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水苗族自治县

融水苗族自治县地处柳北与黔南要冲，山高林密，溪河纵横，盛产杉木、竹子、香菇、香草、香

糯、香猪、香鸭、药材及沙田柚等土特产品，杉木产量在全国的县份中居第二位。名牌产品有芦笙牌

火柴。县境保存有大量宋刻、古迹，《元祐党籍碑》为珍贵文物。县城附近有真仙岩、老子山、古鼎三

潭等名胜，元宝山和贝江一派林区风光，雄奇瑰丽。

位置面积 融水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北部，融江中游西岸。东接融安县，南与罗城、柳城

二县为界，西邻环江县，东北和北部接三江县，西北与贵州省从江县交界。总面积 4,663.8

平方公里，合 699.57 万亩，计陆地 689.31 万亩，占总面积的 98.53%；水域 10.26 万亩，占

1.47%。东西最大横距 80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75 公里。县治融水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80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西汉设潭中县，是为本县建县之始，辖马平、雒容、柳城等地，

属郁林郡。南北朝改为齐熙县，并设东宁州。隋改县名为义熙县，改州名为融州。唐代相沿，

至北宋升为黔南路帅府，为清远军州。元初仍设融州路，后改为州。明洪武十年(1377 年)降

州为县，名融县，相沿至清和民国。解放后，1952 年成立大苗山苗族自治区，1955 年改为大

苗山苗族自治县，1965 年又更名为融水苗族自治县。

行政区划 现辖 16 个乡：融水、永乐、四荣、香粉、安陲、洞头、安太、中寨、汪洞、

滚贝、杆洞、大年、拱洞、红水、白云、大浪。3个镇：融水、和睦、三防。下设村（街）民

委员会 205 个，辖自然村 1,745 个。1984 年，县治融水镇有 6,036 户，26,180 人。

人口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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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003 70077 － 34.76

总 人 口 209894 228338 380979 81.51 66.85

性别

构成

男 105671 114439 193887 83.48 69.42

女 104223 113899 187092 79.51 64:26

地区

构成

城镇 6388 10702 26180 309.83 144.63

农村 203506 217636 354799 74.34 63.02



1984 年，全县总人口 398,424 人。其中苗族 148,906 人，占总人口 37.4%；瑶族 23,730

人，占 6%；侗族 41,031 人，占 10.30%；壮族 54,451 人，占 13.7%；汉族 128,055 人，占 32.1%；

其他民族 2,251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85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13.04‰。

自然条件
地 形 境内多山，是湘桂低山丘陵平原与云贵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地质结构复杂，岭

壑交错，切割强烈，形成各种各样的地貌类型。全境由北往南从中低山逐步过渡到低山、山丘

和峰林谷地。中部突起，南、北部较低，均属山区；东南部融水、和睦、永乐一隅更低，称山

外。

山 脉 苗岭山系横跨东西。西北部摩天岭，最高峰海拔 1,938 米；西南部为东西走向的

九万大山；中部为南北走向的元宝山，主峰海拔 2,081 米，为全县最高峰，亦是广西的第三高

峰；东北部白云山，峰峦起伏，与元宝山犄角相望。以上四支大山，海拔 1,350 米以上的山峰

有 60 座。全县山地面积 597.85 万亩，占总面积 85.46%。

河 流 境内溪河纵横，有融江、贝江、都郎河、香粉河、田寨河、拱洞河、四维河、大

年河、洞头河、花孖河、英洞河、池洞河、纳产河等 13 条。贝江干流源出九万山，逶迤东向，

汇集摩天岭、元宝山诸水横贯县境，流入融江，全长 146 公里，是县境内极有经济、游览价值

的主要河道。融江源出贵州，古称潭江，长 218 公里，属西江的一级支流。

气 候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山外年平均气温 19.3℃，

山区为 16.4℃。历年极端最高气温 38.6℃，极端最低气温-3℃。但山区随海拔每升高 100 米

则降低 0.5℃-0.6℃，故有“隔岭不同天”的说法。境内全年无霜期 322 天，年均日照 1,616.9

小时。年均降雨量山外为 1,824.8 毫米，山区为 2,194.6 毫米，并多集中在 4至 8月，一般 4

年有 1次暴雨，有时成灾。1984 年以前的 413 年中，出现过洪水 37 次，最大一次发生在清光

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 年），最高洪水位 116.95 米，建国后最大一次洪水是 1970 年夏，水位

