1984 年城乡储蓄 24.96 万元。农贷发放 349.37 万元，

收回 209.87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全县人均有粮 382 斤，比 1978 年增 1.57%；农民人均年收入 78 元，比

1978 年农民收入 46 元增 69.56%。1984 年全民所有制职工 4,206 人，人均月工资 85.8 元（含

奖金和各种补贴）；集体所有制职工 621 人，人均月工资 96.6 元（含奖金和各种补贴）。1981

年推行农业生产联产责任制以来，人民生活逐年提高。1983-1984 年两年高档商品的销售量大

幅度增长，计自行车销售 1,000 部，手表 4,026 只，缝纫机 1,838 架，电视机 123 台，收录机

363 台，电扇 379 台，打破了历史纪录。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仅有初中 1所，教职员工 8人，学生 106 人；小学 8所，39 个教学

点，教工 111 人，学生 3,600 人。1984 年，有县完中 1 所，教工 120 人，学生 1,338 人；初

级中学 7所，教工 145 人，学生 1,361 人；中等师范 1所，教工 13 人，轮训中、小学教师 423



人；农中 1 所，教工 16 人，学生 90 人，公办、民办小学 74 所，教学点 455 个，教师 1,002

人，在校学生 18,732 人。全县适龄儿童 17,963 人，适龄儿童入学 16,535 人，入学率为 92%。

幼儿园 1所，教工 10 人，入园儿童 234 人。全县教学人员有 1,090 人，其中文化程度为：高

等院校毕业的 111 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 627 人，高中毕业的 116 人，初中毕业的 221 人，

初中肄业以下的 15 人。解放后，历届高中毕业生 2,100 人，升入大专院校的有 145 人（其中

研究生 2人）。升入中专的 539 人，其中 1984 年高中毕业生 174 人，升入大专院校 18 人。评

为自治区和全国优秀班主任各 1人。1982 年以来，选送小学教师 241 人、中学教师 28 人到各

大专院校进修。县举办各类职工短训班 17 期，参加学习的职工 624 人。

科 技 现有农科所、林科所、农业机械研究所等 3个科研单位，并成立了知识分子劳动

者协会（会员 476 人）和农学会、农机学会、水电学会、畜牧学会、林学会、电子学会、医学

会、土木建筑学会、土产研究会，会员共 216 人。此外，还建立了乡镇科普协会，会员 82 人。

1978 年至 1984 年获自治区科技奖 4项。1981 年以来评定各种技术职称的有：工程师级 7人，

助理工程师级 102 人。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 1所，乡镇文化站 7处。图书馆 1所，藏书 76,407 册。电影公司 1

个，县有电影院 1座，各乡镇有电影管理站 6个，民办放映队 37 个。县城有电视差转台 2座，

广播站 1个，乡镇广播室有 7个。县新华书店有发行点 7处。

卫 生 1949 年，全县仅有卫生院 1l 所，医务人员 4人，私人诊所 2处。1984 年，设有

县医院、卫生防疫站，幼儿保健站各 1所，乡镇有卫生院 7 所，妇幼保健站 10 所，农村合作

医疗 86 所，各类医务人员 248 人（其中主治医生 2 人，主管医师 1 人）。全县共有病床 145

张，乡村个体行医 134 人。全县育龄妇女 17,232 人，实行计划生育 12,650 人，有 215 对夫妇

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全县现有运动场 1个，固定看台灯光篮球场 1个，排球场 5个，足球场 1个，25

米、50 米游泳池各 1 个。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有武术、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

田径、拔河竞赛等，少数民族有抛绣球，打双棍竞赛等活动。

县业余体校现有教练员 11 人，学员 88 人，训练项目有举重、田径、游泳 3 项。1983 年

该校被评为自治区体育先进单位。1982 年以来，全县有 255 人次参加各级各项比赛，获全国

潜水赛金牌 10 枚；获自治区潜水、游泳赛金牌 20 枚，举重赛金牌 7枚，田径赛金牌 5枚。2

人 9 次破六顼全国少年甲组纪录，2 人 12 次破六项自治区少年甲组纪录（潜水赛 25 米、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和游泳接力赛等 6项）。全县有国家运动健将 1人，一级运动员 2

