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节 韦经花开桂东南 县志方舆广记载

据有关资料称，韦经是韦孟第五十世孙，也是继韦厥、韦山涛之后，开发广西、

繁衍兴盛韦氏的重要人物 a 1993 年出版的《平南县志》说：“据考，韦经，宋仁

宗嘉祐七年（1062 年）入桂，后封地于融州、宜州一带。韦经生三子：应仁、应义、

应礼。应仁之曾孙韦五嗣因避乱从宜州到平南。平南韦氏目前主要分布于东华、丹圩、

六陈、大安、环城、平山、大鹏、国安、秀练、大新、安怀等乡镇。”1994 年出版的《象

州县志》记载：“象州交趾村是韦氏聚居点之一，该村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 年）。如今

全村共有 50 多户，300 多人。该村族源系北宋韦经后裔，来自平南‘黄金山’。广西壮

族自治区原主席韦纯束即是该村人，为韦经二十八世孙。”

据韦氏族谱记载，韦经，亦称韦述公，生于北宋太宗十一年（986 年）二月初八日

寅时，卒于永乐年间。原配罗氏，生应仁、应义、应礼。韦经系北宋承议郎
[1]
，曾任雷

州通判
[2]
。

韦经为什么到广西来？这得从唐初汴州刺吏韦师说起。韦师，韦贤十五世孙，因

为在开封为官的缘故，子孙繁衍，形成了开封又一支系韦氏家族。至宋徽宗时，韦师

后裔韦安道之女人宫为侍御，生高宗。高宗即位，建炎年（1127 年）尊其为宣和皇后，

封安道为郡王。韦太后深得朝野称誉，史家赞为贤妃。

韦太后侄韦渊（韦师后裔）靖康末（1152 年）官至拱卫大夫，忠州防御使，军头

引见司，后封平乐郡王（治在今桂林），赐田五十顷。韦渊子韦讯也于绍兴年间，太后

命任岒外监当，韦渊侄韦承庆任统制。韦承庆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与金人战于

和州，父子阵亡。宰相张浚上书追封为融州（今融安、宜州一带）观察使，并任其弟

韦经承议郎雷州通判。时金人南侵，开封已失，中原陷落。开封韦氏家族即随韦承庆

子侄及韦经家人南迁融州，定居于融安、宜山一带。自韦孟至韦经，历十五个世纪，

韦经为韦孟第五十世孙。韦经子孙繁衍，散居融安、宜山、柳州一带。至元末，陈友

谅起义，明朝太祖平江南，为避战乱，韦经五世孙韦五嗣从宜山迁浔洲武陵郡（今广

西平南县武林镇，时治在武林）。

韦经家族南迁融州以后，也许因为外来姓氏的缘故，历经十代之久并未显达，尤

其在政治上的显赫人物始终寥寥。然而，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家学传统并没有因为南

迁而丢失，“遗子黄金满篱籝，不如一经”的家风更是发扬光大。功夫不负有心人，终

于到了韦经第十一代孙，出了个韦邦相，考取功名，地位显赫，成了韦氏家族中的佼

佼者。

韦邦相，字文显，又名君择，号二峰。21 岁为明朝弘治 8 年乙卯科举人，43 岁任

福建怀安县令，49 岁任广东乐会（今海南琼海）县令，54 岁升万州（今海南万宁）太



守，55 岁调贵州麻哈州（贵州麻清）太守，官至明奉直大夫太守致仕钦进修政庶尹。

60 岁辞官归家，6 年后，明嘉靖庚子年（1540 年）10 月 28 日卯时卒于家中，享年 66

岁。其墓地在平南县上渡镇石村旁马禄桥头黄金山，坐乾向巽兼亥巳。考妣合葬，碑

文乃其长子应谏手志。清道光三年，为便于保护，其裔孙乡进士韦绩绚倡议重修坟墓，

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各地裔孙皆奉邦相为人乡之祖。每年春秋二祭，香火不绝。

韦经这一支系在平南落户，经历了千余年的繁衍，如今其后裔分布在广西的桂平、

贵港、武宣、象州、来宾、柳江、藤县、容县、北流、融安和宜州等地。因为这些地

方多为壮、瑶、苗少数民族聚居地，其裔孙与各少数民族互相交流文化，彼此通婚，

共同开发桂东南和桂中桂北。尽管他们已经融入到这些少数民族中去，但是他们依然

是韦经的后裔。

桂平市中沙镇南乡村是全市最大的自然村之一，曾有诗赞曰：“马岭高峰秀，弯弯

流水长，大容山下屯，最好是南乡”。该村韦氏入乡始祖韦悦举系韦经第十六世孙，看

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于清康熙元年（1662 年），携五子积善，从平南县六陈镇古都村迁