高达 112.70 米，财产蒙受损失，但无人伤亡。麻石电站建成后，对洪水的危害有所控制。主

要气象灾害还有旱灾，多出现在 12 月至翌年的 2月，对越冬农作物带来危害；倒春寒一般出

现在 3月 21 日至 4月 10 日，造成早稻烂秧损失；寒露风多出现在 10 月 10 日，正是晚稻扬花

期，造成减产，甚至无收。

土 壤 分为水稻土、黄壤、山地灌丛革甸土、石灰土、冲积土等 6个土类，有 14 个亚类，

45 个土属，106 个土种。自然土壤主要是红壤及黄壤，分布在全县广大山区，占总面积 92.9%，

是宜林、宜牧的山地。旱地土壤亦多为红壤及棕泥土等，分布于各乡，有 17 万亩，宜种木薯、

玉米、廿蔗、花生、棉、麻等。稻田土壤主要有淹育型水稻土和潴育型水稻土两种，前者分布

于山区，占水稻土总面积 19.08%，后者多分布于山外，占水稻土 68.42%，全县稻田土壤仅有

25.38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 3.63%。故本县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林业县。

资 源 矿藏：有 23 种，主要有锡矿，储量 54,032 吨，己开采 1,899 吨；钨矿 1,635 吨，

巳开采 74 吨；蛇纹石 5,000 万吨，已开采 56,655 吨；煤矿 370 万吨，已开采 35,800 吨；石

棉矿 20 万吨，已开采 971 吨。已探明储量末开采的有铜矿 1,245 吨、砷矿 16,236 吨、滑石



30 万吨。石灰石山遍布融水、永乐两乡，绵延数十华里。水力：全境河床落差大，可开发水

电装机容量 24 万千瓦，现仅利用 1.04 万千瓦，开发潜力很大。野生动物：主要有熊、猴、野

猪、黄狼、猸子、香狸、鹧鸪、画眉、穿山甲、眼镜蛇等，稀有动物为娃娃鱼。野生植物：主

要有薏米、金银花、黄柏、茯苓、桔梗、黄精、灵芝菌、麦冬等，经鉴定符合药用的近千种，

已列入购销商品的有三百多种。旅游：境内气候温和，地貌多姿，文物胜迹丰富，民族风情深

厚，可开辟为供 1 至 2日游的风景点在 10 处以上。如真仙碑碣、寿星览胜、刘公德岩、古鼎

三潭、贝江风光、元宝登高、都郎观瀑等。还可沿着当年徐霞客在融水 18 天的游踪导游。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9,77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8.98%，比 1983

年增长7.08%。1978年以来平均递增1.32%。人均产值1984年为245元，比1978年增长103.03%，

比 1983 年增长 5.15%。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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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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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1.5

2804.7

1114.2

740.1

810.2

12.3

100

51.2

20.3

13.5

14.8

0.2

9032

3574

2726

1861

817

54

100

39.5

30.2

20.6

9.1

0.6

7922.4

2849.8

2917.9

1319.5

804.3

30.9

100

36.0

36.8

16.7

10.1

0.4

44.5

1.6

161.9

78.3

-0.7

151.2

-12.3

-20.3

7.0

-29.1

-1.6

-42.8

6.3

0.3

17.4

10.1

-0.1

16.6

农 业 1983 年，全县耕地面积 386,693 亩，其中水田 245,746 亩，农业人口 351.121 人

（农业劳动力 158,905 人），人均耕地面积 1.1 亩。随着历年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现旱涝保

收面积占耕地面积 46.3%，每年双季稻复种面积在 10 万亩左右，机耕面积 4.75 万亩，动力脱

粒面积 12 万亩。全县有各种农业机械 1,307 台，29,469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7.6 马力，

