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广西客家的分布现状

回顾了客家人千百年来迁入广西的历史，有必要从横的方面考察广西客家的分布现状。

迁徙史说的主要是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情况，分布则着重考察从新中国建立至今 50 多年的

状况。考虑到广西是个多民族居住的省区，四面八方，各族各系的移民不少，因此，要说

清广西客家的分布现状，有许多问题必须细加辨别清楚，首先就是：广西“客家”正名。

一、广西“客家”正名

广西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各地、各族居民对客家人的称呼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在

梧州、贺州、桂林、柳州、玉林的部分县（市），把操客家方言的人都称为客家人、客人

或简称为客。而在南宁、百色、河池以及玉林、钦州、北海、防城等地的部分县（市），

则把操客家方言的人称为新民。客家与新民，是和本地、土著、地老等称呼相对而言的。

客家和新民，乃指居民中的后来者，“盖对于土著之人，其来稍后故云然耳”
[1]
。

客家人称我曰“�”。因此，在许多有关客家人的记载、言谈中，又把客家人称作“�”、

“�”、“挨”、“霭”、“艾”等等。过去，许多封建文书还把起来造反的客家人诬称为“犭艾”

或“犭艾匪”。
[2]
又因客家人说“什么”曰(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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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取其语音附会而说的。广西各地对客家人的称呼既然名目繁多，所以考察客家人在广

西的分布，首先必须了解这些情况。

另外一个问题也必须注意。在桂北和桂西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对“客”、“客人”

甚至“客家”是另有所指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客家人或新民人。例如：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的汉族人，因为原籍和方言的差异，习惯地被分别称为“灵川人”、

“麻界人”、“新化人”和其他汉人。又因为苗人称汉人为“哈”，瑶人称汉人为“差”，侗

人称汉人为“贾”，壮人称汉人为“滚”，都是“客”的意思，所以“麻界人”以外的其他

汉人，也都被习称为“客人”。
[3]

在宜山县（今宜州市）德胜街，说百姓话的人自称为讲“客”，他称为百姓话；而在

洛崖，说百姓话的人自称为讲百姓话，他称为讲“客”。
[4]

上林县南部白圩的居民，其语言与南宁附近的平话相同，俗称上林客话。而居住在澄

泰圩及其周围 17 个村庄的居民，讲的是客家方言，称为新民话。
[5]

在宾阳县，本地话又称客话，对外称宾阳话。讲客话的先祖，从北方及中原迁来，土

著人称他们为客人，故其语言称客话。因客人比来自粤、闽说新民话的人要早三四百年，

故自称本地人
[6]
，说明在宾阳，客人和新民人也是有区别的。

与宾阳相同，在隆山县（今为马山县），据 20 世纪 40 年代的地方志书记载，县内汉



族“又分先来民（亦称土人）、后来民（又称客人）、新民、横塘、湖广五种”。说明在隆

山，客人和新民还是有区别的，只有“新民”，才是我们所认的客家人。
[7]

横县的客话，指的是百合土话、横州土话、陶圩土话、峦城土话，新民话才是真正的

客家话。
[8]

邕宁县把平话称为客话。“客话是外来客族人说的话”，与“广东、区内玉林五属的客

家话有区别。
[9]

灵山县则把“操广、肇等音者谓之‘客老’，操潮、嘉音者谓之‘新闻（民）老’”
[10]

。

以上数例说明，在研究广西客家和考察他们的分布现状时，不能见“客”即认，必须

细加辨析，区分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更需注意，那就是生活在桂西北各个县的“高山汉”。“高山汉”主要来

自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各省，居住在桂西北几个县（市）的一些穷乡僻壤、深

山老林之中，与外界少有往来，风气闭塞，经济、文化落后。因为来自外省，所以当地少

数民族群众称他们为“客”、“客人”或“客家”。例如：凌云县玉洪瑶族乡，地处云贵高

原西南边缘的老山地区，住有瑶、壮、汉各族居民，其中汉人 3000 人，他们的先祖来自

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等省，皆操西南官话。他们自称“客人”，视壮、瑶族为本地人。

乐业县境内的汉族人，人们也习惯地把他们称为“客人”、“客边”或“客家人”，把壮族

人称作“本地人”。田林县平塘乡的汉人来自四川、甘肃、贵州、湖南各省。罗城仫佬族

自治县宝坛乡的汉人来自湖南、广东和福建。巴马瑶族自治县恙圩乡乙圩村的汉人来自邻

近的东兰和都安瑶族自治县。当地壮、瑶、苗、仫佬等民族的居民都把他们称呼为“客”、

“客人”或“客家”。
[11]

百色市龙州乡的汉人来自贵州、四川和邻近的凌云县，当地壮人

也把他们称为“客人”或“客家”。
[12]

凤山县“汉族，亦有本地与客人之别，实则均为外来人，前者来先，后者来迟耳”。

查其来历，大半来自中县，语言原操北音。其中著姓韦氏，分别来自山东和广东潮州；大

姓如黄、龙、罗、陈、牙、包诸姓，则多来自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广东始兴

等地。因此，区别其中土、客，又必须弄清其所来地方。
[13]

以上所述，在河池、百色两市所属的县、乡也多有类似情况。我们论及客家人在广西

的分布，如果不查其来路，听其语言，看其风俗习惯，而是望文生义，见“客”就认，难

免出现差错。

--------------------------
[1] 翟富文：《来宾县志》上编《人民二·方言》。

[2] 如《平桂纪略》、《股匪总录》以及清官方的有关文书。

[3] 陆德高主编：《龙胜县志·民族编》第一章第二节《族称·族源》。

[4] 韦甘睦主编：《宜州市志》第四编《语言》第三章《百姓话》。

[5] 文森主编：《上林县志》第六篇《民族》第二章《语言文字·汉语》。



[6] 朱昌奎：《宾阳县志》第二编《社会·人口·方言》。

[7] 陆应祥总纂：《隆山县志》第二编《人口》。

[8] 何元壁主编：《横县县志》第七编《社会》第四十九章《语言》，第一章《汉语》。

[9] 刘缘章主编：《邕宁县志》第十四编《社会》第二章《语言·平话》。

[10] 刘运熙等纂：《灵山县志》卷二十二《风俗志》、卷二十九《礼俗》。

[11] 黄合作：《凌云县玉洪乡汉族调查》：黄德在：《乐业县汉族情况调查报告》；卢江南：《田林县平塘乡

汉族情况调查》；覃星强：《罗城县宝坛乡汉族调查》；韦少生：《巴马恙圩乡乙圩村“高山汉”调查》，以上

俱见徐杰舜、覃乃昌主编：《广西汉族考察》（油印本）。

[12] 梁名就主编：《百色市志》第二十八篇《民族·汉族》。

[13] 黄文观总纂：《凤山县志》第二编《人口·姓氏之组织》，第三编《社会·方言》。

二、客家在广西的分布

论及客家人在广西的分布，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

提到：广西“没有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有武宣、马平、柳城、藤县、桂平、平南、

贵县、博白、郁林、陆川、北流、贺县、象县等 13 县。
[1]
桂平、贵县、郁林、北流、贺县

今已改市，马平县即今之柳江县及柳州市，象县即今之象州县，其余各县未变。

稍后，邓迅之论述客家人在广西的分布时，除罗香林所指的 13 个县外，加上了苍梧、

容县、宾阳、横县、武鸣、宜山、柳州、融县、昭平、平乐、永淳、钟山、荔浦、三江、

罗城、来宾、阳朔、蒙山、兴业、隆山、迁江、东兰、南丹、信都、修仁、凤山、那马、

榴江、崇善、宜北、绥渌、中渡、宁明、明江和河池等 35 个县，共是 47 个县。
[2]
在这些

县中，马平即柳州，榴江、中渡今已并入鹿寨县，永淳县已并归横县，宜山已改为宜州市，

融县分设融安和融永两县，修仁县撤销，分别并入荔浦县和金秀瑶族自治县，隆山与那马

合并为马山县，迁江县并归来宾市，信都县并入贺州市，崇善县并入崇左市，宜北县今并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绥渌县归人扶绥县，明江县并归宁明县。

继之，陈运栋论及广西客家的分布时，不提容县和宾阳，而把苍梧改为梧州，其余悉

依前说，认为广西只有 45 个非纯客家县。
[3]

其他学者包括广西的学者论及广西客家人的分布时，也认为只有44个至45个县（市）。
[4]

广西没有纯客家县，这是事实。但从十几年来的调查采访和翻阅地方志的记载看，可以说

客家人在广西的分布，绝不止 40 多个县（市），而是遍及广西东、南、北、中的 80 多个

县（市）。近年来，通过学者的共同努力，对此已基本取得共识。
[5]
为了讲清问题，我将按

市、县及其统辖的区域、面积，并以 1990 年国家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如缺，则以

1989 年数字，并予注明）等作对比参考，对广西客家分布现状作简要的介绍。

南宁市

南宁市 地处广西西南，其东、南、西、北四方分别与贵港、钦州、防城港、崇左、

百色、河池等市相邻。原辖南宁城区及邕宁、武鸣两县。2003 年南宁地区撤销，原属地区



的横县、宾阳、上林、马山、隆安五县划归南宁市。

南宁市（城区）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所在地。辖兴宁、新城、城北、江南区和 1 个

郊区。全市 5区总面积 1834 平方公里，居民总数 1029970 人。
[6]
因为自治区首府所在，市

内机关林立，百业皆备，各行各业人员交往频繁，其中来自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四

川等省，港、澳、台省（区），海外各国以及区内各市、县的客家不少。根据南宁“广西

客家海外联谊会”1997 年的统计，南宁市五城区有客家 92000 人左右，而郊区的津头、沙

井、江西和江南四乡（镇），亦有客家 1500 人，合计 93500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9.07%。

他们除了交谊聚会外，日常多处于分散状态，不似乡居客家人那样聚居一地，朝夕往来。

这种同居城区而少往来的情况，在柳州、桂林、梧州、北海等中心城市同样存在。

邕宁县 辖蒲庙、苏圩、吴圩、五塘、良庆、南阳、大塘、刘圩、南晓等 22 个乡镇。

总面积 4725 平方公里。全县人口 829659 人，其中客家人口约 22600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2.72%。主要分布在县东的南阳、县西的苏圩、县中部的那马、县西南的大塘以及蒲庙、

百济、良庆、新江、昆仑、五塘、吴圩和南晓等十多个乡（镇）的数十个自然村屯中，呈

小集中大分散状态。多以农耕、佣工或小商贩为业。
[7]

武鸣县 辖城厢、锣圩、陆斡、观桥、宁武、上江、灵马、府城等 16 个乡镇。总面积

3366 平方公里。全县人口 616121 人，壮族人口占 85.5%，汉族人口 82091 人，占全县人

口的 13.3%，其中客家人口 22000 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3.57%。主要分布在县西北灵马

