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 白 县

博白县古称“白州”，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水稻一年三熟。盛产稻米、甘蔗、桂圆、香蕉、橡胶、

胡椒，特产“博白蕹菜”以清甜脆嫩著称。工业优质产品有绿珠牌碾米机，自行车全链罩，塑料篮等。

是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任书记朱锡昂烈士的家乡。

位置面积 博白县位于广西东南部，北邻玉林市，西与浦北县交界，东与陆川县接壤，东

南与广东省廉江县毗连，西南紧靠合浦县。总面积 3,831.98 平方公里，合 574.791 万亩。其

中陆地 552.56 万亩，占 96.13%，水域 22.23 万亩，占 3.87%。东西最大横距 63.75 公里，南

北最大纵距 95 公里。县城博白镇距离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33 公里。

建置沿革 汉、三国时属合浦郡地。南朝梁于其地置南昌县，治所在今三滩圩，为建县之

始。唐武德四年（621 年）置博白县，属同年所置南州（后改名白州），以县内有博白江而得

名，为博白县名之始见。贞观十二年(638 年)撇浪平、淳良二县并入之。宋开宝五年（972 年），

废白州，并废南昌、建宁、周罗三县，以其地归之。自此，博白县隶属州、路，府、区虽有更

改，而县名不变，沿用至今。1949 年 12 月 1 日解放。

行政区划 现辖城厢，浪乎、水鸣、那林、江宁、三滩、亚山、旺茂、顿谷、英桥、宁沄、

新田、那卜、松旺等 14 个乡，博白、沙河、龙沄、文地、东平、凤山等 6个镇。下设 270 个

村（街）民委员会，辖自然村 7,894 个。县治博白镇 1983 年有 4,880 户，23,725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总人口 1,036,246 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 270.4 人，人口自

然增长率 14.98‰。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有汉族 965,791 人，占全县总人口 98.9%，壮族

9,098 人，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共 931 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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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105156 114161 140536 185736 76.6 62.7 32.2

总 人 口 439333 473640 596945 975820 122.1 106.0 63.5

性别

构成

男 247438 267204 329614 517081 109.0 93.5 56.8

女 191895 206436 267331 458739 139.1 122.2 71.6

地区

构成

城 镇 5000 － 12792 21781 335.6 － 70.2

农 村 434333 － 584153 954039 119.6 － 83.3

自然条件
地 形 全县地势西北、东北部较高，中部偏南处隆起，形成从北向南高－低－高－低起

伏之势。两大山余脉之间，为开阔的博白盆地和沙河谷地。东南部为低丘岗地，西南部系平原

谷地，南部则为平原台地。

山 脉 六万大山余脉，由西北入境后向西南伸延，形成西北部山区；其较高山峰有北部

的神女岭，海拔 797 米，西部的六塘颈，海拔 929 米，铁帽头海拔 868 米，云飞嶂海拔 852

米。云开大山余脉从东北入境后向南延伸，形成从东北至中南的丘陵山区；其较高山峰有东北

的摩天岭，海拔 631 米，西南部的马子嶂，海拔 702 米，南部的射广嶂，海拔 684 米。

河 流 县内河流主要有南流江、陆务江、英桥河、白沙河、大益河、九州江等六条。其

中较大的是南流江，发源于北流县的大容山，由玉林流入，县境河段北起城厢乡桂花、护双村，

中经八个乡镇，南至沙河镇石柳村，流经合浦出海，县内流程长达 95 公里，流域面积 2,863

平方公里。南流江的支流有合水河、绿珠江、乌豆江、小白江、亚山江、顿谷江、水鸣江、合

江、马江等 28 条。县内河流总长 686 公里。

气 候 属南亚热带向热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区，四季适宜农作物生长，一年可以三熟。年

平均降雨量 1,756 毫米，最多 2,381 毫米，年降雨日在 120 天至 170 天之间。4至 9月为雨季，

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82.9%；10 月至翌年 3月为旱季，降雨量只占年降雨量的 17.1%。无霜