其中各种拖拉机 540 台，5,393 马力，平均每百亩地占有 1.4 马力。

粮、油：1978 年以来，粮食逐年增长，1982 年达到 17,812 万斤，为历史最高水平，比

1952 年粮食总产 8,887 万斤增长 1倍多。1983 年稍有减产，总产为 16,045 万斤，比 1978 年

减产 6%。1983 年，油料总产 967,200 斤，比 1978 年增长 119.77%。

林 业 林业是本县的经济优势，因气候、雨量、土质条件优越，林木生长迅速。林业用

地 516.27 万宙，占全县总面积 73.8%，森林覆盖率为 39.1%。现有森林 273.55 万亩，其中用

材林 216.19 万亩，占森林面积 79.03%。用材林中杉木林 101.88 万亩，占森林面积 47.1%，居

全国（县为单位）第二位。全县森林立木蓄积量为 1,258 万立方米，主要用材林综合年净生长

量约 38.75 万立方米，年平均采伐量 15.07 万立方米。1952 年至 1983 年共交售给国家木材



482.23 万立方米。县办国营林场有贝江林场、思英口采育场、九万山采育场 3 个，经营总面

积 24.4 万亩。

满江栋梁材

牧 业 主要是养牛、羊及猪。全县草场面积约 37 万亩，宜于发展养牛、养羊业。1983

年，有牛 103,533 头，羊 13,453 头。生猪饲养量 163,763 头，年底存栏 112,587 头，出栏肉

猪 51,176 头。

副 业 主要从事土特产品的种植、采集和加工，如香菇、木耳、棕片、罗汉果、茶籽、

桐籽、田七、鹿茸以及数百种野生药材。农户一般养猪、鸡、鸭、鹅，有的养蚕，编织竹器、

藤器等。山外农户近年出现大批搞铁器、木器加工，酿酒、做豆腐、糕饼等的专业队、专业户，

农村的建筑队伍亦遍及城乡各地。

渔 业 全县可养鱼水面为 2,320 亩，近几年来实际使用 1,139 亩，常年捕获量约 218,700

斤。1984 年总捕获量为 505,600 斤（包括江河、稻田）。其中稻田所产的禾花鲤，贝江所产的

各种淡水鱼约占五分之一，其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很受欢迎。

土特产品 毛竹：亦称楠竹，盛产于四荣、香粉、中寨、安陲等乡山坡上，年产约 80 万

株。因产于高山向阳处，质地坚韧，纤维细致，抗拉力强，既可加工成竹席、竹筷、竹筐等用

具，又可作雕刻材料和建筑材料。五十年代以前香粉乡出产的竹纸（又名大方纸），即以本地

毛竹为原料，远近驰名，曾获国际银质奖。

香菇：盛产于三防、中寨、四荣、香粉、安太等乡。其中中寨、三防一带所产的“怀宝香

菇”，久负盛名。近年香菇年产量约 35,000 斤，最高年产达 92,700 斤。

香草：即灵香草，香气浓郁，有驱虫防蛀、辟秽祛臭的特殊功能，可提炼高级香精，亦可

直接施用于衣橱、书柜之中，对人畜无害，山区各乡均大量出产。

香糯：是山区主粮之一，米质特优，芳香扑鼻，多产于三防、汪洞 2乡，年产约 50 万斤。

香鸭：是苗族传统家禽，年产约 15 万只，以鸭肉厚嫩、毫无腥臭且具奇香著称。

香猪：盛产于三防、汪洞一带，年产约五千头，体型不大，是瘦肉型猪，肉嫩味香，极受

欢迎。

茶叶：以杆洞、汪洞、三防、安太等乡所产绿茶，量多质优。近年产量约 4万斤，最高年

产达 10 万斤。杆洞乡高显茶香酽生津，久负盛名，六十年代初期曾参加全国茶叶评比会，荣

获第二名。现年产约 6,000 斤左右。

沙田柚：主要产于融水、和睦两乡，特点是个大、皮薄、味甜。本县产的沙田柚还以气味



芳香、纯正，无任何杂味并能长期存放而不变质著称。现年产约 80 万个，远销广州、港澳等

地。

水 利 境内水利排灌工程，大都是建国以后建造的，1952 年至 1984 年新建水利工程

10,755 处，共投资 3,624.9 万元，其中自筹资金 1,908.8 万元。全县新建和原有水利工程概

况详见下表：

水 利 工 程 统 计 表

项 目 处 数
总库容

(万立方米)

有效库容

(万立方米)

实灌面积

(万亩)

电 灌

(千瓦)

柴油机

(马力)

水轮泵

(台)

蓄 水 工 程

其中:小一型

小二型

小 山 塘

引 水 工 程

提 水 工 程

合 计

31

4

27

128

16945

201

17305

2474

1400

1074

470

2944

1802.4

976.0

827.0

1802.4

2.81

1.50

1.31

0.41

13.70

1.89

18.81

1881

1881

2022

2022

38

38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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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3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重工业