人，二级运动员 11 人。向上级输送优秀运动员 9人。

特殊风俗 歌圩：朝里乡每年逢农历三月十六日、廿八日，在六作、那巴、那荷 3个壮族

屯同时举行歌圩。周围数十华里的各族青年男女盛装云集，当地群众争先迎接外地来客到家，

免费招待食宿，留客愈多愈觉光彩。歌圩中日间演唱壮剧或彩调剧，并进行物资贸易，晚间青

年男女聚集对唱山歌。

婚娶：县城壮民娶妇，惯于夜二三更，打灯笼火把迎亲。汉族男子择偶，多选年龄大于自



己的女子，孀妇再嫁，聘金比闺女高，或不改醮，再配夫弟。瑶族，蓝靛瑶成亲，女子依恋母

家，不肯外出，多喜招婿入赘，三五年后再迁往夫家。背陇瑶求婚，男女青年互以山歌对唱试

探，传情表意，继而互赠大米、手镯、耳环等礼物，自由恋爱成亲，不用媒妁。不会唱山歌者

很难寻求对象。丧事：壮族门插白纸幡，以代榜讣，亲属皆带孝守灵，并念壮歌追述死者生平，

作为“祭文”。汉族老人死，停柩期间棺不加钉，亲友吊唁，启棺瞻遗容，葬后墓碑雕龙镌凤，

十分讲究。瑶族丧事亲属只披白巾，不设斋食，葬后次日，邀亲友拜新坟，尔后，不立碑，不

扫墓。祖坟所在之山，家人禁忌采樵。

节日：汉族重清明节扫墓，壮族重三月初三扫墓。农历四月初八，壮人采集百草，取汁拌

糯米粉制成食品，称“药粑”。六月初六，度“牛魂节”，供祭牛栏，谢耕牛，并立约禁放野牧，

以免践踏农作物。

文物胜迹
纳灵洞 位于县城北面 2 公里的迎晖山北麓。洞外筑以围墙，山门上书“纳灵洞”，右侧

建有六角凉亭。洞深约 3华里，最宽坦处可容数百人。洞内碧水常流，钟乳石千姿百态，琳琅

满目，美不胜收。是本县游览胜地。

纳灵洞 中山纪念堂

水源洞 位于县城东北 2公里的百花山麓，属石灰岩溶洞，澄碧河发源于此，故名。清乾

隆二十七年（1762 年），益加修饰，遂为邑中胜景。山洞面南，洞高 30 余米，上镌“第一洞

天”，洞堂内铺以图案瓷砖，可容千人。洞壁遍刻名人诗词。洞呈 3层，重楼叠阁。循石栏入，

曲径通幽，洞内泉水奔流，声震洞府，故有“灵洞响泉”之誉。洞后巨潭，方径百余米，可泛

舟。属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钟山 位于县城西北 2公里，西秀村北侧。海拔 708.1 米，岩丛似鱼鳍，高矮不一，厚

薄各异，击之如钟鸣，故名。

中山纪念堂 在县城体育场内，建于 1938 年。建筑面积为 160 平方米，坐东朝西，正面

为牌坊式，门首横书“中山纪念堂”。堂前翠树成荫，三面荷池环绕，池心有“听荷亭”，池后

是“独秀峰”，苍松翠柏，古榕映辉。革命烈士纪念塔巍然屹立于峰腰，是一幽境胜地。

天顺钟 明代天顺二年（1458 年）铸造，故名。钟形如倒杯，连纽高 190 厘米，钟身上、

中、下 3部分周长分别为 240、290、360 厘米，钟纽呈弓形连体双龙头，为钟之挂耳。自顶至



缘分 4组，各组花纹图案各异，钟身铭有“广西泗城州信官岑永昌于天顺二年立寺，命匠铸钟

号”直书 2行。体重千斤，钟声宏亮，能传 7华里。原置迎晖寺，今由县文物管理所收集为重

点文物，陈列于中山纪念堂。

著名人物
李秀三(1888－1936) 沙里乡龙化村人。又名李日。1923 年参加韦拔群领导的“三打东兰”

战斗。1926 年在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凌云赤卫军连长、

营长，凌云县农民协会副主席，凌云县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中共凌云特支肃反委员。1939

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遭民团杀害。

黄伯尧(1895－1944) 凤山平乐力那人（原属凌云县）。1926 年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

届结业。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凌云县农民协会主席、中共凌云特支书记、凌云县工

农民主政府主席、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三营指导员、凌凤边委主席、黔桂边委委员。1944

年组织巴标山区农民武装反“三征”受挫，被国民党杀害。

李乔年(1905－1962) 逻楼镇祥福村人。土地革命时期曾任凌云林里区工农民主政府文书。

1947 年任国民党逻楼乡自卫队队长。后经我地下党活动，以其掌握的武器为基础，于 1949 年

4 月建立凌云游击队。同年 8月任桂西人民解放军指挥部西山办事处总务处长，10 月任凌云县

临时人民政府副县长。1951 年任百色地区农场场长，1956 年任百色农校总务主任，1962 年 7

月因公殉职。

林永哗(1896－1951) 城厢镇胜利街人。上海交通大学、南京陆军大学毕业。曾任国民党

第五战区第二十四兵站少将分监。1948 年 11 月淮海战役中与人民解放军作战。1949 年 12 月

回凌云。1950 年 8 月组织土匪暴乱，为匪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1951 年夏，被我剿匪部队击