期 350 天。年平均气温 21.9℃，最冷是 1 月份，平均气温 13.4℃，极端最低气温 0.5℃；最

热是 7月份，平均气温 28.2℃，极端最高气温 37.7℃。年平均日照 1,778.3 小时，年平均太

阳总幅射达 110.16 千卡/平方厘米；在一年中，日照时数最多的是 7月份，有 208 小时。主要

气象灾害有倒春寒、“龙舟水”、台风、洪涝、寒露风。常在惊蛰后出现气温低于 12℃，维持

5-7 天以上的烂秧天气。早稻抽穗扬花时，二三年发一次“龙舟水”，南流江两岸往往十多万

亩稻田受淹。博白县平均每年受台风影响 2.4 次，常在 7至 9月，台风带来暴雨，造成洪涝灾

害，使农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寒露风出现的平均日期是 10 月 19 日，对晚稻抽穗扬花危害较

大。

土 壤 全县主要以潴育型水稻土为多，占水田面积的 68.4%，分布在平原、台地和和缓

丘谷地，排灌条件较好，土壤熟化，肥力较高，水稻高产田多出于此。潜育型水稻土（占水田



面积 20.6%）、淹育型水稻土（占 7%）、沼泽型水稻土（占 3.2%）以及少数的侧渗型水稻土、

盐渍性水稻土、矿毒性水稻土，由于土壤性状、排灌条件、肥力都不好，成为水稻的低产田。

坡地土壤，砖红壤性红壤占 80%，冲积土占 20%，适宜于种植甘蔗、花生、黄豆、黄麻、木薯。

林地成土母岩以花岗岩、砂页岩为主，间有砂岩、粉砂岩、紫色砂岩、石英二长岩、砾岩等发

育而成的赤红壤和紫色土。

资 源 已探明的矿藏有金、银、铜、钨、铅、锌、汞、铁、锰、钛以及稀有金属泥旦，

希土金属矿有独居石、钴英石，还有水晶、高岭土、钾长石、石英石、方解石、冰洲石、煤、

磷矿石、玛瑙、石灰石、腐植酸土共 26 种，分布在 16 个乡镇。水电资源丰富，据测算，蕴藏

能量 4万千瓦，现已开发利用十分之三。有宜渔水面 97,535 亩，现有国营鱼种场 1 个和一批

专业户办的鱼苗场，主要品种有鲢、鳙、鲩、鲮、鲤、鲫、鲭。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是 32,226 万元，比 1949 年的 3,301 万元增长 876%，比 1978 年的

24,971 万元增长 29.01%o，比 1982 年 33,523 万元，减少 3.89%。1978 年以来，每年递增 5.2%。

人均产值 1983 年 318 元，比 1949 年增长 3.24 倍，比 1978 年增长 13.2%。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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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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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3

2728

61

360

112

22

100

83.1

1.8

11.0

3.4

0.7

19535

12214

703

3147

3428

43

100

62.5

3.6

16.1

17.5

0.3

26250

17773

976

3741

3660

100

100

67.7

3.7

14.3

13.9

0.4

25855

16073

1029

4631

4001

121

100

62.2

4.0

17.9

15.4

0.5

687

489

1586

1186

3472

450

32.4

31.6

46.4

47.2

16.7

181.4

-1.5

-9.6

5.4

23.8

9.3

21.0

5.77

5.6

7.9

8.0

3.1

23.0

农 业 1983 年，全县耕地面积 828,358 亩，农业人口 973,900 人，人均耕地 0.85 亩。

水田面积为 697,293 亩，旱地面积 131,065 亩。自从农业合作化以来，水利建设增加，旱涝保

收田达 510,700 亩，有效灌溉面积 583,900 亩。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有许多旱地改成水田，

种植双季稻，约三分之一的稻田实行一年三熟（即稻－稻－麦，或稻－稻－薯，或稻－稻－烟）

耕作制。

1983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9,628 台，141,000 马力，农业机械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

有 17 马力。其中耕作机械即拖拉机 2,264 台，38,907 马力，每百亩耕地占有 4.7 马力。

粮、油、蔗：从 1949 年到 1978 年的 29 年间，粮食总产量由 18,506 万斤提高到 63,118

万斤。增长 241.1%，年递增 4.32%；花生由 25,404 担，提高到 48,679 担，增长了 91.6%，年

递增 2.27%；甘蔗由 5,113 吨提高到 19,192 吨，增长 275.4%，年递增 4.67%。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五年间粮食由 63,118 万斤增至 88,461 万斤，增长 37%，年递增 6.5%；甘蔗由 19,192