乡的良安、新龙、义龙、清水、三合、高楼、那龙、灵马、三民、王桥、坛昌等村屯中。

良安村为纯客家村，人口 2000 余人，皆姓林。三合村客家约有 3000 人，多数姓何。其余

如高楼、清水、义龙、新龙等村，每村的客家人口都在 2000 人以上。居住在灵马圩的客

家有 3000 余人，占全圩人口的半数以上。此外，陆斡乡的尚志村和城厢、府城、两江、

仙湖、玉泉、罗圩、上江等乡（镇），也有客家人聚居的自然村落。在武鸣白合华侨农场，

归侨中也有 2000 左右的客家人。同村（屯）聚族而居，是武鸣县客家分布的特色。
[8]

横县 辖横州、峦城、六景、百合、南乡、校椅、莲塘、云表、飞龙、良圻、陶圩等

22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3464 平方公里。人口 970737 人，其中客家 80000 余人，约占全县

总人口的 8.24%。而峦城镇即有客家 37000 余人，几近全县客家人口的一半。校椅镇的横

塘、沙塘、瓦窑、榃桥，云表乡的中团、云河，灵竹乡的双河，以及石塘、平朗、飞龙、

莲塘、那阳、百合、附城和新福等乡（镇）的村屯和街圩中，亦多有客家人聚居的村落。

张、黄、刘、邓、王、叶、林等是县中客家人的大姓。他们多以务农或经商为主业。
[9]

宾阳县 辖宾州、黎塘、甘棠、新桥、芦圩、新宾等 23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314.31

平方公里。全县人口为 855196 人，客家人约计 180000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21%，是南宁

市客家人口最多的县。其分布几遍及全县的各个乡（镇），而以大桥、太守、宾州、三塘、

芦圩、黎明、武陵、新桥、双桥、黎塘、新宾等乡（镇）最多，其他如甘棠镇的南桥、新



村、南岸，陈平乡的石义、那荣、亚陵，和吉乡的平桥，以及石棠、王灵等乡（镇），也

有客家人居住的自然村屯。所以，在宾阳，新民话能够在全县交往中通行。
[10]

上林县 辖大丰、三里、苍贤、白圩、澄泰、乔贤、西燕等 13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1890

平方公里。人口 418835 人，其中壮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 80%以上，汉族人口约占 15%，汉

族中的客家人约计 5000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19%。他们主要居住在澄泰圩上，以及塘雷、

漫桥、黄希、上勉、中勉、灰窑、李村、那塘、塘六、新田、长岭、大岭、朱屋、龙屋、

刀黎、烟墩、扫帚等村屯中，此外，白圩、西燕、乔贤、明亮、覃排、大丰等乡（镇）亦

有客家人散居其中。“操新民话者虽然与壮族居民长期杂居，但其语音和词汇仍然保持广

东梅县客家话的特点。”
[11]

马山县 原为那马县和隆山县。1951 年 6 月两县合并，改今名。县辖白山、周鹿、勉

圩、乔利、古零、金钗等 15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665 平方公里。人口 461465 人，其中

客家人口约计 10000 人，占全县人口的 2.16%。主要分布在乔得、古零、白山、周鹿、林

圩、勉圩、片联、合群、乔利和永州等乡圩与村屯之中。客家人在马山县的分布与操平话

的汉人大致近似，但其人口较少。“客家话的一致性很大。马山的客家人与浦北、陆川甚

至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交谈，一般不存在障碍。”他们多“以种菜及小负贩为业”。
[12]

隆安县 辖城厢、邓桐、乔建和南圩、杨湾等 13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264.7 平方公里。

人口 353908 人，居民有壮、汉、瑶等多个民族，壮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95%左右，汉族

人口不多，而汉族中的客家人约计 3000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0.84%。其中近 2000 人居住

在浪湾华侨农场，他们是 1978 年从越南回国进入农场就业的。另有千余人生活在县东南

那桐镇的浪湾、镇流和大藤的几个自然村中。
[13]

南宁市 6 区 7 县，总面积 22523.01 平方公里，总人口 5535891 人，其中客家人数 303100

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 5.48%，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客家 13 人。其中宾阳县最多，横县次之，

隆安县最少。但全市城乡都有客家人分布，聚族而居的村落不少。

崇左市

2003 年初，南宁地区撤地改市。地区原辖的 12 个市县分别划归南宁市和新设的崇左

市管辖。崇左市治左州区，辖宁明、扶绥、龙州、大新、天等六县，并代管凭祥市。它与

南宁、防城、百色市相接，西邻越南的高平、谅山和广宁等省。

左州区 即原崇左县。1952 年 8 月，以崇善县和左县合并，成立崇左县，设市后改县

为区。辖左州、太平、驮卢、罗白、江州等 11 个乡镇。全区总面积 2901 平方公里，人口

315390 人。壮族人口占 80%以上。但客家人口不少，其分布亦广。据地方志书记载，全左

州区客家人口约计 30000 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9.5%，约为汉族在该区人口的半数。他们“习

惯以集族而居”。“主要集中在江州乡的江州街和雷冬、新村、那央、上下山、叫豆、弯弓、



岭平、龙头、那洞、板麦三队、恩云、金鸡、麦都、卜弄、板崇街、加五、百啼、粥铺岭、

海纳、石桥、枫木山、那必、那岑、派章、山谷、大马、马兰、念鸡、那午、那马、谷满、

弄炳、渠卜”等 30 多个村屯里。而太平镇的庆新街、镇北街、驮灶屯，左州乡的左州街，

雷州乡的驮柏街、驮日街、雷州屯、驮恩屯，濑湍乡的九岸村，罗白乡的龙头屯，和平乡

的宜村，新和镇的洞班、兰马、庆合、新村，以及新和、左州、左江的 3个华侨农场，也

都有客家人居住。全区 3镇 8 乡，除驮卢镇和那隆乡外，其他乡镇都有客家人的村屯。他

们之中，以黄、张、陈、宋为大姓。
[14]

大新县 虽与崇左县相邻，但县内的客家人数很少，分布也很散。全县辖桃城、雷平、

下雷、全茗、硕龙、宝圩、恩城、龙门等 18 个乡镇。总面积 2755 平方公里。人口 340094

人，客家人数只有 2000 人左右，约占全县人口的 0.58%。主要分布在桃城镇的菜园街，龙

门乡宝山村的社合、中目两个自然屯。他们全部讲客家话。此外，太平、宝圩、下雷、榄

圩、雷平和全茗等乡镇，也有少数客家人散居在一些村屯中。
[15]

龙州县 辖龙州、上龙、八角、彬桥、下冻、水口、武德、金龙、逐卜、响水、上金

等 13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317.8 平方公里。人口 253214 人，壮族占总人口的 94%左右，

汉族人口 12397 人，占全县人口的 5%强，汉族中客家人口 3 200 人左右，约占全县总人口

的 1. 3%。主要分布在上金、水口两乡，其中上金乡客家 1873 人，分别居住在芹江、定从、

下窑、阮村和石厂 5个自然村中。水口乡客家 1028 人，散居于驮漠、那蒙、那马、逐燉、

三家、弄嫁、坡汤、弄官、那沙、坡才 10 个村屯中。此外，上冻、上龙和霞秀等乡的少

数村屯和龙北、先锋、北耀以及广西橡胶研究所等处，亦有客家散户。
[16]

扶绥县 辖新宁、东门、东罗、扶南、岜盆、龙头等 13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875 平

方公里。人口 390333 人。其中壮、瑶等少数民族人口 324135 人，占总口数的 83.53%，汉

族人口 66198 人，汉人中的客家人口有 20000 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5.1%。他们分布在东门

镇、山圩镇、新宁镇、柳桥镇和龙头乡的几十个村屯内，而岜盆乡的渠培、更河、平赦、

渠摹、渌锡、那标等村，也有客家人居住。
[17]

天等县 辖天等、进结、龙茗、向都、都康、福新、上映、把荷等 15 个乡镇。全县总

面积 2175.45 平方公里。全县人口 390255 人，壮族占全县总人口 98%强，另有汉、瑶、苗、

回等民族。据调查了解，在县西的把荷乡约有 1000 客家人，住在几个自然村屯中，占全

县人口的 0.26%。
[18]

宁明县 辖城中、明江、海渊、亭亮、峙浪、北江、思东等 14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3698

平方公里。人口 364338 人，其中客家人约计 35000 人，占全县人口的 9.6%。主要分布在

亭亮、思乐两个乡，是以客家话成了两乡的主要语言之一。其他如驮龙、板棍、那堪、城

中、北江、东安、明江、新安、那楠、寨安、峙浪和爱店等乡镇的街圩和村屯中，也有客

家人的村舍。他们“大部分以务农为业”
[19]

。



凭祥市 辖友谊、白云、上石、夏石四镇和凭祥街。全市总面积 650.32 平方公里。人

口 86500 人，其中客家人口 4000 人左右，占全市人口的 4.6%。他们“聚族而居，自成村

落”。主要分布在夏石乡的茶柳、那楼、六岭、归州、那红、那尧、那党、那潭、六锦、

坑庙、坑寨、那郊、鲤鱼、洞平、永红、那僚、岭咀、那笔、六下、白坟岭、瓦窑、榴利

和哨平等 20 多个村屯。此外，凭祥街区亦有少数客家人。
[20]

崇左市 1 区 6 县（市），总面积 17372.57 平方公里，总人口 214 万余人，其中客家人

口 95200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4.44%，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客家 5.4 人。以宁明县、左州区

最多，扶绥次之，凭祥、龙州、大新又次之，天等最少。“聚族而居，务农为主”，是崇左

市客家人的特点。因此，他们虽杂居于少数民族地区，而且处于少数，仍然能够保留客家

的语言和习俗。

柳州市

柳州市 又称龙城，位于广西中部，是广西的重要工业城市。2003 年初，因柳州地区

撤销，原属地区的各县分别划归柳州市和新设的来宾市管辖。柳州市除原有的柳北、城中、

鱼峰、柳南 4区和 1个郊区以及柳江、柳城两县外，又增加了鹿寨、融安 2 县和三江侗族、

融水苗族 2 个自治县，今共辖 5区、4县和 2个自治县。

柳州市（城区） 总面积 650.38 平方公里，人口 736701 人，市民以汉族居多，其中

客家居民 101000 人，占全市人口的 13.7%以上。他们主要分布在市内的柳南、鱼峰两区和

市郊的西鹅、沙塘、石碑坪、羊角山、凤山、太阳村、白露、长塘、黄村、洛埠和谷埠等

乡镇与村街中，客家话是他们住区的主要交流方言之一。
[21]

柳江县 辖拉堡和里雍、百朋、三都、土博等 12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503 平方公里。

居民以壮、汉为主，另有少数苗、瑶、侗、毛南和仫佬族人。全县人口 467300 人，其中

客家人口 54000 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1.55%。主要分布在拉堡镇和进德、里雍、穿山、

