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持节统兵平黄洞 韦厥受封澄州恺

在广西韦姓中，有一支为唐代京兆杜陵韦氏之后，其始祖名韦厥。唐高祖武德七

年（624 年）岭南西道黄峒蛮造反，韦厥主动请缨南征，破敌立功受封为澄江（今广西

上林）刺史。

韦厥，唐京兆万年人，汉丞相韦贤后裔。自幼习武学文，尤以武学为优，年轻时

赴京应试，中武进士。宋朝王象之《舆地纪胜》第一一五○卷《宾州篇》有记载：“韦

厥于唐武德七年持节压服生蛮开拓化外，诏领澄州刺史，后隐居于智城洞。”《方舆胜

览》和《上林县志》等志乘亦有记载：“唐初韦厥持节来伏生蛮，隐于智城洞。”

唐高祖武德年间，中原初定，唐王朝在广西所辖之地也仅有玉林、桂林、钦州等

地，今之南宁以及百色、河池尚属化外，常有“蛮夷”造反。武德七年，以黄少卿为

首领的“黄峒蛮”，以其聚居地十万大山为根据地，西占左江流域诸县，并与占据右江

流域中上游的“西原蛮”首领黄乾耀勾结，东图钦、白等州，势力很快波及数十县之

境。边关告急，君臣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高祖李渊问计于文武重臣，大家却忧心忡

忡。因为“黄峒蛮”所居之地，为蛮荒瘴疠之恶劣环境，山高路险，林海茫茫，气候

湿热，浓雾迷障，瘴疫可忧，蛊毒可怖，粮草难运，车马难行，用兵确实困难重重。

加之黄峒蛮民众强悍，猛如虎狼，故满朝文武大臣勋将未有敢贸然领命讨伐逆贼的。

值此危难之时，新科武进士韦厥初生牛犊不怕虎，主动请缨，愿立功于西南边陲，以

报效国家。唐高祖仔细听了他的作战方略与安抚诸策，龙颜大喜，当即委以讨伐重任。

韦厥持节统兵十余万众抵达十万大山黄峒蛮占领区之后，采取亦战亦抚的策略，

特别是他在使用安抚政策时非常重视攻心战的运用，以瓦解叛逆阵营。他在当地查访

中了解到黄乾耀、黄少卿“二黄”的叛逆队伍中，也有韦氏宗族的子弟们。这些韦姓

子弟大都是东汉时期跟随马援南征到广西的韦料贞将军的后裔。韦料贞时任青州府卫

挥使，马援统率大军南征时他为部将。建武十九年(43 年)，马援平叛之后班师回朝，

留下韦料贞戍边，授为那狼把总，入籍合浦；其族人亦多有戍边士兵。这些戍边的韦

氏后裔，与当地族群通婚与生活，历经了五六百年沧桑，都已“蛮化”，所在村落与土

著无异。因生活所迫，“当兵吃粮”而参与叛军亦无可厚非。韦厥体察民情，并对韦氏

宗亲别有一番情感，更坚定了他的“德化”的安抚策略，没有急于用兵，而是召集族

亲联谊，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让族亲明白平叛的政策，希望他们能给以积极的配合。

由于族人积极配合，勇作向导，平叛大军很快地深入叛军腹地，兵临城下，宣扬

皇威，从而使敌人分崩离析。大军压境，敌营已成惊弓之鸟，以黄乾耀为首的“西原

蛮”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很快撤回右江上游老巢去了。剩下黄少卿孤掌难鸣，几次对

阵都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蛊惑招数毫无效果，完全失去了抗衡的力量。兵贵神速，



韦厥率领部众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直捣黄峒蛮巢穴，生擒其首领黄少卿。一场反叛唐

王朝统治的赫赫烈焰就此消弭。

这场战争结束后，韦厥没有立即北返，而是率领所部士卒屯垦于十万大山之下。

韦厥看到黄峒蛮地区文化落后，风俗卑陋，遂以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为己任，开拓化

外。他帮助当地人民开垦农田，教民耕作，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创立学堂，选拔适

龄青年入读诗书，并教药学农书算略典章刑律等知识。韦厥将中原先进的汉族文化与

这里的少数民族文化融合起来，用“仁”治人，以“德”行政，做了大量造福于民的

实事，使上林一带由蛮荒之地变成了讲礼节、积德行善、团结友爱、乐于助人的礼仪

之邦，深得百姓拥戴。韦厥的边功上闻于朝廷，朝廷更加了解韦厥的才能。贞观八年(634

年)，唐皇朝“改辖上林等县之南方州为澄州”，韦厥因功被封为澄州（治在广西上林）

刺史，辖管贺水、上林和元虞等县，即现在的上林县和四邻的武鸣、宾阳、忻城、马

山的一部分。韦厥娶当地黄氏女为妻，遂从此落籍于澄州，定居智城峒。唐高宗永徽

三年，韦厥受封为忠义侯，后加封为万寿王。

后世人为纪念韦厥的丰功伟绩，尊称其为万寿公王，在上林每年举行万寿节以祭

拜他。一谈到韦厥，当地群众总是绘声绘色地讲述“万寿公王”如何平蛮除害、治病

救人、为民造福、行善积德的故事，还有的将他与元始天尊等神仙联系在一起，寄托

了民众锄恶扬善的美好心愿。纪念活动中还有朗读《“万寿公王”祭文》的议程，颂曰：

“万寿公王，开疆拓地；首领澄州，悉心治理。开化之邦，岭南数一；桃园仙境，千

古称誉。功德如此，民心铭记；时至今日，垂念无比。吾人当承，传而莫弃……”韦

厥开疆拓地兴学教化之精神，不仅为韦氏子孙所铭记不忘，就是当地的人民大众也是

永世不忘而要发扬光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