吨增至 84,030 吨，增长 338%，年递增 34.4%；花生由 48,679 担增至 48,748 担，稳产微增。

1983 年粮食收购 13,717 万斤，比 1978 年的 8,961.4 万斤增长 53.1%；油脂收购 60.2 万斤，

比 1978 年的 39 万斤增长 54%；甘蔗收购入厂 32,736 吨，比 1978 年 8,641.7 吨增长 2.78 倍。

林 业 全县有宜林山地面积 345.45 万亩（其中自治区直辖农林场 57.45 万亩），占总面

积的 60.1%。现有山林面积 142.26 万亩（其中自治区直辖农林场 47.55 万亩），占山地面积的

41.2%，立木积蓄量为 1,396,900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18.4%。现有的用材林多为松、杉、

桉，其次是红㰀、楠木；经济林主要是油茶、玉桂、八角、黄旦；果树有荔枝、龙眼、菠萝、

柑、橙、柿、梨等。1983 年属县办的有城东、金坑、江绿 3 个地方国营林场和 2 个苗圃、1

个林科所，共有职工 153 人，经营面积 10 万亩。还有乡村办的林场 146 个，专业场员 816 人，

经营面积 193,500 亩。

牧 业 大牲畜主要是牛，都用于劳役，1983 年底有耕牛 112,100 头。县办种猪场、种禽

场 3 个，引进良种猪 384 头。1983 年出栏肥猪 204,400 头，年底存栏 388,800 头，农民交售

给国家的肥猪 105,300 头。

副 业 农民家庭的传统副业是养猪、鸡、鹅、鸭、兔、蚕，制造铁、木农具。近年来，

芒竹编织和建筑业大发展。1983 年芒竹编织有几百个品种，产值 1,301 万元，远销美、日、

法、意、西德、加拿大等 20 多个国家。现有建筑队伍 1万多人，湘、粤、黔、滇等省都有他

们的足迹。文地乡九州江的河沙，以其特有的清净、含石英石多而闻名，全国各省、市的大型

铸造厂和重要的建设工程、军工工程，纷纷来此定购河沙，因此，文地火车站附近许多群众以

采捞河沙为副业。

芒竹编织 荔枝干

渔 业 全县养鱼水面有池塘 7,439 亩，山塘水库 47,018 亩，天然捕捞水面 43,078 亩。

1983 年总共产鱼 18,888 担。山区农民在近村山边挖小鱼窝，引长流水养鱼，精养密放，1982

年调查 6,235 户，小鱼窝合计面积 359 亩，捕鱼 19.1 万斤。

土特产品 荔枝：有早、中、迟熟许多品种，农历四月开始上市，直到七月才收场。果肉

似凝脂，多汁、甘美、芳香。以生吃为主，近年来加工成干果、罐头，为外地顾客欢迎。全县



都产荔枝，1983 年产量 149.55 万斤。

桂圆：俗称“龙眼”。果实球形，果肉汁多味甜，可生食，也可加工成干品或罐头食品。

全县都出产，尤其以南流江之东 15 个乡、镇产量为多。除作水果生食外，一般年均加工成干

品 3,000-5,000 担，畅销国内外。

香蕉：博白气候适宜种香蕉，一年四季都有上市，特别是秋季最多。果熟时呈黄色，果长

柱形有棱，果肉香甜可口。全县都有出产，1983 年产量 145.8 万斤，畅销区内外。

黑皮果蔗：全县都有生产，以城厢、三滩、亚山等乡为多。皮薄肉脆，多汁清甜。1983

年产 1万多吨。

蕹菜：“博白蕹菜”在区内外素有盛名。叶茎鲜嫩、爽脆而美味可口。游子归来以吃上“博

白蕹菜”最称心，外来旅人也以品尝“博白蕹菜”为快。亩产 1万多斤，每年夏秋季大量上市，

以南门塘及其邻近村庄所产的蕹菜最好。

菠萝：有两种，一是地菠萝，又称“凤梨”，多年生的常绿草本，每果二三斤不等，果肉

香甜佳美。一是木菠萝，常绿乔木，每果一般一二十斤，大的有三四十斤，特别大的有五十斤

以上，清甜可口，浓香扑鼻。以往均生食，近年来加工成罐头食品，畅销区内外。两种菠萝年

产总量二百万斤左右。

水 利 全县水利设施基本是农业合作化后兴修的。现有水利工程如下表：

水 利 工 程 概 况 表

项 目
工 程

处 数

装 机

台 数
功 率

总库容

(万立方米)