洛满等乡的 100 多个村圩之中，而槎山、白沙、土博、成团等乡和露塘、新兴、鹿岭、三

柏岭农场以及百朋种畜场等处，也都有客家人安家立户。柳江客家以刘、曾、朱、冯、钟、

邬、谢、何、郑、陈、黄诸姓人口较多。居住在进德乡木罗、黄岭等 6个行政村、18 个自

然村屯的刘姓人家即有 1500 多户、5400 余人。拉堡、洛满、里雍、成团、百朋、穿山、

三都等乡，也都有刘姓人家居住。而住在进德乡三千、四连等 8 个行政村的曾、钟两姓，

亦各有 600~700 余户，人口 3000 人左右。居住在进德乡进德、沙子、四连、白山等村的

罗姓 520 余户，2500 余人。
[22]

柳城县 辖大埔、东泉、凤山、六塘、龙头、太平、沙埔、洛崖等 16 个乡镇，全县总

面积 2123.7 平方公里。人口 368446 人，其中客家人口 14 万，占全县总人口的 38%。主要

分布在柳江以东的大埔、沙埔、东泉、龙头、西安、凤山、太平、上雷与河西的洛崖、寨



隆、社冲、古砦 12 个乡镇、50 多个行政村、594 个自然村屯里。此外，在石碑坪农场、

四塘农场和伏虎华侨农场，也有客家人分布。由于柳城客家人来自四面八方，迁徙时间长，

人口较多，所以其姓氏也众，居地也广。如大埔镇居民共 82 姓，其中客家居民占 34 姓；

东泉镇居民 78 姓，4 万多人口，分布在 127 个村屯之中，而客家人即有 42 姓，32000 余

人，住在 106 个村屯里。又因为柳城客家人住地多在柳江沿岸，水土比较肥沃，交通比较

方便，适于农耕与商贩营运，所以务农、经商者较多，开基立业也较容易。
[23]

鹿寨县 辖鹿寨、中渡、雒容、寨沙、城关、龙江、拉沟、黄冕、导江、四排等 12 个

乡镇，全县总面积 3377 平方公里。人口 433567 人。居民主要属汉、壮两个民族。其中客

家人口 66000 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5.2%。主要分布在寨沙、龙江、拉沟、四排、雒容、

平山、榴江、黄冕、城关各个乡镇，其他如中渡、江口、马江等地，也都有客家人居住的

村落。客家话在寨沙镇和龙江乡是人们交往的主要方言。
[24]

融安县 旧称融县。1952 年行政区域调整，析县南部分乡镇置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县

更名融安县。辖长安、浮石、泗顶、大良、大乐、大将、大坡等 14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905 平方公里。人口 298799 人，其中客家人口 5000 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1.67%。主要分

布在浮石镇和大巷、大将两乡，其他如东起、潭头、大东、大良、大坡、沙子和雅瑶乡等

也都有客家人居住的村屯。客家话是许多乡镇通用的方言。
[25]

融水苗族自治县 辖融水、和睦、三防、香粉、四荣、永乐等 21 个乡镇，为苗、汉、

壮、瑶、侗、仫佬等多民族居住区。全县总面积 4663.8 平方公里。人口 442213 人（1989

年），其中客家人口 12000 人，为全县人口的 2.71%。主要分布在四荣乡的三江、江潭等村，

香粉乡的古都、大坡等村，洞头乡的洞头村，以及融水镇，其他如三防、怀宝、大浪、白

云、中寨、大年、和睦、良寨、永乐和拱洞等地，亦有客家人散居在一些村屯中。李姓是

融水客家的大姓，人口 4000 余人，占全县客家人口的 1/3 左右，次为梁、叶、林、蓝、

陆、钟、黄、王、曾、俞诸姓。
[26]

三江侗族自治县 辖古宜、丹洲、林溪、老堡、富禄等 16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454.34

平方公里。全县人口 318273 人（1989 年），其中客家人有 37000 余人，约为全县人口的

11.6%。主要分布在周坪、斗江、古宜、富禄与和平等乡镇，其他如老堡、林溪、洋溪、

高基各地，亦有客家散户。全县客家计有赖、朱、廖、李、温、王、罗、谭等 20 余姓，

而以赖、朱二姓人口最多。三江客家人以经商为主业。据调查，沿从江 47 个乡圩，都有

客家人从事商贸活动。
[27]

柳州市 5区6县，总面积18677.22平方公里，人口3065359人，其中客家居民综计415000

人，约占全市人口的 13.53%，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客家 22 人。柳城县客家 14 万人，约占全

市客家的 33.7%。其次是鹿寨、柳江和三江侗族自治县，融安客家人较少。因居地处于柳

江、融江沿岸，故多以农业、林业和小商为主业。教育亦较普及。



来宾市

来宾市 是 2003 年的新建市，辖兴宾区（原来宾县）、武宣、象州、忻城县和金秀瑶

族自治县，并代管合山市。居民 70%为壮族，次为汉、瑶、苗、侗、仫佬、毛南等民族。

兴宾区 是来宾市驻地。辖凤凰、迁江、城厢、大湾、南泗、良江、平阳等 24 个乡

镇。全区总面积4363.18平方公里。人口835979人，壮族占总人口的68.32%，汉族古30.47%，

余为瑶、苗、侗、仫佬等民族。据调查，全区客家人口约计 20 万人，约占全区总人口的

24%。主要分布在良江、凤凰、蒙村、三五、小平阳、石陵、石牙、大湾、良塘等乡镇，

其他如迁江、城厢、北五、五山、陶邓、桥巩、南泗、高安、正龙、七洞、大里、平阳、

寺山等乡镇亦多有分布，可谓遍及全县各乡。其中良江乡是来宾的重要客家乡，客家人口

占全乡总人口的 30%以上，纯客家村即有 17 个。主要姓氏有张、姜、萧、杨、雷、何、卢、

曾、罗、刘、陈与文等，全部来自广东嘉应州。故民国《来宾县志》写道：“客语之在县

境，除石塘、大湾、双杠三圩外，皆多在乡间。其人口之众，亚于土语。……客语即今嘉

应州属之语。……在地方或谓之厓语，以其自称曰厓，县境谓之麻介语。”
[28]

象州县 辖象州、石龙、运江、中平、寺村、妙皇、罗秀、水晶等 12 个乡镇。全县总

面积 1898.47 平方公里。人口 328877 人，其中壮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2/3，汉族人口不

及总人口的 1/3。据近年调查统计，汉人中的客家人计 22000 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6.7%，

其中石龙镇的凌、马列等 14 个村屯，即有客家居民 7400 余人，占全县客家人数的 1/3，

而水晶、妙皇亦各有客家居民 4000 余人，其他如罗秀、中平、运江、象州、马坪和大东

等乡镇，也都有千余或数百客家人居住，最少者寺村乡，有客家 120 余人。
[29]

武宣县 辖武宣、东乡、三里、河马、二塘等 13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1739.45 平方公里。人口 358270 人，其中壮族占总人口的 66.68%，汉族占 33.17%，

另有少量毛南、仫佬等少数民族。在汉族居民中，客家人有 84000 余人，几占全县人口的

24%，占汉族人口的 1/2 左右。除位于县西南的通挽、新龙两乡未见有客家人的报道外，

其余各个乡镇皆有客家人居住。其中东乡客家即在 2万人以上。主要居住在东乡街和麻村、

李运、三多、华乐、平岭、六良、邓寺、莫村、古列等村。而三里、二塘、河马、金鸡各

乡客家都在万人以上；桐岭、武宣、思灵各乡，多者近万人，少者亦在千人以上；其他如

黄茆、禄新、马步等乡，亦各有数百客家人居住在乡圩之中。
[30]

忻城县 辖城关、大塘、思练、古蓬、红渡、新圩、北更、宁江等 13 个乡镇。全县总

面积 2541 平方公里。人口 385048 人。壮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90.09%，汉族占 5.37%，其余

为苗、瑶、仫佬等少数民族。汉族中的客家人数不多。据调查，在全县五镇八乡中，只有

县东的大塘镇有客家 2400 余人；次为附城的宁江乡有 750 余人，其中范团村同良屯有 10

余户 50 余人；北更乡的塘太村古万屯有几户客家人。此外，思练镇和马泗乡有客家散户。



综计忻城县共有客家 3300 人左右，占全县人口的 0.85%。
[31]

金秀瑶族自治县 辖金秀、桐木、六巷、罗香、忠良、三角等 11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513 平方公里。人口 139475 人。其中瑶族占全县人口的 34.2%，壮族占 41.5%，汉族占

24.3%，汉族中的客家人有 10000 人左右，约占全县人口的 7.2%。主要分布在罗香、六巷、

忠良、七建几个乡镇，其他如桐木、金秀二镇，头排、大樟、长垌、三角等乡，亦有少量

客家人散居其中。由于他们多是躲避封建暴政的压迫，故多孤身迁徙，入山唯恐不深。因

此，直至今日，仍少聚族而居，自成村落。以最僻远的六巷乡而论，客家人口近 2000 人，

约占全乡人口总数的 2/5。他们散居在 13 个村屯之中，人口较多者为张、吴、黄、李、曾、

谢、余等姓。
[32]

合山市 1981 年 6 月以合山煤矿区为中心，并划出来宾县北泗乡的部分地方建立的县

级市。地处来宾和忻城两县之间，辖岭南镇和北泗、河里两个乡、146 个自然村。全市总

面积 350 平方公里，人口 137904 人。其中壮族占全市总人口的 63.85%，汉族占 34.02%，

瑶族占 1.35%，余为苗、仫佬、侗、毛南、回、水、满、蒙古、黎、布衣、高山和畲等少

数民族。市区虽小，人口虽少，而民族众多，是其一大特色。在众多民族中，汉民族的客

家人约有 4100 人，几近全市总人口的 3%，占汉族总人口的 1/10 左右。他们主要定居在岭

南镇的杨村、那俄、水隆，北泗乡的菜园、冯家、王所、沓水、水井头，河里乡的安塘、

双凌、曾家等村屯。共有 14 个姓氏。
[33]

来宾市 1 区 3 县、1 自治县、1代管市。全市总面积 1340. 51 平方公里。人口 2185553

人。其中客家 323400 人，占全市人口的 14.8%，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客家 24 人。他们中的

2/3 分布在兴宾区，另有 84000 人居武宣县，22000 人居象州县，约 10000 人居金秀瑶族

自治县，另有 7400 余人散布在忻城县和合山市，在全市形成小分散、大集中的分布格局。

集中有利于自我特色的保护，有利于自身的发展，能在多民族的共处中稳步向前。

桂林市

桂林市 地处广西东北部，与湖南、贵州省相邻。1998 年 9 月，桂林地、市合并，建

立新桂林市。辖秀峰、叠彩、象山、七星、雁山五区和临桂、阳朔、灵川、兴安、全州、

灌阳、资源、龙胜、永福、荔浦、平乐、恭城 12 县。居民以汉族为主，另有壮、瑶、苗、

回、侗等多个少数民族。据近年调查，桂林市除全州、兴安、资源三县未见有客家人的报

道外，其他各个城区、各个属县都有客家人的分布，其具体情况是：

桂林市（城区） 辖秀峰、叠彩、象山、七星四城区和雁山郊区。市区总面积 565 平

方公里。人口 509584 人。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 92%强。而汉族中的客家人有 50000 人，占