毙。

重要事件
红七军四到凌云 (1)1929 年 10 月 30 日，原广西警备第四大队营长符斌率一个连进驻凌

云。1929 年 12 月 11 日百色起义时，该连编属红七军二纵队。1930 年 1 月 7 日国民党县长岑

德施纠集民团千余人包围县城，红军奋然反击，毙敌 11 人，我方无一伤亡，该连驻城两月余。

(2)1930 年 2 月初，红七军隆安战斗吃紧，驻百色的二纵队领导人符斌、袁任远率留守队伍于

2月 14 日撤至凌云，在下甲平里与土匪韦武展开战斗，毙敌 10 余人，县长岑德施弃城逃跑，

红军驻城六天即向东兰方向迸发。(3)1930 年 3 月，凌云民团司令黄昆山纠集民团窜扰赤卫军

活动地区逻楼乡，烧杀掠夺，时红七军在盘阳（今属巴马）整训，闻讯即派二纵队二营第四连

从盘阳向逻楼挺进，在营盘山与敌激战两小时，打死敌营长潘方甫，迫使民团撤出逻楼。(4)1930

年 10 月底，红军主力撤出右江，第一、二、四纵队 6,000 余人 10 月 10 日到达凌云，驻城两

天即向河池进发，张云逸、李明瑞亦率军经凌云，并到过水源洞游览。

彩村突围 1930 年 3 月，红八军一纵队六百余人离龙州到靖西执勤，突然与军部中断联系，

被迫沿滇桂边界经云南剥隘转乐里利周，于 4月 28 日经凌云下甲到彩村宿营，被桂军四个连



乘夜包围，红军苦战至下午 3时始得突围。

土地革命时期凌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929 年初冬，中共东兰县委派韦菁来凌云平乐开展

建党工作。1930 年初在平乐成立中共凌云特支，书记黄伯尧；有 4 个支部，2 个小组，党员

46 人。同年 1 月，凌云县工农民主政府在平乐成立，主席黄伯尧，副主席李秀三。沙里、林

里（今属凌云）、巴轩、平乐、金牙（今属凤山）、龙川（今属百色）6个区工农民主政府也相

继成立。1929 年 12 月，按右江工农兵代表会议决定，将凌云县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自卫军改编

为凌云县赤卫军（常备）第三营，营长李天心，辖第五连（连长廖熙元）、第六连（连长李秀

三）。不久，第六连（沙里、龙川赤卫军）扩大为营，营长李秀三。凌云农民赤卫军建立后，

曾策应百色起义，并两次配合红军作战，还输送战士 550 名编入红七军。

加尤、西山、下甲战斗 1949 年 7 月 4 日，桂西人民解放军二十八大队第一中队，由大队

长黄明光、政委黄景墀率领进驻加尤圩，国民党县自卫队副总队长方明廷带队袭击加尤，当时

驻凤山金牙坡什屯的桂西人民解放军二十八大队二中队闻讯，星夜奔援，战斗持续两天，将敌

击溃，毙敌 4人，伤 2人，俘 2人，缴获步枪 4支，我无伤亡。1949 年 11 月下旬，敌三三○

师一个营及凌云自卫队、警备队共千余人攻击我西山办事处，我西山办事处独立营予以还击，

战斗一天，毙敌 2 人，伤 10 人，我方无一伤亡。1949 年 12 月，我西山办事处独立营和凌云

县主力大队挺进县城北百花街，准备解放县城。当时驻城的国民党县长岑建英既派人谈判又拒

我入城。1950 年 1 月 2 日我部队绕道至县城南面的下甲乡，3日零晨，岑部 500 余人分三路向

我进犯，战斗持续 1天，毙敌 4人，伤 2人，缴获步枪 1支；我方牺牲战士 1人。

凌云县城解放 1950年1月5日，驻百色的人民解放军兰州支队一个加强连配合地方部队，

解放凌云县城。

县城保卫战 1950 年 8 月 5 日，乐业匪首隆飞鹏勾结本县土匪罗振南、任远达共 300 余人，

包围凌云县城，相持三天两夜。敌于 7日拂晓分三路向我进攻，我守城部队（凌云、乐业）县

大队、公安队两百余人枪与敌激战 8 小时，将敌击溃，毙敌 5 人，伤 6 人，俘 1 人，缴枪 1

支，我方牺牲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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