轻工业

1550

888

662

100

57.3

42.7

1650.15

1043.70

606.45

100

63.2

36.8

1851

862

989

100

46.6

53.4

19.4

-2.9

49.4

12.2

-17.4

63.1

3

-0.5

6.9

解放初期，县内仅有 1家石印店、6家打铁铺和几家造土纸的作坊，从业人员不过百人。

1984 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 4,584.17 万元。国营工矿企业有印刷厂、纺织器材厂、融

水火柴厂、木材加工厂、氮肥厂、粮油加工厂、砖瓦厂、水泥厂、农机厂、蛇纹石矿、自来水

厂、都郎电站、兰马电站、林业局加工厂、贝江林场加工厂等 15 间，职工 1,382 人，年产值

1,420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76.71%。其中较大的有水泥厂，职工 132 人，年产值 112 万元；

砖瓦厂，职工 194 人，年产值 72 万元；火柴厂，职工 153 人，年产值 87 万元。

县管集体企业 1984 年有职工 438 人，产值 256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3.83%。

乡镇企业主要是从事石灰、砖瓦、竹木器加工、副食品加工、炮竹等生产及各项服务性行

业。1984 年从业人员 14,850 人，产值 163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8.8%。

个体企业现有 64 户，563 人，年产值 1983 年为 3.65 万元，1984 年增加到 12 万元，占全

县工业总产值的 0.65%。

评为广西 1984 年名牌产品的有“芦笙”火柴，信得过产品的有纺织用梭子及卷木棍。



电力：1984 年，小水电站有 177 处，装机 188 台，容量 10,361 千瓦，总发电量 1,240 万

度（不含麻石电站）。其中装机 100 千瓦以上的有 11 处（22 台，8,100 千瓦）。县内目前装机

规模最大的电站是都郎河电站，装机容量 4,800 千瓦。全县拥有 35 千伏安区域变电站 2 座，

主变电压器 4台，容量 8,500 千伏安。

交 通 县内外交通过去以河运为主，解放以来大力兴修公路和铁路，改变了山区交通闭

塞的状态。现枝柳铁路贯穿县境东部，经过和睦、永乐、融水、大浪等 4 个乡镇，境内长 29

公里。公路主要有 6 条，601 公里。有各种汽车 346 辆。除 1 个乡外，其余 18 个乡镇均通了

客班车，有 83 个村可通货车，1984 年客运量 704,990 人次，货运量 17,418 吨。水运方面：

融江枯水期通航 6吨汽船，丰水期通航 120 吨汽船。大年河、白云河、泗维河及贝江河均可通

木帆船，丰水期可通小机帆船。全县现有机动船艇 78 艘，2,300 马力，1,783 吨位。

邮 电 1984 年，有县邮电局 1 所，下设 8个支局、8 个邮电所，邮路总长 2,657 公里；

农村电话线路 1,530 杆程公里，设有 17 部总机，巳使用单机 566 部。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2,989 个，从业人员 5,159 人。其中国营网点 346 个，从业

人员 1,960 人；集体网点 59 个，从业人员 217 人；个体网点 2,584 个，从业人员 2,982 人。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4,53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64%。集市贸易额 1,911 万元，农副产品收购

总额 1,165 万元。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122.5 万元，销售总值 199,5 万元。

财政金融 1984 年，财政收入 872 万元，自治区定额补贴 628.8 万元，财政支出 1,616.2

万元。全县城乡储蓄总额 2,820.3 万元，其中农民存款 721.9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9.03 倍。

1984 年发放农贷款 1,308 万元，比 1983 年增加 417.2 万元，当年累计回收农贷 839.8 万元，

比 1983 年增加 119.3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口粮 472 斤，比 1978 年稍有减少。农民人均收入 154.44 元，比

1978 年增长 121.89%，比 1983 年增长 55.99%。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年均工资 1,094 元（含奖

金和补贴），比 1978 年增长 86.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1984

年，共销售自行车 4,931 辆，比 1978 年多销 3,841 辆；缝纫机 4,631 台，比 1978 年多销 3,843

台；呢绒 1,544 米，比 1978 年增加 837 米，还销售电风扇 1,353 台，电视机 402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仅有 1 所初级中学，学生 250 人，教职员 20 余人；小学 120 所，学