全市人口的 9.8%。
[34]

他们多散布在机关、学校、工厂、农场和街道之中，从事各种行业

的工作。仅博白、陆川、贺州等县、市的客家人居留市内的，即有 25000 人左右，占城区



客家人总数的 1/2。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广西区内其他县、市以及从印尼、东南亚各国回

来的华侨和华人，也有 25000 人左右。因为桂林的客家人来自“五湖四海”，而且工作各

不相同，日常聚会交流的机会不多，所以不像居住在乡间的客家人，显露其民系与方言的

特色。

临桂县 辖两江、五通、六塘、会仙、四塘、茶洞、南边山、中庸、黄沙（瑶族）等

14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202 平方公里。人口 406200 人。有汉、壮、瑶、回等 13 个民族，

汉族占总人口的 92%，其中客家人口 16600 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4.1%。主要分布在南边山

乡的玉联、永忠、永平、异平、靖远、军洞 6个村委会的村圩中，共计 11600 余人；张、

曾、温三姓为大姓，张姓人口 3000 人，曾姓 1500 人，温姓 600 余人，3 姓合计已占全乡

客家人的一半，其他分属秦、黄、萧、赖、钟等 20 余姓。六塘镇客家主要分布在小江、

清泰两个村委会的村圩之中，大江水库周围和诚正山底，亦有客家散户。全镇客家共计 5000

余人。此外，四塘乡也有客家 160 余人。
[35]

阳朔县 辖阳朔、白沙、福利、兴坪、城关、葡萄、金宝、高田等 10 个镇。全县总面

积 1428 平方公里，人口 289554 人，有汉、壮、苗、瑶、回等 12 个民族。汉族占总人口

的 87.98%，少数民族占 12.02%。据调查，阳朔县有客家人 20500 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7%。

以县西的金宝乡最多。据该乡政府统计，全乡客家 18000 余人，占全乡总人口的 60%，主

要分布在大利、大桥、长乐、新村、大水田和枫木寨等村屯之中。以张、李、刘、谢、陈、

何、钟等为大姓。他们多数人和临桂南边山客家同来自江西的万载、萍乡和宜春等县，少

部分来自广东嘉应州。所以，直至今日，阳朔金宝乡和临桂南边山客家出于乡情或族情关

系，仍常有交往，情谊极笃。另有 2500 多的客家人分布在白沙镇的金竹山、金鱼洞、芭

蕉林，高田乡的古登、古榜、吊山脚、糯米岭、朗梓、下山和黄土坝等处。
[36]

荔浦县 辖荔城、修仁、马岭、杜莫、新坪（原名兴坪）、青山、蒲芦（瑶族）等 13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1758.62 平方公里。人口 356556 人。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 82.4%，壮

族占总人口的 11.02%，瑶族占总人口的 6.36%。据调查，荔浦县有客家 35400 余人，占全

县总人口的 9.9%。主要分布在县西南的茶城、修仁、青山、三河，县南的杜莫、新坪，县

北的马岭、双江等乡镇。县西南片有客家 28500 余人，相对集中在青山镇的永镇、拱秀、

松林、荔江、黄家厂和青山街等地，钟、叶、赖、黄是地方大姓。马岭镇南村、麻介厂、

新力村等地有客家 800 余人。双江乡高枧村有客家 400 余人，分属钟、黄两姓。他们与阳

朔金宝乡的钟、黄两姓同宗共祖。荔城镇有客家 1500 余人。双江乡龙坪等地和荔城镇的

温姓客家，则与临桂南边山、阳朔金宝乡的温姓同宗同源。新坪乡客家有叶、洪、蔡、贝

等姓，总计 600 余人。
[37]

永福县 辖永福、百寿、苏桥、罗锦、永安、堡里等 10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805.92

平方公里。人口 259441 人。其中汉族 230762 人，占总人口的 87.1%，壮族 24361 人，占



总人口的 9.18%，余为瑶、回等民族。永福县客家人数不多，综计 3300 人左右，占全县人

口的 1.27%。多数分布在县西南永安乡的永安、喇塔、军屯等村的十几个自然村屯里。县

南堡里乡，县北龙江乡的保安村，也各有客家居民 200 余人。全县客家分属陈、徐、邱、

赖、钟等 15 姓。因居住山区，多以耕种为主业。
[38]

龙胜各族自治县 辖龙胜、马堤、和平、三门、乐江、瓢里等 11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370.8 平方公里（不含花坪林区）。总人口 165294 人。分属汉、侗、壮、瑶、回等 11 个

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76.43%，汉族占总人口的 23.57%，汉族中的客家人

共计 4500 人，占全县人口的 2.7%。主要分布在寻江沿岸瓢里乡的瓢里、思枚、六漫、大

云和乐江乡的石村等地。客家人数虽少，但姓氏甚繁，其中以何、赖、潘、温、冯等姓人

口较多，杨、欧、余、韦、方、叶、黄、沈、陈与龚姓人数较少。统称“麻界人”。
[39]

灵川县 辖灵川、三街、大圩、潭下、灵田、潮田、定江、九屋、青狮潭等 13 个乡镇。

全县总面积 2257.19 平方公里。人口 329406 人。有汉、瑶、壮、回等 15 个民族，其中汉

族占总人口的 95.8%，少数民族仅占总人口的 4.2%。新中国建立以前，县第三区第四、第

五里尚有“客家村”。时至今日，村民乡音已改，其村亦名存实亡。灵川的客家人，其分

布可知者尚有三处：一在青狮潭西岸公平圩附近的马场村，一在漓江边之大圩古镇及毛村，

另一在大圩竹江之华侨农场。其中大圩毛村黄氏之族，即有 140 户，700 余人。居竹江华

侨农场者约 400 人，他们多数于 1960 年分批自印度尼西亚回国，小部分于 1978 年来自越

南。
[40]

故灵川县客家合计 1300 人左右，占全县人口 0.39%。

平乐县 辖平乐、沙子、二塘、同安、源头、张家、福兴、阳安、青龙、桥亭等 12 个

乡镇。全县总面积 1919.34 平方公里，人口 403769 人，汉族占总人口的 82.42%，瑶族占

12.14%，余为壮、回、苗等民族。据调查，平乐客家共 17000 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4.2%。

分布在平乐、同安、源头、张家、桥亭等乡镇的村圩之中。其中同安镇有 6800 余人。此

外县东二塘镇谢家村，县南的长滩乡和大发瑶族乡的广运、巴江两村，也有客家人散居其

中。平乐客家计有 30 多个姓氏。论其语言，县内虽有客家话和江西话之分，实际上都是

操客家方言的客家人。
[41]

恭城瑶族自治县 辖恭城、栗木、嘉会、西岭、莲花、三江、龙虎等 9个乡镇。全县总

面积 2149 平方公里。人口 266682 人。有瑶、汉、壮等 19 个民族，其中瑶、壮两民族占

全县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而县内的客家人共计 15000 余人，为全县总人口的 5.62%。主要

分布在县北栗木镇的五福、高岭、建安、大枧、马路桥和栗木街等地，大部聚族而居，自

成村庄。而嘉会、平安、西岭、龙虎、莲花、观音各乡以及恭城镇，也有客家人居住其中。
[42]

灌阳县 辖灌阳、文市、黄关、仁合、新圩、新街、观音阁等 11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1863 万平方公里，人口 266612 人。有汉、瑶、壮、侗等 21 个民族，其中汉族占 93%，汉

族中的客家人有近 3000 人，占全县人口的 1.1%。主要分布在县西南的洞井、西山两个瑶



族乡，与两乡相邻的观音阁乡亦有百人左右，他们多在山区从事农、林、牧、副各业。
[43]

桂林市 5 城区、12 县，总面积 27675 平方公里。人口 4524254 人。其中客家人口 166600

人，占全市人口的 3.7%，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客家 6人。如果除去 3个无客家县，则在 19344.7

平方公里、3253098 的人口中，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客家 8.6 人，占 5区 9县人口的 5.12%。

他们主要分布在荔浦、阳朔、临桂、平乐、恭城 5县的山区或半山区，所居村落比较集中。

查其来路，则以江西最多，来自广东、福建、湖南或广西各地者较少。故开门相见，道路

相逢，不是宗亲，就是“老表”。这是桂林市客家的特色。

梧州市

梧州市 辖苍梧县、藤县、蒙山县并代管岑溪市。它位于广西东南部，毗邻广东，是

西江、桂江、浔江交汇处，顺西江东下可通广州、香港、澳门，素有广西“水上门户”之

称。它在历史上为广西、云南和贵州 3省的出海口，商业和文化都比较发达。居民多从广

东各地迁来。

梧州市城区 辖万秀、白云、蝶山 3 区和郊区的红旗、长州、扶典 3 个乡。梧州城区

及郊区总面积 307 平方公里。人口 285234 人，其中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8.3%。据调查，

梧州市区及郊区仅有客家居民 7500 余人，占全市人口的 2.6%。主要分布在各个机关、学

校、工厂、商场和郊区的少数村屯之中，并未独自形成村落。
[44]

苍梧县 辖龙圩、大坡、新地、仁和、黎埠、六堡、岭脚、林水等侣个乡镇。全县总

面积 4273.4 平方公里。人口 570000 人，其中汉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99.41%。汉族中的

客家人共计 25000 人，占全县人口的 4.38%。主要分布在县南的大坡、新地、广平三镇，

而大坡镇客家即达 8000 人，居住在镇属的新安、大城、胜州、新龙、合洞和天堂等村。

新地镇有客家 8500 余人，居住在大维、龙窝、雁村、田龙、都梅、思贤、训村等地。广

平镇有客家 3500 余人，居住在平地、城坦、调村、上合、替金、大尧、广平、河口各村。

另有 5000 余人分布在龙圩、仁和镇和林水镇的一些村圩中。
[45]

藤县 辖藤城、濛江、太平、和平、大黎、赤水、东荣、宁康、平福、新庆等 20 个乡

镇。全县总面积 3945.62 平方公里。人口 772356 人。汉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99.73%。汉族

中的客家居民约计 10000 人，为全县人口的 1.3%。据民国县志记载，解放前藤县客家人“多

聚处于漾江、和平两乡”。但据近年调查，在县辖的 20 个乡镇中，6 个乡镇有客家居民。

其中以和平镇最多，计有 6500 余人，分布在陈塘、龙塘、新塘、双洞、屯江、座垌等村。

次为与苍梧县新地镇相邻的琅南乡，有客家居民 2000 人左右，分布在屋勒、界田、黎寨

等村。此外，太平镇的安福、浮田、柴咀、大坡等村，平福乡的仁厚村，漾江镇的岭景村，

也都有客家人散居，合计 1500 人左右。
[46]