至南乡村定居。悦举有子九个，人称“九积”。长子积德（居平南县六陈镇水明村），

次子积显（居平南县寺面镇竹瓦村），三子积昌（居平南县寺面镇林冲村），四子积稔

（居平南县六陈镇古颡村），五子积善（居桂平市中沙镇南乡村），六子积芳（居平南

县平山镇登明村），七子积道（居桂平市蒙圩镇林村），八子积庆（居象州县中团乡交

趾村），九子积文（居贵港）。悦举定居南乡村后，子孙奋发创业，渐成望族。至今已

繁衍至第三十三世，人口达 3800 多人。350 年来，南乡韦氏各个支系均得到迅速发展，

文武并雄，代不乏人。清朝、民国期间，出知县、知事 3 名，大学生 8 名，其中北大、

留英留日各一名，还出了一名晚清秀才韦绍棠，曾留学日本，擅长国画，著名作品有

《霸王别姬》、《百民从群》、《海鹰飞扬》等。南乡韦氏自古重视教育，解放以后读书

之风更盛，先后出大学生 98 名，县团级、正处级干部 16 名，广西文化名人韦湘秋(已

故)、著名雕塑家韦振中均出自南乡韦氏。还有年轻书画家韦照明、卢雪梅夫妇，韦冰、

刘瓦秀夫妇，均在桂平、南宁等地成功举办书画展，一时佳话流传。

椐今人考证，不仅在广西有韦经的后裔，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安微皖南一带也发现

韦经的裔孙。

1980 年 7 月，安徽省两位文史工作者在皖南宣城无意中发现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