生 4,620 人，教职员 240 人。1983 年，有中学 26 所（其中完中 7 所），学生 7,667 人，教职

工 700 人；小学 218 所，学生 58,873 人，教职工 2,775 人；幼儿园（班）入学人数 1,430 人，

教职员 73 人（包括民办教养员 19 人）。1952 年至 1984 年全县历届高中毕业生 9,590 人，升

入大学的 461 人，占 4.8%。

中学教师中，大专毕业的 178 人。1972 年创办县师范，培训了八届中学教师 443 人，轮

训小学教师 550 人。1982 年以来开办职工初、高中文化补课班，初中 34 个班，1,620 人学习；

高中 4个班，224 人学习。另有 1,351 人接受初级技术补课，已有 554 人取得合格证书。各单

位输送到中专、大专进修的共 270 人。



科 技 县有林业研究所、农业研究所、畜牧研究所、农机研究所等 4 个科研单位和 1 个

科技情报站，19 个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另有林学会、农学会、医学会、少年科技辅导学会

等 12 个学会组织。3个镇及 2个乡有科普协会，1个乡有农民科学种田协会。经评定技术职称，

1984 年有工程师 9 人，农艺师 3人，畜牧兽医师 1 人，经济师 1 人，主治医师 4 人；助理工

程师 48 人，助理农艺师 24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6人，助理会计师 5人，医（护、药）师 109

人。

文化艺术 现有县文化馆 1 个，各乡镇文化站 14 个，县图书馆 1个，藏书 4万多册；新

华书店有发行点 19 个，年发行量 130 万册（张）左右；县城有电影院 1 座，乡镇电影院 17

所，村电影队 121 个。有民族文工团 1个，该团近年创作的节目获全国调演优秀节目奖的有芦

笛独奏《捶苗布》。获自治区汇演优秀节目奖的有苗族舞蹈《赶坡路上》、《嘎芦舞》；歌曲有《拉

木歌》（男声四重唱）、《苗家姑娘来赶坡》（女声小合唱），以及芦笙小合奏《欢乐的达配》。县

文化馆近年创作的节目获自治区业余汇演优秀节目演出奖的有彩调剧《做人情》、《古怪的姐夫》，

以及歌舞剧《金芦笙》；编印《苗族民间故事选》（全书 30 万字）；收集并保护历史、民族文物

300 余件。县有广播站 1个，转播站 17 个，电视差转台 4座。

卫 生 1952 年，全县仅有 1间医院，6间卫生所，32 名医务人员，15 张病床，遇有重病

号只好送往外地治疗。1984 年，有县人民医院 1所，乡镇医院 17 所，还有卫生防疫站、妇幼

保健站、血防站、皮防站等医疗单位，农村还有村卫生所 287 间。全县医务人员 439 人，比

1952 年增长 13.7 倍，另有受过训练的村卫生员 295 人；病床 385 张，比 1952 年增加 24.6 倍。

血吸虫病已基本消灭。全县实行计划生育 33,058 人，占已婚育龄妇女的 68.86%，有 1,207 对

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项目有武术、赛龙舟、赛马、舞龙、舞狮、棋类比赛等。本县

瑶族喜爱打拳、击剑、棍术和摔跤。七十年代中期县体委办了业余体校，1978 年以来，在参

加自治区以上的体育比赛中荣获金牌 44 块、银牌 50 块、铜牌 32 块。现有教练员 5 人、一级

裁判员 1人、二级 3人、三级 24 人，运动健将 1人。为国家输送优秀运动员 6人。

特殊风俗 苗年：本县苗族习惯以农历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为过年期。过苗年时

远近芦笙队过村走寨，家家户户杀猪宰羊，捉鱼，煮酒，椿糯米糍粑盛情款待来访客人，并开

展多种多样的娱乐活动。主要活动是在各地芦笙坪上聚集上千上万人，围观芦笙踩堂舞比赛，

人们沉浸在热烈而欢乐的节日气氛中。

欢乐的芦笙节



坡会：是苗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地点在香粉乡古龙坡，离县城 24 公里。古龙坡会于每年