蒙山县 辖蒙山、陈塘、西河、文圩、黄村、夏宜（瑶族）等 9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1279 平方公里。全县人口 185410 人。汉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83.9%，其中客家人口在 25000

人以上，占全县总人口的 13.5%。黄、李、刘、潘、钟、阮、冯等是县内的客家大姓。全

县 9个乡镇，除陈塘镇无客家人居住外，其他每个乡镇都有客家人分布。主要分布在县城

四周 20 公里范围内的河谷平原，而以西河乡的古排、文尔、古娄、大塘、瓦冲、广育、

安富、桐油坪等村，蒙山镇的北楼、新联、高堆、甘棠各村，新圩乡的四联、双垌、古定、

壮村，文圩乡的上鉴、大明等村为多，且有不少客家人聚居的自然村落。其他为黄村、汉

豪和长坪、夏宜两个瑶族乡，也都有客家人散居其中。在蒙山，客家方言是仅次于蒙山土

话的通用方言。
[47]

岑溪市 辖岑城、糯垌、筋竹、水汶、南渡、马路、大湴、黎木、吉太等 17 个乡镇。

全市总面积 2783 平方公里。人口 654954 人。汉族占全市总人口的 99.3%，其中客家居民

约计 3800 人，约占全市人口的 0.6%。主要分布在县北的糯垌镇和安平乡。居糯垌镇者 2100

余人，居安平乡者 1500 余人。
[48]

梧州市区和苍梧、藤县、蒙山、岑溪四县（市），总面积 12587.62 平方公里。总人口

2467954 人。其中客家居民 71300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2.88%，每平方公里仅有客家 5.6

人。他们多居住在沿江平原或丘陵地带，深得水土之利，信息交通比较便利，文教事业比

较发达，所以无论务农、经商或从事其他行业，都比较容易得到发展。

贺州市

贺州市 原为贺州地区。1997 年 2 月经国务院批准改为地级市。它地处广西东部，与

湖南、广东相邻，辖八步区（原贺县）、钟山县、昭平县和富川瑶族自治县。全市居民有

汉、瑶、壮等多个民族，是汉族客家人较多、分布较广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直辖市。

八步区 原为贺县。辖八步、黄田、贺街、公会、里松、莲塘、沙田、步头等 20 个乡

镇。全市总面积 5147 平方公里。人口 779884 人。汉族人口 719884 人，汉族中的客家人

口约计 320000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41%。在区属的 20 个乡镇中，除南面的铺门镇外，其

余 19 个乡镇都有客家人居住。其中沙田乡客家 6万余人，遍布乡属的沙田、逸石、红新、

龙井、马峰、龙屏、道西、民田、马东等 25 个村。公会镇客家 42000 余人。镇属的清泉、

忠平、东明、大姚、清水、茶坪、解元等 24 村，村村有客家。其他如八步、莲塘、贺街、

桂岭、黄田、信都、大宁、南乡、鹅塘、仁义、里松、灵峰、开山、水口等乡镇和大平、

黄洞两个瑶族乡，也都有客家人居住的村屯。因为客家人的来路不同，故贺州市的客家方

言，细分之，八步镇及其邻近的沙田、黄田、莲塘、鹅塘等地属“长乐声”，公会镇属“河

源声”，其他乡镇多为“河婆声”。而客家方言和桂柳官话，是贺州全市通用的两大方言。
[49]

钟山县 辖钟山、西湾、珊瑚、望高、羊头、公安、燕塘、英家等 17 个乡镇。全县总

面积 1861.77 平方公里。人口 415538 人。汉族占总人口的 85%以上，余为瑶、壮等少数民



族。据调查，全县共有客家居民 44000 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10.6%。主要分布在桂（林）

梧（州）公路钟山段两侧的 9个乡镇之中。其中望高乡的新联、立头两个村和万友、同乐

岭、冯屋排等 20 多个自然村，有客家居民 10000 人以上，李、刘、曾是该地的大姓。西

湾镇有客家 8000 人左右，分布于西湾街和车田头、散屋排、西观音岩等村屯之中，赖、

黄是当地的大姓。英家乡有客家 13000 余人，分布在英家街、螺山街和赤马、油榨垌、尖

山厂等 14 个村屯，丘、陈是该地的客家大姓。清塘乡有客家 8000 余人，分布在清塘街、

印山、新村、鸡社、白井头等 8 个村屯里，绝大多数姓张。燕塘乡有客家 3000 余人，分

布在黄宝村和豆腐山、白沙井等地，多数姓张。此外，钟山镇、羊头乡、红花乡和花山瑶

族乡，综计亦有客家居民 2000 人左右。其中羊头乡的仙人巩村，即有客家 300 余人，皆

姓丘。
[50]

昭平县 辖昭平、黄姚、马江、巩桥、樟木林、富罗、富裕、仙回等 17 个乡镇。全县

总面积3273平方公里。人口350923人。其中汉族人口348622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92.28%。

余为壮、瑶、回等少数民族。据调查，汉族中的客家人约计 10 万人，几占全县人口的 28.7%。

主要分布在昭平镇和县东南的樟木林、北陀、巩桥、凤凰、富罗、九龙等乡。而黄姚、古

袍、走马各乡镇，也多客家人居住的村落。樟木林和北陀，各有客家居民 25000 余人，其

中樟木林叶氏，北陀、富罗丘氏，亦各有 15000 余人。另有万人居住在县城及附城乡间。

北陀、樟木林两地客家人所操方言大同小异。因受本地话影响，北陀客家方言略带本地话

语音。
[51]

富川瑶族自治县 辖富阳、朝东、白沙、古城、城北、新华、麦岭等 14 个乡镇。全县

总面积 1572 平方公里。人口 257033 人，其中瑶族人口几近全县总人口的半数。据调查，

富川客家人口约计 5000 人，约占全县人口的 2%。分布在县南的白沙乡和柳家乡，县北的

城北乡和县城富阳镇等地。富川客家人数虽然不多，却有林、刘、钟、邹、谢、魏、冯、

罗、朱、义、徐、王、邓、张、高、骆、丘、曾等 20 姓之多。其中白沙乡的茶青、洞尾

和木塘 3 个村屯，居住林姓、钟姓和邹姓客家即达 1000 余人。城北乡的开建、窑厂和赵

家湾 3 个自然村，分别住有谢、刘、魏 3 姓客家亦逾千人。仅此 2 乡、6 村、6 姓客家人

数，即在 3 000 人以上。富川客家人数虽少，且分布在县城南北，但多聚族而居，所以，

虽然生活在多民族地区，仍能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保持自家本色。
[52]

贺州市属八步、昭平、钟山、富川 1 区 3县。总面积 11853.77 平方公里。人口 1801077

人，其中客家居民 469000 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客家居民 39.6 人，客家人口为全市总人

口的 26%，堪称广西客家大市。贺州各地客家基本连成一片，其中多大姓巨族，彼此声息

相通。他们除从事农、林、牧、副各业外，从事工商、文教、军政工作的也不少。



玉林市

玉林市 位于广西东南部，南和东南与广东的湛江、茂名市毗邻。1997 年 4 月，经国

务院批准，撤销玉林地区，改设玉林市（地级市）。现辖玉洲区、福绵管理区和兴业县、

容县、博白县、陆川县与北流市（县级市）。市辖各县（市）是客家人迁入广西较早、人

数较多的地区。据调查了解，每个县（市）都有客家人定居的村落。博白、陆川等县，还

有纯客家乡（镇）。

玉林市 原为郁林县。1956 年 3 月 10 日，经国务院批准，更名玉林县。1983 年 10 月

8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玉林县，设立玉林市（县级市）。辖玉州区、福绵管理区和南江、

名山、新桥、沙田、樟木、城钧、仁东、城溪、石和等 13 个乡镇。总面积 1251 平方公里。

人口 85 万余人。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 98.74%，客家人口约 20 万人，占全市人口的 23.52%。

主要分布在玉州、福绵两区和沙田、仁厚、卖酒、城北、茂林、南江、新桥、樟木、城西、

成均、名山以及大平山等 12 个乡镇的 400 多个自然村中，遍及市区的东、南、西、北四

方。市南和市北两片的客家方言，音调小有差异。客家方言与粤方言（玉林白话）同为市

区使用的主要方言。
[53]

兴业县 辖石南、葵阳、山心、蒲塘、沙塘、洛阳、博爱、小平山等 15 个乡镇。全县

总面积 1478 平方公里。人口 66 万余人。其中客家居民 7万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10.6%，

分布在高峰、山心、沙塘、博爱、龙安、铁联、葵阳、城隍、石南、蒲塘十个乡镇。
[54]

容县 辖容城、自良、杨梅、黎村、县底、浪水、六王、杨村等 16 个乡镇。全县总面

积 2257 平方公里。人口 828495 人。其中客家居民 1000 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0.12%，是全

市客家居民最少的县。其中在县南的“石寨乡雷洞村土塘甘姓约 200 人，（县东北的）县

底乡县底村成功队黄姓约百人，浪水乡泗利村泗流队刘姓 200 人，（县东南的）杨村乡平

贯村新村河俞姓百人，（县南）灵山乡六坡岈梁屋、大冲梁屋、守善李屋”亦有客家人居

住。“他们在内部都以客家话对答，表示血统亲近。”
[55]

博白县 辖博白、凤山、文地、英桥、龙潭、沙河、东平、水鸣、亚山、双凤、三育、

三滩、宁潭、双旺、松旺、茂旺、颉谷等 34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3835.85 平方公里。人

口 1318 500 人。汉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98.8%。在汉族人口中，65%以上为客家人，约计 85

万人，占全县人口的 64.46%。主要分布在县南的沙河、东平、龙潭、大坝、双旺、松旺、

菱角、合江，县东的凤山、新田、大垌、沙陂、那卜、英桥、中苏、宁潭、文地，县北的

三育、黄菱等乡镇，其他如三江、合江、颉谷、径口、浪禾、大利、江宁、那林、三滩、

城厢以及附城的绿珠和县城的部分村圩，也有客家人居住。李、刘、陈、庞、王、朱等是

县中的客家大姓，其中分布在东平、三育、三滩等 20 多个乡镇的刘姓人口即达 15 万余人。

博白县是广西客家人数最多的客家大县。
[56]



陆川县 辖陆城、马坡、乌石、良田、温泉、沙湖、米场、清湖、大桥等 16 个乡镇。

全县总面积 1560.04 平方公里。人口 723000 人。汉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98.77%。其中

客家人口 50 万，为全县总人口的 69%。主要分布在陆城镇以南的温泉、大桥、横山、乌石、

月垌、滩面、良田、清湖、古城以及县西北的沙湖等乡镇，其他如县东的沙坡，县北的山

罗、米场、马坡、平乐以及陆城镇，也有客家人定居的村落。陈、李、吕、黄、罗、林、

谢、刘、丘、钟 10 姓客家人口即达 37 万余人，超过全县客家人口的半数。
[57]