有效库容

(万立方米)

可灌溉面积

(亩)

正常引水

量(立力

米/秒)

水 库 工 程 总计

其中:老虎头水库

塘 坝 工 程

引 水 工 程

电 灌 站

机 灌 站

水 轮 泵 站

159

1

1272

1595

16

113

117

113

116

169

1640 马力

2371 马力

41868

12020

1520

25901

4940

1520

390800

105000

38500

108100

11500

17500

17500

16.95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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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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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8

－

100

100

－

5436

3781

1655

100

69.6

30.4

7273

6008

1265

100

82.6

17.4

6361

4991

1370

100

78.5

21.5

352.4

276.3

－

17.0

32.0

-17.2

-12.5

-16.9

8.3

3.2

5.7

-3.7



1949 年，全县工业仅有打铁、酿酒、铸镬头、造土纸、造砖瓦等手工业，产值 18 万元。

1983 年全民所有制的工矿企业有：化工、铁矿、水泥、木材、机电、电机修造、水电设备、

大米、自来水、糖、纸、罐头、印刷、酿酒、粉丝等共 18 个企业，职工 2,336 人，产值 4,445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69.87%。其中最大的是博白糖厂，有职工 647 人，日榨甘蔗千吨，

1983 年冬开始投产，投产后第一年产值 534 万元。

1983 年底集体企业共 115 家，有职工 1,054 人，产值 1,207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8.9%。

1983 年，乡镇企业共 102 个，3,032 人，主要从事采掘、化工、建材、建筑、电力、食品、

炮竹、陶器、土纸、铁木器加工等生产，产值 699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1%。

个体户办工业 49 个，产值 10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0.16%。

1978 年以来名牌产品有博白机械厂生产的碾米机，在机械工业部主持的“全国米机性能

比试会议”上评比结果，其 6N－13 型获粳稻总分第一名，6N－8.5 型获粳稻总分第二名。这

些米机的优点是：耗电量小，生产率高，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机械性能全部达到优等产品指

标。还有博白自行车零件厂生产的自行车全链罩，博白塑料厂生产的元宝形果菜篮，都是自治

区的优质产品。

电 力：1983 年，全县水电站总共 334 处，装机 362 台，装机容量 12,131 千瓦，总共发

电 3,528 万度。全县现有 35 千伏安区域变电站 2座，主变电压器 4台，容量 6,800 千伏安。

共有变压器 424 台，40,610 千伏安，用电装机负荷 21,711 千瓦，有 10 千伏以上的输电线路

644.27 公里。年供电量 3,576.04 万度，用电量为 2,976.11 万度，77%的行政村已开始用电。

交 通 全县交通，以陆路为主。黎湛铁路经县境东南隅，设文地、佛子岭 2站，长仅 25

公里。公路现有 186 条，1,342 公里（其中黑色渣油路面 94.7 公里），为 1949 年的 110 倍。

公路通玉林、湛江、茂名、北海等地，有各型汽车 520 辆，比 1949 年增加 103 倍，全县 20

个乡镇都通了班车，1983 年客运量 212 万人次。南流江从县南可通 20 吨木船，常乐以下通 60

吨木船。1983 年县水运公司完成货运量 2万吨，周转量 126 万吨公里。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 24 个，职工 228 人。邮路长 2,618 公里，全县村村

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1,268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22 条，共装单机 912 部。1964 年县城开始设

立民用无线电站，现有收发讯机 3台，自动发报机 1部，载报机 1部，电传打字机 4部。

商 业 1983 年有商业网点 3,664 个，从业人员 8,030 人。其中国营网点 319 个，从业人

员 2,852 人；集体网点 90 个，从业人员 559 人；农村代销网点 178 个，从业人员 297 人；个

体商业网点 3,077 个，从业人员 4,322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4,383 万元，比 1982 年的 13,527

万元增加 6.3%，比 1978 年的 8,648 万元增加 66.3%。集市贸易成交额 7,905 万元，比 1978

年的 2,773 万元增长 1.85 倍。化肥销售 91,373 吨，比 1982 年的 76,098 吨增长 20%，比 1978

年的 56,937 吨增长 60.5%。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2,380.5 万元，比 1980 年增长 64%。