农历正月十六日和八月十六日各举行一次。届时县内各乡的芦笙蹂堂队（每队至少 50 人）和

广大观众，以及远在贵州从江、榕江一带的苗族青年男女，亦不远千里盛装前来赴会。古龙坡

上人山人海，人们围观数十堂芦笙比赛，以及赛马、斗马，斗鸟、粉枪射击比赛等。其中斗马

很吸引观众，一般有数十匹雄马分组争雄，激烈搏斗，惊险壮观。最后夺冠者，主人得到奖赏。

拉鼓节：苗族每 9 年或 13 年举行 1 次。与坡会不同处是有拉鼓活动。鼓是以空心木两端

蒙以牛皮制成，长约 2米，被系于长藤条中部，由主队和客队各持一端牵拉，使长形木鼓悬空，

来往走动。此时姑娘们翩翩起舞，“祭师”们领唱拉鼓歌，众人附和、欢呼，使节日进入高潮。

“三月三”：是壮乡歌节，已有千年历史，集中在三防镇举行。其特点是“扎龙亭”对歌。

“龙亭”由老艺人按传统方法精心扎制，共分四层，楼台上有“龙宫”及八角亭，周围饰以“双

龙绕柱”、“双凤朝阳”、“八仙过海”等彩色图案，“龙亭”造型玲珑剔透、绚丽多采。过节时

由众人簇拥“龙亭”走寨，到了适宜地点停下来盘歌、对歌。晚间点燃腊烛，“龙亭”成了众

人瞩目的彩灯，金碧辉煌。

文物胜迹
真仙岩 原名老君洞，以洞中原有天然老君石像得名，北宋赵光义“勅封’为真仙岩，1984

年郭沫若题名“劳军洞”。洞中宋刻很多，《元祐党籍碑》原设洞中。灵寿溪穿岩而过，其入口

处即“水月洞天”奇景。岩中被霞客赞誉为“天下第一”的地方仍保存完好。徐氏曾在洞中住

宿 13 天。

老子山 又名寿星岩、老人峰、览胜岩。在县城内西南部，是一座奇峰突起，溪流环抱的

石山。山上有穿岩，可俯瞰县城和北、东，南 3个方向。岩中尚存有宋、元、明、清、民国时

期的石刻。最引入注目的是宋郡守李桂高书的“寿”字碑，字径 1米，石色褐黑。有山门陂，

被称为“桃源仙境”；山上原有三清殿、听月榭，魁星楼等已被破坏。近年建有革命烈士纪念

塔及凉亭等。

刘公德岩 距真仙岩西北 1里，古人将两山岩合为一景。刘公岩原名西峰岩，南宋绍定年

间（1228－1233 年）郡守刘继祖与智性和尚重开。《刘公岩记》提到此岩景观可与真仙岩“相

颉颃”，今风貌犹存；德岩在刘公岩后半里，是北宋元丰年间钱师盂命名的，明代文人桑悦有

《新开邃岩记》。

古鼎三潭 真仙岩后向南行 3华里为安灵龙潭，潭水极深，绿中带兰如海水，与灵寿溪相

通，该处奇峰层列。古鼎龙潭在山安村背，潭口在山腰，有九条钟乳石下垂，如“九龙”探水。

水深约 40 米，潭面隐入岩中亦深不可测。太平天国石达开于成丰末年，曾带领三万将士游览

一天。八戎潭在飞鼠山（《徐霞客游记》写为沸水山）后，潭窄而深，别有奇趣。

元宝山 位于安太乡东部，其周围有八个乡。每年农历八九月云雾稍疏，是最好登峰时光。

顶峰处平坦，并有天然水池，从顶峰观日出最为诱人，举目四望，有“一览众山小”之感。传

说此山有“人熊”（即所谓野人），还有被称为“活化石”的珍稀植物冷移。

真仙岩碑刻 全县古碑摩崖以宋刻为主，多集中于真仙岩，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6 年以前岩中共有古碑摩崖 142 件，现存约 36 件；最著名的为北宋蔡京所书《元祐党籍碑》，

此碑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 年)沈�据家藏碑本所重刻，从碑体小、字迹优、出处交待清楚三