北流市 1994 年 4 月 18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北流县，设立北流市（县级市）。下

辖陵城、松花、民安、民乐、山围、六麻、沙垌、勾漏、平政等 23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457 平方公里。人口 982977 人。其中客家人口 14 万余人，占全市人口的 14%。主要分布

在市北区的民乐、西埌、新圩、山围、大里、民安和市南的塘岸、新荣等乡镇的街圩和村

屯之中。
[58]

玉林市 2 县级市、4县，总面积 12838 平方公里。人口总计 5362972 人，其中客家人口

1761000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32.83%，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客家居民 137 人，是广西客家人

的主要聚居区。其人数及分布密度皆居广西之首，除容县外，处处都有客家的巨族著姓，

他们多聚族而居。在博白、陆川两县，还有纯客家乡镇，而且和北海市的合浦县、钦州市

的浦北县以及广东省的廉江县客家住地连成一片，共同构成跨省区的广大客家分布区。

贵港市

贵港市 原为贵县。位于广西东南部，浔江中游，居浔、郁平原之中。1988 年 12 月 27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县级市），属玉林地区。1997 年经国务院批准，建贵港地级

市，辖港北区、港南区、覃塘区和平南县，并代管桂平市（县级市）。

贵港市（原贵县） 辖港北区、港南区、覃塘区以下所辖之大圩、庆丰、奇石、桥圩、

木格、木梓、东津、蒙公、黄练、山北、三里和东龙等 30 个乡镇。总面积 3543 平方公里。

人口 1388059 人。居民有汉、壮、苗、瑶等 23 个民族。其中汉族占全市人口 70%。汉族中

的客家居民有 486000 余人，占全市人口的 35%。主要分布在市东南的桥圩、木格、湛江、

东津、瓦塘，市东北的大圩、庆丰，市西北的蒙公、东龙、覃塘，市西南的三里、五里等

乡镇以及西江农场等处，而贵城、中里、奇石、根竹、武乐、平悦、木梓、石卡、八塘、

思怀、北上、古樟等乡镇，也有客家人居住的村屯。其分布可说遍及港北、港南和覃塘区，

其中有不少纯客家村，而同祖、同宗共居一村的也不少。庆丰乡的家产桥钟氏之族，全村

500 余户，2000 余人，同出一祖。又因贵港客家迁入时间久远，来自四面八方，各路客家

同居一地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即以“桥圩而论，客家方言就有潮州音、梅县音、陆川音、

玉林音、河源音之分”。
[59]

平南县 辖大鹏、国安、同和、富藏、大新、官城、思旺、大安等 25 个乡镇。全县总



面积 2900 平方公里。人口 1071320 人。汉族占人口总数的 94.23%。其中客家人口 145000

人左右，占全县人口的 13.5%，分布遍及县城南北。概而言之，凡讲翁源话者主要聚居于

县西北大鹏乡的思旺、思乐、花王、邓塘四水沿岸的几十个村落，思旺镇的思旺街和镇西、

新政各村，安怀乡的谷塘、高岭、德寨，国安乡的思和、花洲、甘雅、民安、发达，以及

官城镇的官东、岭西、横岭、新村等处。讲惠州话者则多聚居于官城和县东的赤马、东华

以及县南的大新等乡镇。而讲长乐话者较少，分别散居于上述各乡镇的一些村街。此外，

在县东北的同和、马练（瑶族乡），县南的富藏、大坡等乡镇，也有客家人居住的小村小

屯。
[60]

桂平市 辖桂平、江口、金田、木乐、南木、石龙、大洋、紫荆、马坡、垌心等 30 个

乡镇。全市总面积 4074 平方公里。人口 1414300 人。其中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3.19%，

而客家居民约 15.2 万人，占全市人口的 10.74%。县北的金田、紫荆两地，是客家人比较

集中的地方。金田镇的罗宜、三连、督的、洞心、上瑶、王举、理旺、禾益、莫龙、茶林、

安众、吉岭、大贤和金田等几十个村庄，合计有客家居民 5万人以上。而紫荆山客家亦有

万人左右，刘、曾两姓全为客家人。江口、南木、石龙、蒙圩、社坡、马皮、木乐、西山

各个乡镇，也各有客家人 1 万至 1.5 万。其他如思宜、石咀、白沙、厚禄、理端等地，也

都有客家人居住的村落。
[61]

贵港市 3区 1县 1市，总面积10517平方公里。总人口3873679人，其中客家居民757000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9.54%，平均每平方公里 72 人。该市客家居民人数之多，分布之广，

在广西的所有市、县中，仅次于玉林市而居第二位。他们多数来自广东嘉应州和惠州，少

数来自福建。多居住在浔江和黔江沿岸地区。所以，无论从事农、林、牧、副、渔业还是

从事手工生产、商贩贸易，都较易得到发展。

北海市

北海市 位于广西南部，北部湾东北岸。1984 年列为国家对外开放的 14 个沿海城市之

一。辖海城区和郊区的高德、涠洲、西塘等六个乡镇以及合浦县。全市总面积 4019 平方

公里，其中市区面积(含涠洲、斜阳诸岛)957 平方公里。全市人口 1231400 人，其中市区

人口 200200 人。汉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 99.22%。而汉族中的客家人口有 31000 余人，

占全市人口的 2.5%。他们有 2/3 的人口居住在郊区涠洲岛、斜阳岛的 50 多个村落中。另

有近万人居住在港区的福成镇。其余 2000 余人则散居于高德镇、西塘乡和三合口的自然

村落里。主要从事农业、渔业和海洋养殖业。
[62]

合浦县 辖廉州、公馆、南康、山口、曲樟、环城、闸口、沙田等 18 个乡镇。全县总

面积 3062 平方公里。人口 1031 200 人。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 99.26%。汉族中的客家人口

310000 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30.1%。主要分布在公馆、白沙、曲樟、闸口、常乐等乡镇的



1247 个自然村中，共计 49000 余户，约 220000 人，其中公馆一镇即有客家 7 万余人，其

他 4个乡镇多者 5万余，少者亦在 1.5 万人之数。此外，在山口、环城、南康、乌家、石

湾、廉州、石康、西场、十字路、星岛湖各个乡镇，也都有客家人的分布，合计约 9万人。

陈、廖、朱、范、张、邓、黄、彭、杨等，都是合浦客家的大姓。
[63]

北海市区和合浦县客家，综计 341000 余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27.7%。他们的分布，形

成一大一小的两片，合浦县 31 万客家人，聚居在县东的几个乡镇，连成一大片；而北海

市区的 3 万余客家人，则集中在只有 36 平方公里的海岛上，平均每平方公里 833 人，其

分布密度又远超过合浦县的大片分布区。这不但在北海市，而且在广西其他县、市也是少

有的。

钦州市

钦州市 南临北部湾，东邻北海市，西南与防城港市相接。辖钦南、钦北、钦城和钦

州港经济开发区，以及灵山、浦北 2 县。

钦州市区 总面积 4760 平方公里。总人口 1035 300 人。其中客家居民 20 万以上，占

全市人口的 19.3%。他们的分布最为广泛，除散居在市区者外，全市 25 个乡镇都有客家人

居住的村落。其中尤以大直、平吉、黄屋屯、那蒙、沙埠、青塘、贵台、久隆、康熙岭等

乡镇的分布较多。
[64]

浦北县 辖小江、张黄、寨圩、泉水、大成、三合、福旺、乐民等 18 个乡镇。全县总

面积 1517.74 平方公里。人口 684125 人。汉族占总人口的 99.6%。其中客家人口 18 万人，

约占全县人口的 26.3%。主要分布在张黄、泉水、白石水、大成、龙门、福旺和石银几个

乡镇。其中张黄镇有客家 5万余人，其他各乡镇也都在 2 万人左右。陈、李、张、黄、吴、

余是浦北的客家大姓。其中张、李 2姓各有人口 3万余人，吴、陈 2姓各有人口 2万余人，

黄、余 2 姓也各有人口 1 万左右。
[65]

灵山县 辖灵城、陆屋、太平、武利、三海、平山、烟燉、旧州、文利等 19 个乡镇。

全县总面积 3558 平方公里。人口 1132 449 人。汉族占总人口的 99.82%。其中客家人口

15 万，占全县人口 13%强。主要分布在县城东西两侧的旧州、石塘、佛子、陆屋、平山、

三海、沙坪和新圩等乡镇的街圩和村屯之中。仅旧州一地，即有客家 7万人左右，占全县

客家人数的一半。其他如石塘、佛子、平山等乡镇，亦各有客家 1 万至 2万人左右。
[66]

钦州市 4 区 2 县，总面积 10835. 74 平方公里，总人口 2851874 人。全市共有客家居

民 53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58%，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客家 49 人，也是广西客家人分布密度

较高的地区之一。

防城港市

防城港市 1993 年 5 月 23 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地级市。它位于广西西南部，南临北



部湾，东与钦州市相接，北连南宁市，西南与越南相邻。辖港口、防城 2区和上思县，代

管东兴市（县级市）。

防城港市区和代管的东兴市（原防城各族自治县） 辖防城、企沙、大菉、那良、东兴、

防城、茅岭、光坡、滩营、平阳等 21 个乡。总面积 2822 平方公里。人口 345000 人。其

中客家 172600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其分布遍及全市各个乡镇，其中大菉和那良两

镇合计客家 5 万余人，约占全县客家人口的 1/3。而扶隆、华石、滩营、平旺、江山、那

勤、附城、马路、那桐、垌中等乡镇，也各有客家居民万人左右。唐、谢、廖、张、李、

陈、叶、项、刘是当地客家大姓。
[67]

上思县 地处十万大山与四方岭之间。辖思阳、平福、在妙、华兰、叫安、东屏、南

屏（瑶族乡）等 11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816 平方公里。人口 193718 人。壮族占总人口

的 85%。据调查并参考地方史志记载，上思有客家居民 11000 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 5.7%。

主要分布在县西南的平福乡和县西的在妙乡，其他如那琴、思阳、叫安、东屏各个乡镇以

及昌墩农场、平广和红旗林场，也有客家人居住。上思县客家人分布的特点是：人数少，

大分散。据调查，全县有客家人居住的村屯达 180 多个，只有在妙乡的莫志屯和叫吞屯，

各有客家 300 余人，是清一色的客家人村屯。
[68]

防城港市 2 区、1县、1市，总人口 538718 人，总面积 5638 平方公里，共有客家居民

183600 人，为全市总人口的 34.1%，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客家 32 人。

北海、钦州、防城港 3 市及其下辖的合浦、浦北、灵山、东兴与上思名县（市），合计

有客家居民 1054600 人，在广西的客家人分布中，也是一个人数较多、连接成片的重要地

区。他们的居地濒海沿边，而且与广东省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加以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