财政金融 1983 年财政收入 1,866 万元，财政支出 2,224 万元，入不敷出。全县城乡储蓄

总额 2,869 万元，比 1982 年的 2,379 万元增长 20.6%，其中农民存款 1,489 万元，比 1982 年



的 1,285 万元增长 15.87%。农业贷款发放 3,233.88 万元，收回 2,917.39 万元，比 1982 年

2,327.84 万元增长 25.3%。

人民生活 1983 年人均有粮 682 斤，比 1978 年的 481 斤增长 41.8%。农民平均年收入 186

元，比 1978 年集体分配的 64.02 元增长 1.9 倍。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58.75 元（含

补贴），比 1982 年增长 6.3%；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50.9 元（含补贴），比 1982 年

增长 7.7%。

由于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得到发展，1983 年出现年收入超万元的户

45 户。人民生活普遍改善，1983 年全县共销售自行车 16,614 辆，比 1978 年的 9,754 辆多销

6,860 辆；手表 13,600 只，比 1978 年的 3,500 只多 10,100 只；缝纫机 5,082 架，比 1978 年

的 2,010 架多 3,072 架；电视机 415 台，比 1980 年的 239 台多 176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有县立完全中学 1所，初中 3所，简易师范 1所，私立初中 4所，小学

340 所；总共学生 22,737 人，教职员 978 人；1983 年，全县已有中级师范 1所，学生 150 人，

教职员工 46 人；普通中学 49 所，教职工 2,461 人，在校学生 26,438 人；小学 285 所，在校

学生 133,031 人，教职工 5,163 人；幼儿园 30 所，入园儿童 1,237 人，教职工 132 人。解放

后历届高中毕业生 52,738 人，1974－1983 年升入大学 1,491 人。城镇职工不达初中水平的

3,384 人，1982 年以来，组织参加文化补习 2,902 人。小学教师 4,501 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

度的 247 人；中学教师 1,672 人中，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 397 人。1978 年开始，组织了小学

教师 305 人、中学教师 416 人进修学习。

科 技 现有农科所、林科所、农业机械研究所等 3个科研单位。全县已建立农学、医学

等 15 个学会，会员共 531 人。自 1972 年至 1983 年的 11 年中，获自治区奖的科研成果 21 项。

1982 年评定技术职称的有：农业技术员 45 人，工程技术员 119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11 人；

助理农艺师 92 人，助理工程师 86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3 人，助理会计师 6人，助理统计师

2人，医师 190 人；工程师 14 人，农艺师 5人，主治医师 7人，会计师 3人，统计师 1人。

文化艺术 有县文化馆 1所(1958 年被评为自治区先进文化馆），乡镇文化站 20 处。有图

书馆 1所，藏书 21 万册。1983 年成立县文物管理所 1间，县工人俱乐部 1个，县城电影院 2

所，乡镇电影院 6 处，电影队 137 个。县采茶剧团 1 个，1957 年代表广西参加全国民间音乐

舞蹈会演，演出《打杯舞》，当时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接见全体演员并合影留念；

1982 年代表地区参加全区专业文艺会演，小戏《两亲家》获一等奖。有杂技团 1 个。县新华

书店有发行点 32 个。县广播站 1个，电视转播站 1个，乡镇广播站 20 所，村广播室 140 个；

广播电视系统有干部职工 75 人，村线路维护员 122 人；县广播站先后 3次被评为全国广播电

视战线的先进单位，2次出席了全国的群英会。

卫 生 1949 年，县城仅有卫生院 1 所，医务人员 14 人（其中医生 2人）。1983 年有人民

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站、防疫站各 1所。皮肤病防治院设于凤山老鸦水。各乡镇共有卫生

院 20 所，农村医疗站 487 个，校医务室 10 个。全县共有病床 816 张，各类医务人员 1,742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1,549 人（内有主治医师 7 人、医师 216 人、药剂师 12 人、药检师 3

人、技师 1人、护师 5人）。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74,310 人，占全县育龄妇女 116,498 人的 63.78%。

有 1,352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1983 年博白镇中学被评为自治区排球传统项目先进学校，获区男子少年排球第一