个方面，再现了蔡京书原碑的本来面目。还有宋代司马光书《风火家人卦》、张孝祥书《天下

第一真仙之岩》等大幅摩崖及新发现的一幅大壁画等。被埋入地下的宋刻约百余件：其中有《劝

农碑》、宋太宗《御书碑》、宋理宗《勅书碑》、吴道子《人物像碑》、《清静经碑》（明代大碑）

等。真仙岩以外尚存古碑摩崖 30 多件，半数亦为宋刻。

元祐党籍碑

贝江风光 贝江古称背江，因流过县城背面而得名。它是汇集各交流放运竹木的主要河道。

河水清澈见底，鱼产丰富，肉味鲜美，两岸竹木叠翠。春夏之际，杜鹃花夹岸盛开，其瑰丽景

色十分诱人。

出土文物 七十年代初，出土铜编钟二件，各重六七斤，为广西首次发现；唐代盘龙魂坛

一对，新石器时代的“石祖”一枚；明王宠、郭本母墓志铭各一套等。

古 籍 有清欧阳丹谷著《融州百咏集》、龙云波著《一 一山山房集》手抄本、余有容编

《六六唱和集》、余维炯（镐堂）著《殷榴集解》(30 万字)和《楚威王墓出土册文图解》（10

万字）。

著名人物
莫 矜(1917-1973) 永乐乡西寨村人。壮族。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融县

支部书记，融县特支副书记，抗日挺进队政治指导员，中共桂黔边区工委书记，柳北地区工委

书记，桂黔边人民保卫团政委兼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柳北总队政委兼司令员。建国后历任

柳州专署副专员、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冶金局副局长等职。

杨文贵(1927－1977) 白云乡邦阳村人。苗族。1949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柳北第

三大队第八中队班长、中队长等职。建国后历任融水苗族自治县第一届县长、县党委常委、县



委书记、柳州专区副专员。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王 宠(1490－1555) 水东村人。明国子监博士。历任永淳知县、四川省大足县尹，曾在

宣城负责修郡志。

路顺德(1778－1862) 号松坡。古鼎村人。《融县志》称他“博学通群书，笃行好义”，曾

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倡办团练，依山结寨，种竹为垣”。是清《融县志》总纂，还著有《人

镜录》、《捕蝗法》、《团练纪略》、《治蛊新方》、《存存堂文稿》等。

何朝兴(1856－1931) 安太培科村人。苗族。1900 年任林安团团总时，曾获清政府“五品

军功”头衔。广西军阀混战时，桂黔两省苗区 33 个团的团总集会“埋岩”，维护苗寨安宁，公

推何朝兴为盟主。1930 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一次过林洞时，何带领父老多人出寨外一

里迎接红军，曾受到张云逸军长召见，予以慰勉。

覃兆鹍(1872－1943) 字展甫。紫佩村人。前清拔贡，任清代张之洞书办，湖北省五峰、

广济、沔阳等知县。民国后历任横县、融县县长，广西省通志馆协理，广西省府秘书等职。

胡佩生(1885－1964) 融水镇人。1902 年毕业于广西优级师范，1926 年和 1934 年先后两

次任融县中学校长，曾任县参议员。建国后曾任县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重大事件
太平军二次入融 据民国《融县志》载：“（咸丰九年）九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十

余万先驻清流镇约十余日，进驻融城”。“（咸丰）十一年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众二十余万复入

县境……”。今永乐大岩村山坡上有石达开部营盘 1座，四方形，每边长 35 公尺，2道深沟，

营盘口向东方。

红七军两次过苗山 1930 年 5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贵州攻下古州（榕江）之后，从

三江富禄进入融水苗山区，经大年、洞头，安太、滚贝、中寨、三防等乡，取道罗城回右江根

据地；同年十一月，红七军七千余人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领导下至三防镇逗留十天，军

政治部曾在三防大榕树下召开群众大会，张军长演讲，当地青年多人参加红军。后取道安太、

四荣、香粉，并于 12 月 4 日晚在香粉召开誓师大会，翌日经安陲乡、石郭口进攻长安镇，激

战三昼夜，取道安陲、白云、拱洞、大年出三江县。红七军两次过苗山，对融水各族人民产生

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中共融县第一个支部建立 1936 年秋，中共桂林特支书记陶保桓派共产党员张华来融县筹

建党的组织。张工作数月后，于 1937 年 3 月建立了中共融县第一个支部，有党员四名。

截击日军之战 1945 年 5 月 29 日，盘踞在县城的日寇官兵及汉奸四百余名，于凌晨乘 23

只大木船妄图逃跑。沿途受到党领导的抗日挺进队阻截，国民党军一八八师、别动队及沿河武

装群众亦投入伏击战。从融水大扁洲至和睦石浪码头一带，双方激战三昼夜，我抗日武装全歼

该股日寇，毙敌酋今野一郎于船上，缴获甚多。我方牺牲二人，第二分队队长陶树才壮烈殉职。

供稿：融水苗族自治县县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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