北海就被迫对外开放通商，20 世纪 80 年代，北海、防城又成了广西乃至西南广大地区的

出海通道，因此，在经济、文化生活中受广东以至外洋的影响也较大。这是广西其他客家

地区所没有的。

河池市

河池市 位于广西西北部，原为河池地区。2002 年 6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地改市（地

级市），辖河池、宜州 2 市（县级市）和南丹、东兰、凤山、天峨 4 县以及罗城仫佬族、

环江毛南族、巴马瑶族、南丹瑶族、大化瑶族 5 个自治县。壮族占总人口的 67%，余为汉、

瑶、仫佬、毛南、苗、侗和水等民族。

河池市 前身为河池县。1989 年 10 月 8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河池县，设立河池市（县

级市）。辖金城江、河池、六甲、东江、白土、六圩、拔贡、保平、三旺、下考、六圩、

九圩、长老等 13 个乡镇。全市总面积 2340 平方公里。人口 289811 人。其中汉族的客家

居民 1800 余人，占全市人口的 0.6%。主要聚居于市东北东江乡的东江街，多从事手工修



理业和小百货经营。杨、黄两姓人数最多，其余则散居于金城江、河池、五圩、六圩、九

圩、白土、六甲等乡镇。
[69]

宜州市 原为宜山县，1993 年 9 月 9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宜山县，设立宜州市（县

级市）。辖庆远、怀远、德胜、三岔、洛西、洛东、龙头、矮山等 20 个乡镇。全市总面积

3869 平方公里。人口 567728 人。壮族占人口总数的 73.26%，汉族占 17.66%，而客家居民

有 8000 余人，占全市人口的 1.4%。主要分布在庆远镇南郊的龙塘、沙岭、文昌 3 村。其

中龙塘、沙岭两村，即有客家 4500 人，超过全市客家人口的半数。凌、谢两姓为最多。

此外，怀远镇的怀远街叶茂村，以及镇区内黔桂铁路沿线的 6个自然村，洛西镇的洛西、

沙调、六寨、祥北等村屯，也有客家人居住。
[70]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辖东门、黄金、龙岸、四把、乔善、怀群、天河、小长安等 14 个

乡镇。全县总面积 2600 平方公里。人口 340939 人。其中仫佬、壮、瑶等少数民族占总人

口的 73.45%，汉族占 27.5%，而客家居民即达 35000 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10.3%。主要分

布在黄金、龙岸两乡的几十个村落，合计有客家 27000 余人。龙岸乡 12 个行政村，有 8

个为客家村。黄金乡的周姓和曾姓，龙岸乡的李姓和刘姓，是当地客家的大姓。仅龙岸李

氏之族，人口即达 9000 余人。他们居住在龙岸街、公景、龙塘、田心、火煌、江潭、居

峒、海峒、莲花、谢家、高安、天宝、珠江、榕山、思音口等处。而东门、乔善、四杷、

天河、桥头和小长安等乡村，合计亦有客家居民 7000 余人。其中乔善乡的张氏之族，即

有 300 余人之多。而平路、古腰村李、张、贾等姓，也是客家人。
[71]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1951 年原思恩县与宜北县合并，设立环江县。1986 年 11 月国务院

批准将环江县改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辖思恩、洛阳、明伦、人才、大安、上南、下南等

15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4572 平方公里。人口 327097 人。其中 95%为毛南族和壮族，汉族

人口不多。而汉族中的客家人仅有 2500 人左右，占全县人口的 0.76%。主要分布在县北的

洛阳镇和驯乐苗族乡。上朝、思恩、龙岩等乡亦有少量分布。而寓居思恩镇的客家人多以

船舶为家，从事渔业和水上运输业，其语言与宜州市的叶茂、怀远、德胜，河池市的东江

等地客家毫无二致，风习亦同。
[72]

都安瑶族自治县 辖安阳、澄江、古山、地苏、板岭、菁盛、百旺、九渡、三只羊等

22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4095 平方公里。人口 616543 人。以瑶、壮族居民为主，汉族仅占

全县总人口的 2.9%。而客家人口约 4000 人，占全县人口的 0.65%。他们多数居住在刁江

沿岸的 5 个乡，具体分布是：板岭乡的北阳、九磨、黄平村，九渡乡的九渡街和二良村，

拉仁乡的二潭、加脉村，拉烈乡的嘉言、板头、岜旺村，百旺乡的百旺街和香厂、律庭村。

此外，菁盛乡的菁盛村，平坳乡的下坳村，以及地苏、永安、澄江、安阳、富岭等乡镇的

一些村落，也有少量客家人散居。除百旺、菁盛、二潭的客家人姓氏比较复杂外，其余各

乡镇的客家人多是聚族而居，自成村落。他们中以黄、李、阮、邱和赖为大姓。
[73]



大化瑶族自治县 1987 年 12 月 23 日经国务院批准，析都安、马山、巴马三县部分地

方新建。辖大化、都阳、岩滩、羌圩、七百弄等 18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716 平方公里。

人口 404049 人。其中瑶、壮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90%，汉族人口不多。而汉族中的客家

人口计有 5800 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1.40%。主要分布在岩滩的古龙、同杠、健康等村和流

水乡的一些村屯，其余则散居在共和、羌圩、乙圩、大化、黄川与都阳的一些村落里。
[74]

巴马瑶族自治县 1955 年 9 月 21 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巴马瑶族自治县。辖巴马、燕

洞、那桃、西山、东山等 12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1971 平方公里。人口 224557 人。其中

汉族人口 33000 人。汉族中的客家人计 500 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0.23%。主要分布在县城

附近的赐福村，县东南那桃乡的平安村等地。
[75]

南丹县 辖城关、车河、大厂、六寨、小场、芒场、里湖、同里（瑶族）、中堡（苗族）

等 9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3916.62 平方公里。人口 260000 余人。其中壮、瑶、苗等少数

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66%，余为汉族人口。汉族中的客家人口约 4200 人，占全县人口

的 1.6%。主要分布在大厂镇的同里、小场、芒场、吾隘、城关、车河等乡镇的厂矿和林场

中，分布比较分散。
[76]

天峨县 辖六排、向阳、更新、三堡、下老、老鹏、芭暮、八腊（瑶族）等 11 个乡镇。

全县总面积 3100 平方公里。人口 132066 人。其中汉族人口占 38.67%，余为壮、瑶、苗等

少数民族。而汉族中的客家人约计 2000 人，占全县人口的 1.5%。主要分布在县西南的更

新乡和县北的三堡乡。更新乡客家以刘姓人居多。三堡乡为半石山区，客家人主要从事农

林生产，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老鹏乡、八腊瑶族乡与县城，亦有散居的客家人。
[77]

东兰县 辖东兰、武篆、隘洞、坡拉、四合、长江、长乐、三弄（瑶族）等 18 个乡镇。

总面积 2415 平方公里。人口 270000 人。其中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85.6%，汉族为 9%，内

有客家 300 人左右，占全县人口的 0.11%。大部分分布在县南的武篆镇，多数姓梁。小部

分散居在县西泗孟乡的几个村屯里。
[78]

凤山县 辖凤城、袍里、砦牙、长洲、乔音、中亭等 11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1738 平

方公里。总人口 166000 人。至于客家人口，情况比较特殊。明、清时代，从广东始兴、

江西庐陵以及福建迁入凤山的“客人”，据 20 世纪初的调查统计，约有 2000 人。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宾阳、郁林各地“客人”不断向凤山迁移，人数增至 9000 余人。他们居住

在城治乡（今凤城镇）的长岗、兴隆、弄者，谋轩乡（今中亭乡）的大洞、和善、凤界、

新洛，金牙乡的颇什、更妙、金庄、内里，乔音乡的文里、板吉、大同，平乐乡的寅亭、

登亭以及枧桥乡（今江洲乡）的美旁等近 20 个村中。有的自成村落，有的与瑶、壮居民

杂处。因为“客土杂居，经数百年”，风习虽多仍旧，而乡音已多变异了！
[79]

从上述可知，在河池市辖的 2市（县级市）、9 县（含 5 个民族自治县）中，除凤山县

外，其余各县（市）都有客家人分布，综计 64100 人。而罗城一县，即超过全市客家人的



半数。其次是宜州市，该市客家人口占全河池市客家人口的 12.5%。至于分布，除罗城、

宜州、河池 3 地的客家人比较集中外，其他各县多呈分散状态。全市人口 3598790 人，客

家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 2%，在全市 33432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两个客

家人。

百色市

百色市 地处广西西北部，北接贵州省，西北接云南省，西南的那坡、靖西两县与越

南民主共和国相邻。1997 年 4 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百色地级市，辖百色市（县级市）

和田阳、田东、平果、德保、靖西、那坡、凌云、乐业、田林、西林以及隆林各族自治县。

全市总面积 36338.36 平方公里。人口 3442936 人。地广人稀，是其特点。

百色市（县级市） 2002 年 10 月，改为右江区，辖百色、那毕、阳圩、汪甸、龙川等

12 个乡镇。全市总面积 3713 平方公里。人口 290302 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75.92%，

汉族人口占 24.08%。而汉族中的客家人有 1500 人，仅占全市人口的 0.5%。主要分布在市

内的解放街、中华街与百胜街（解放前为城郊，称厢外），以及市东南郊的那毕乡。
[80]

田阳县 辖田州、坡洪、百育、二塘、雷圩、桥业、琴华等 15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393.82

平方公里。人口 326908 人。壮族占总人口的 89%，汉族约占 9.5%，余为其他少数民族。

全县有客家人口 1200 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0.36%。其中 600 余人分布在田阳二塘镇和百色

市四塘镇的华侨农场。他们主要是 1960 年和 1978 年先后从印尼、越南回国定居的。另有

“部分客家分布在（县东北）玉凤乡巴庙村、能带村”，以及县南的百育镇。
[81]

田东县 辖平马、思林、祥周、义圩、布兵等 13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816 平方公里。

人口 374299 人。据调查，客家人在田东共计 1550 人左右，占全县人口的 0.4%。居住平马

镇的有 1300 余人，另有近 200 人分布在义圩乡甲冠村东林屯。
[82]

平果县 辖马头、榜圩、堆圩、新安、果化、海城、同老等 15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485

平方公里。人口 418208 人。其中壮族占总人口的 89.13%，余为汉族和瑶族。据了解，平

果客家约计 6000 人，占全县人口的 1.43%，“主要分布于县内四塘乡龙盘村坡料、林村二

屯，明江村驮沙下屯，安邦村那咬、古香、伏祥、伏在、六姜、榜定、岜黎七屯，那塘村

那觉、凤凰、岜祺三屯及印村那庆屯”。另在榜圩、堆圩、旧城、黎明、凤梧各乡，也有

客家人居住。
[83]

西林县 辖八达、那劳、西平、弄汪、马蚌、八大河、普合（苗族）等 11 个乡镇。全

县总面积 3019 平方公里。人口 116 133 人。其中壮族占总人口的 66.84%，汉族占 10.32%，

余为瑶苗等民族。据近年调查，西林县汉人中有 400 多客家人，占全县人口的 0.34%。他

们散居在那劳乡的老街寨，西平乡的者革村，弄汪乡的平别村，普合乡的大河村等地。老

街、者革两处以吴姓为主，平别村客家多叶姓人家。
[84]