家族的《简谱》。很快引起皖、苏两省文史学界的关注。这部《简谱》共两册，90 余页，

线装，系石印本。建谱于民国三年（1914 年），虽已有 90 余年历史，但保存尚好，仅

有少数文字模糊，难以辨认。它详细记载了清代中叶韦昌辉一支祖上自广州迁移至广

西平南，分支延伸至浔洲桂平县金田村。清咸丰二年（1852 年），桂平韦氏合族 70 余

口追随韦昌辉（韦政）参加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并随太平军主力北伐，打到江南。



清咸丰六年（1856 年），天京发生内讧，北王韦昌辉在率领亲兵疯狂地诛杀东王杨秀清

及大批部属后，又被曾支持他与他结盟的天王洪秀全加上“滥杀无度，罪及无辜”的

罪名所杀。这是一场令仇者快、亲者痛的大悲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韦昌辉被杀

后留下两个儿子韦金桔、韦金松匿藏于天京（今南京）白下路北王府附近民房内，得

以侥幸不死。事后，洪秀全下诏书，不准对韦昌辉家族及部属滥加杀戮。韦昌辉之弟

韦志俊（又名韦俊）当时是一员骁将，率部在芜湖与湘军刘坤一、彭玉麟部作战。他

并没有卷入内讧，在太平军中，他以能攻善守著称，多次立战功。韦志俊派亲信去天

京，设法寻到韦金桔、韦金松两个侄儿，带往皖东南重镇芜湖，并妥善安排，后将两

侄儿送往宣城郊外 30 里地一小集镇居住。宣城又称宣州，地处皖南地区，较偏僻，不

是兵家征战之地，比较安定，韦氏兄弟在宣城先后娶妻成家，于是韦氏一脉得以延续。

韦志俊本是翼王石达开的部将。天京内讧发生后，石达开去天京辅佐洪秀全，主

持军政事务，又遭王兄洪仁发、洪仁达及天王洪秀全本人猜忌排挤，他愤而回芜湖金

柱关大营，打出“南下两广，另图大业”的旗号，与洪秀全公开分裂，带走太平军十

余万精兵强将。韦志俊未肯追随石达开南下。他一再上书天王，表明忠诚，但仍受猜

忌，郁郁不得志。数年后，韦志俊投降清军，成为清军中一员悍将，攻城略地，颇具

破坏性。尽管如此，留在太平军阵营中的韦以成、韦以德等与韦昌辉兄弟沾些亲的将

领仍与清军浴血奋战，为太平天国大业作出很大贡献。公元 1862 年夏，韦志俊率领一

支清军攻下皖南重镇宁国府（今宁国县），升至总兵，以后不知所终，至今未见任何史

书上有关韦志俊下落的任何可靠的记载。历史往往是复杂的。韦氏《简谱》还证实清

末皖南深山密林中住有一些太平天国起义中两广北迁的韦氏家族，往往整个村落都是

由他们所组成，务农或狩猎、采药为生，不属于桂平韦昌辉这一分支的其他韦姓家族

尚有数支。这部《简谱》问世后，被送往安徽省历史博物馆陈列，称得上是很珍贵的

史料藏品。

安微芜湖有颇多自称祖籍广西桂平的韦姓人，也有称“韦家大屋”和“韦王坟”

的地方。据芜湖历史专家、著名学者姚永森教授等学者考证：他们是韦昌辉弟弟韦志

俊和韦昌辉孙子的后裔。而这些地方则是韦姓先辈们留下的遗迹。韦志俊又叫韦俊、

韦十二，是韦昌辉的弟弟。天京事变期间，他因在湖北武昌作战，逃脱株杀。天京事

变平复后，他曾以功被封为定天福和右军主将。公元 1859 年 10 月，他在与陈玉成发

生激烈冲突后，突然投降湘军，被授以参将，职位相当于如今的师长，以后定居芜湖。

而韦昌辉家满门抄斩之后，他的一个姓严的身怀六甲的媳妇逃脱了株杀，躲到“严姓

外婆舅家度命”。这在 2008 年间发现的《安徽宁国韦氏简谱》中有明确的记载。这位

韦昌辉仅有的一个孙子韦金彤在简谱中说：“咸丰六年（1856 年）十月间，洪（秀全）

陡起毒心，谋害为首者，曾祖源玢、昌辉志政公遇害在京。韦姓全家招结金骨皆无存。



余此时尚在母腹内逃避，随母在严姓外婆舅家度命。至同治三年（1864 年）克复天京，

五年（1866 年）母去世，十三年（1874 年）才蒙志俊叔祖出招字认回至芜湖。才问清

查祖先名橘讳云，余有兄弟二人，尔之大兄弟金橘于同治三年随志俊公回浔州金田祭

祖，因里间无男丁照应，留四叔父与兄弟数人在家看守田园、祖墓。”这时，他已经 17

岁。正是韦志俊和韦昌辉的孙子繁衍了芜湖一大批自称祖籍广西桂平的韦姓后代。

自韦邦相之后，韦经这一世系家族后代名人辈出，最杰出代表有：13 世孙韦昌辉，

太平天国北王；13 世孙韦志俊，太平天国右军主将，清朝一品“诰封振威将军”；20

世孙韦云淞，民国上将，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28 世孙韦纯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主席；15 世孙韦怀端，国民党中常委，1996 年至 2000 年任行政院主计。

--------------------------

[1]承议郎，中国古代官职之一，文散官名。隋始置。唐为文官第十五阶，正六品下。宋元丰改制用以代左

右正言、太常博士、国子博士。后定为第二十三阶。金、元均不置。

[2]通判，中国古代官职之一。官制始于宋朝时期，明朝期间为各府的副职，位于知府、同知之下。在清朝

通判也称为“分府”，管辖地为厅，此官职配置于地方建制的京府或府，功能为辅助知府政务，分掌粮盐都

捕，品等为正六品。通判多半设立在边陲的地方，以弥补知府管辖不足之处。1910 年代，清朝灭亡后，该

官职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