名，女子少年排球第二名。杨惠芳破小口径运动步枪 30 发卧射自治区纪录。有 7人代表自治

区参加全国少年排球、田径、潜水比赛。1978-1983 年博白县向自治区输送运动员 29 人，其

中朱觉凤送国家手球队，参加第 23 届奥运会获得女子手球铜牌。

文物胜迹
宴石仙桥 宴石岩在顿谷乡之东，离县城西南 70 华里处。岩皆盘石壁立，高近百丈，因

陈越王宴此而得名。唐代咸通间节度使高骈征南诏，经此建寺，名“宴石寺”。南汉都监刘崇

远，铸铁佛及罗汉诸象，号“果觉禅院”，大宝元年（957 年）建成，二年立碑以纪其事，碑

文尚存。临江岸上，刻一大佛，名“望江佛”。旁有石山，名“骑马石”。有石桥通岩上，名“仙

人桥”。寺北有“紫阳观”。寺对面有二石笋，高数丈，恰似一双红烛高烧。寺为博白八景之冠，

历代文人墨客，颇多吟咏。

绿珠遗迹 绿珠系晋代石崇侍妾，出生于本县。绿珠井：在浪平乡平山村绿萝岭下，县城

西北四十华里处。晋朝梁绿珠出生于此，后于此建绿珠祠，祠旁有一井即是。绿珠庙：位于离

县城西南 8华里处的浪平乡珠江村绿珠江边，庙宇两进两廊，金碧辉煌，香火不绝，惟初毁于

1925 年，1948 年重建。此外，还有绿珠江、绿珠渡、绿珠村、圣女岭等古迹。

温罗温泉 在亚山乡温罗村将军洞陵山中，县城东南 30 华里处。群山环绕，山间有池，

深数尺，宽丈余，有泉水涌出，如串串珍珠，光华夺目，热如沸水，能杀鸡烫蛋，百步内烟雾

熏蒸，㳽漫硫黄气味，流下数丈，是天然浴室；浴此池水，能除疮疥、祛风湿。山下有石室，

有常流池水，年长日久，凝成千姿百态的珊瑚；室前有洞，洞中泉水清澈，气甚清凉，并产石

莲可食。池泉，天愈寒而愈热，洞泉，天愈热而愈凉，堪称双绝。

仓沮阁

仓沮阁 清光绪十五年建，位于今博白高中科学馆后。是纪念我国古代传说的文字创始人



仓颉、沮涌而建，故又名字祖庙。平面为方形，面积 133.17 平方米，有内墙、外墙，夹道为

环形走廊，廊宽 7尺。主体为砖木结构的阁楼，有两层屋檐，下层大门口朝西方向。屋顶为四

角形榄尖顶，顶端置赤铜色陶瓷大葫芦，四条脊棱上塑有雄狮、龙首，末稍向上卷，如翼飞起，

由葫芦底伸至四檐，顶面形成倾斜度很陡的流线形大三角，上覆琉璃瓦。此阁造型古朴，气势

雄伟，光彩夺目，巍然耸立，几里之外，即清晰可见，极为壮观，是博白县城唯一尚存的古建

筑。

县烈士碑 位于县城东人民公园的登高岭顶上。解放后，为纪念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烈士

而建。碑用花岗岩、大理石砌成，高 12 米，上刻“革命烈士纪念碑”、“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大字，四周饰以石米栏栅，环植苍松翠柏，气势雄伟。正面朝西，砌台阶 144 级，可鸟瞰博白

全镇。塔北，有“锡昂亭”，为纪念中共广西第一届省委书记朱锡昂烈士而建，每年清明节，

前往缅怀先烈的人络绎不绝。

著名人物
朱锡昂(1887－1929) 沙河镇山桥村上垌屯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前清庠生，两广

高等工业学堂毕业。1911 年在广州加入同盟会，民国年间，任广西省参议员，广西省议会秘

书，省立鬱林第二高级中学、南宁府立中学等校校长，署理广东鬱南县知事，在鬱林、博白从

事革命开拓工作。1927 年 12 月参加广州起义。1928 年 6 月在贵县举行的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

（后称为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为书记。1929 年 6 月 3 日在鬱林县新桥榕木根

村不幸被捕。6月 8日在鬱林英勇就义。

锡昂亭

朱 光(1906－1969) 松旺乡人。1927 年参加共青团，1930 年转为中共党员。从中学时代

起投身革命，1927 年参加广州起义，后转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2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1936 年后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曾任马列学院秘书长。1939 年任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40 年至 1945 年任一二九师宣传部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

任。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嫩江省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委书记、长春市委书记。解放后，历任

广州市副市长、市长、市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国务院对外文委副主任、安

徽省副省长等职。

刘敦安(1908－1943) 城厢乡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任广西民团干校中共地



下党支部书记。1938 年党组织派往安徽抗日前线，在桂系军队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3 年

12 月在安徽金寨县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活埋。

熊景升(1915－1945) 化名陈明。新田多美沙村人。1936 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

曾任中共鬱林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兼北流县委书记、桂西南特委组织部长、桂东南区特派员、中

共博白县委书记。1945 年 2 月 27 日组织领导博白武装起义，任桂东南游击区博白民主抗日委

员会主任、博白民主抗日自卫军政治委员。3月 25 日于绿吊之役被反动派杀害。

江 清(1920－1948) 原名江宜武。松旺乡汉和村人。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 年任

中共博白县委委员，1944 年任中共博白南区区委书记，1945 年参加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任

博白县民主抗日自卫军第三中队队长。1947 年任中共博白县工委、县委常委，1948 年冬不幸

被反动派逮捕，英勇就义于穆林。

李时亮(?－?) 宋博白东平乡三湖村人。字端夫。仁宗天圣二年（1024 年）应乡试中举，

嘉佑二年（1057 年）登章衡榜“榜眼及第”，累官廉州知州。神宗熙宁间，交趾犯境，时亮上

《平边十策》，又疏《时政得失五十事》，深受神宗器重，累迁检校散骑常待兼御史大夫，赐金

绯鱼袋，封开国伯。善文章，尤擅长于诗，有赓和诗《李陶集》。

秦怀忠(?－?) 宋博白人。字伯良。仁宗时，以文学著称。天圣二年（1024 年）乡试中举，

后登嘉佑进士。先任广东徐闻县令，有政绩，转任雷州推官，以平反冤狱有功，升枢密院佥书

雷州军事通直郎，赐银绯鱼袋，兼任容州安抚都督经略使。

黄文金(1831－1864) 文地镇汉平村旱坳屯人。1847 年参加拜上帝会，并成为博白会众的

领导者。1850 年和陆川赖九率领的拜上帝会队伍会合，到桂平金田村团营起义。历大小数十

仗，勇敢善战，清军称他为“黄老虎”，累功晋封为“堵王”。

刘永福(1837－1917) 名义，字渊亭。原籍博白县菱角乡金村下平山屯人。父刘以来往钦

州为雇工，迁上思县。1911 年刘永福曾回博白，建刘氏宗祠于博白镇上街，今存慈禧太后亲

笔赐“福”字大旗、大匾。后落籍钦州（详传见钦州市概况）

重要事件
博白农民参加金田起义 清道光三十年（1850 年）7月，洪秀全在桂平发布团营令，博白

拜上帝会人以黄文金为首，在佛子岭立大营。农民纷纷弃家入营，革命声势大振。起义军千余

人乘胜进军车田，与陆川会友赖九合军，然后向金田进军，11 月与洪秀全会师，1851 年 1 月

11 日参加金田起义。

博白三点会戊戌起义 清光绪戊戌年（1898 年）农历五月，博白三点会首领刘龙骨木，率

众于十五日围攻博白县城，攻城未下，至十七日撤退至鸦山、凤山、菱角一带继续斗争。六月

末，叛徒杀龙骨木，携首级投敌，起义军溃散，轰轰烈烈的戊戌起义被镇压下去。

博白“一·一三事件” 1943 年 1 月 13 日，国民党中统特务带黑名单到博自县，点名缉

捕进步青年 24 人（含共产党员 8人），制造了震惊全县的“一·一三事件”。被捕的共产党员

通过狱中斗争和党的全力营救，部分人员获释，一部分则越狱脱险。

博白抗日武装起义 1944 年秋，日寇侵入广西，中共广西省委作出了“八月决定”，号召



起义抗日。中共博白县委于 1944 年冬，组成“博白县民主抗日委员会”和“博白民主抗日自

卫军”。1945 年 1 月 26 日，举行武装起义，发布《抗日宣言》和《施政纲领》，建立了一批乡

村政权。国民党政府纠集鬱林保安团和博白县自卫队千多人，疯狂镇压，惨杀起义群众。为了

保存力量，在浴血奋战四十七天后，4月 14 日“自卫军”乃转移到广东南路。

博白解放 1949 年 12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军猛袭博白县城，首先攻进了驻在

博白县图书馆的国民党军司令部，活提了华中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解放了博

白县城，共俘国民党军一万多人。

供稿：博白县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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