田林县 辖乐里、旧州、定安、潞城、高龙、八渡（瑶族）等 20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5527 平方公里。人口 211834 人。据近年调查，田林县有客家 600 余人，占全县人口 0.3%。

主要分布在县西南高龙乡的高郭、那盘、平站 3个村屯，其他如龙艾、那坡、龙旺、弄南

等村，以及浪平乡、旧州镇，也都有客家人居住的村屯或散户。因为他们多于清朝道光、

咸丰年间来自广东嘉应州，而且大部分集中在高龙乡，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比较活跃，

所以田林高龙素有“小广东”之称。
[85]

凌云县 辖泗城、逻楼、下甲、加龙、力洪（瑶族）、玉洪（瑶族）等 10 个乡镇。全

县总面积 2037.46 平方公里。人口 167864 人。据地方志书记载及近年实地调查，凌云县

约有客家居民 700 人，占全县人口的 0.4%。其中居住在泗城、逻楼两镇的有 300 余人，主

要有杨、姚、胡、吴、杜 5姓，多以在街圩经营小商贩为业。居住在县北加龙乡那龙、那

沙、百陇、磨贤等村屯的客家有 300 余人，有廖、刘、张、蓝诸姓，多以炼铁制锅或务农

为生。另在县南的伶站瑶族乡有 10 余户客家计 50 余人，全部耕山务农。
[86]

乐业县 辖同乐、甘田、武称、逻沙、马庄等 10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617 平方公里。

人口 131076 人。其中有汉族客家居民 300 人左右，占全县人口的 0.23%。他们少数在县城

同乐镇经商，多数则在附城的村屯中务农，或以养殖、烧炭、烧石灰和烧砖瓦等为生。
[87]

靖西县 辖新靖、湖润、安德、岳圩、龙那、地州等 24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3331 平

方公里。人口 552684 人。其中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9%以上。客家人定居靖西者仅有县城

新靖镇的 10 余户人家 60 余人
[88]

，为全县总人口的 0.01%。

德保县 辖城关、敬德、东关、古寿、足荣、燕峒、兴旺、朴圩等 18 个乡镇。全县总

面积 2575 平方公里。人口 342300 人。其中有客家居民 170 余人，占全县人口 0.05%，主

要从事铜矿开采。
[89]

那坡县 辖城厢、坡荷、平孟、德隆、百合、百省等 12 个乡镇。全县总面积 2231.08

平方公里。人口 191092 人。内有客家居民 200 余人，占全县人口 0.1%。他们散居在县城

东南的坡荷乡坡荷街和那仲、镇宁、永宁等村，多从事商业和手工业。
[90]

隆林各族自治县 辖新州、桠权、者浪、者保、扁牙、德峨、金钟山等 21 个乡镇。全

县总面积 3543 平方公里。人口 321182 人。内有客家居民 250 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0.77%。

其中 40 余户约 200 人住在县城新州镇，另有 10 余户 50 余人分别散居于县南的克长乡和

县西南的德峨乡。
[91]

百色市所辖 11 县和 1个县级市，位于桂西北偏远地区。解放前交通不便，社会经济和

文化都比较落后，但每个县（市）都有客家居民，总计 12930 人，平均每县（市）客家不

到 1100 人。其中平果县客家人数最多，几占全市客家人的半数。少者为靖西，全县不足

百人。以 12930 人分布在 36337.36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近 3 平方公里才有一个客家

人，与全市人口 3443892 人相比，仅为总人口的 0.375%。但是，他们虽然处于少数，而且



居于多民族之间，仍能百年乃至数百年繁衍不衰，并且得到发展，应该说和他们具有较强

的谋生能力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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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运栋：《客家人》第二章《客家民系的演进及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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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1989 年广西地、市、县、区、乡、镇、村、居一览表》，并尽量顾及 1989 年后的地市及其行政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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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面调查资料。

[10] 参看韦汉生主编：《宾阳县志》第五十二章《语言·汉语·新民话》；又参刘军、阮乐纯等主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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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据柳城县古砦乡财税所干部龙瑞生的《柳城县客家人社会调查》（未刊稿）；1995 年 5 月东泉镇政府办

公室提供的书面材料；以及 1952 年在柳城县土改时的调查和 1996 年的两次实地调查。

[24] 参看王航主编：《鹿寨县志》第二十三篇《人口·语言》第二章《语言·汉语》；又据 1952 年土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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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看陈家谅主编：《融安县志》第一编《地理》第二章《行政区域·乡镇》；1981 年 10 月的实地调查

采访；以及 1995 年 5 月融安县志办提供的书面调查资料。

[26] 据贾星文主编：《融水苗族自治县志》第二十三篇《民族·汉族·方言》；1981 年 10 月融水苗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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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

[48] 陈旭相主编：《岑溪市志》第三十一编《民俗·宗教·语言》第二章《语言·岑溪客家话》；又参看刘

军等主编：《广西乡镇大全·岑溪县》，以及 1978 年的实地调查。

[49] 参看唐泽扶主编：《贺县志》中之《语言篇》第一章《汉语方言》第二节《客家话》；又《贺州市志》

第三十篇《语言》第一章《汉语·方言·客家话》；苏斌、李辉主编：《桂东客家人》；以及 1994 年 12 月的

实地调查记录资料。

[50] 参看书洪宇主编：《钟山县志》第六编《社会》第四十八章《语言·汉语·客家语》；中共钟山县委宣

传部张伟业同志、县志办公室干部李魁登同志提供的书面调查资料；以及 1994 年 12 月的实地调查采访记

录。

[51] 申远华主编：《昭平县志》第十七篇《民情风俗》第二章《姓氏》，第三章《方言》；并参看王宗培（1989

年 3 月）、阮良宗（1994 年 2 月）、李朝辉(1994 年 4 月)和何友伦（1994 年 10 月）诸同志提供的书面资料。

[52] 盘承和主编：《富川瑶族自治县志》第五篇《人口·民族》第五章《语言·文字》：又参柳世庄：《富

川县客家人简述》，见《桂东客家人》；以及 1990 年 10 月富川县高中教师欧阳绍询提供的书面调查资料：

2000 年 7 月的实地调查采访记录。

[53] 陈国河主编：《玉林市志》第三十一编《方言》；玉林市志办公室 1995 年 3 月 7 日提供的书面调查资

料；以及 1997 年 12 月和 1999 年 3 月的实地调查采访。

[54] 陈国河主编：《玉林市志》第一编《建置、政区》第三章《城区、乡镇》；并据 1999 年 3 月的实地调

查采访。

[55] 韦荫炎主编：《容县志》第三篇《人口》第四章《姓氏》，第三十三篇《习俗·语言·宗教》第二章《语

言·语种》。

[56] 李建源主编：《博白县志》卷二十五《社会》第一章《人口·人口数与分布》、第四章《方言·新民话》；

玉林市《大众桥报》1999 年 7 月 10 日（3 版）《姓氏文化》；以及 1996 年 10 月实地调查记录资料。

[57] 黄志荣主编：《陆川县志》第三篇《人口》第一章《人口构成·民族·姓氏》，第三十二篇《社会》第

七章《方言》；又参看刘军等主编：《广西乡镇大全·陆川县》；以及 1994 年 1 月 24 日广西师范大学罗凤高

教授、2005 年 3 月陆川中学教师黄震提供的调查资料。

[58] 粱树礼主编：《北流县志》第三编《人口》第一章《人口数量分布》，第三十篇《民族·民俗》；又据

1997 年 12 月的实地调查记录。

[59] 龚政、梁崇鼎修纂：《贵县志》卷二《社会·方言》；罗甫琼主编：《贵港市志》中之《人口志》一、《人

口的数量与分布》，《民俗志》一、《语言文字·汉族》；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多次实地调查；庆丰乡教

师陈志敏多次提供的书面资料。

[60] 郭子明主编：《平南县志·社会篇》第二章《民族·语言》；郑湘畴：《平南县鉴·民俗与语言》；以及



1972 年至 1997 年的 7 次实地调查采访记录。

[61] 凌祟征主编：《桂平县志》第二十七编《社会》第四章《方言·客家话》；《广西乡镇大全·桂平县》；

以及 1972 年以来的多次实地调查采访记录。

[62] 参看罗威编：《北海市志》上册（初稿），1979 年；《广西乡镇大全·北海市》；朱名遂主编：《广西通

志·宗教志》第一篇《天主教》第一章《传播》；黄家蕃同志 1995 年提供的《北海涠洲岛民操客家话溯源》；

黄福祺等主编：《北海市志》第三十篇《民俗·宗教·方言）第三章《方言·厓话》；以及 1996 年 10 月的

实地调查记录。

[63] 潘乐远主编：《合浦县志》第一篇《地理》第二章《政区·县城·乡镇》，第六编《社会》第六十一章

《人口·姓氏》，第六十二章《方言·�话》；1991 年夏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苏运绍同学的调查报告；以及

1996 年 10 月的实地调查采访记录。

[64] 周开日等主编：《钦州市志·方言志》第一章第六节《新民话》；以及 1996 年 10 月的实地调查采访记

录。

[65] 龙兴智等主编：《浦北县志》第一篇《建置政区》第三章《县城·乡镇》，第二十四篇《宗教·风俗·方

言》第三章《方言·新民话》；浦北县志办龙文学副主任 1995 年 3 月 31 日提供的书面调查资料。

[66] 薛勇主编：《灵山县志》中之《民俗志》第一章《语言》；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3 级黄丽丽同学的

调查报告：以及广西司法厅莫国雄同志《灵山籍》的调查资料。

[67] 参看《广西乡镇大全·防城各族自治县》；防城港中学教师邓兴正 1996 年 7 月 6 日提供的书面调查资

料：以及同年 7月 30 日《防城港报》刊登的《话说防城客家人》一文。

[68] 何平章、陈荣旺等主编：《上思县志》第六编《社会》第五十二章《民族》；《广西乡镇大全·上思县》；

1996 年 4 月 18 日黎国轴教授提供的调查资料。

[69] 据河池地区教育学院教授黎国轴 1993 年 6 月 9日提供的书面调查资料。

[70] 据宜州市志办莫瑞扬、谭明均同志 1992 年 10 月 30 日提供的书面调查资料。

[71] 1989 年 11 月往罗城参观依饭节期间，曾对罗城客家人的分布与历史文化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此

处主要依调查记录。

[72] 据环江师范学校校长韦大新 1995 年 3 月 6日函告。

[73] 邵启俊主编：《都安瑶族自治县志》第三编《民族》第一章《民族来源与习俗》第三节《汉族》；以及

1995 年 5 月 14 日该县志办提供的书面调查资料。

[74] 根据黎国轴 1993 年 6 月 9 日提供的书面调查资料；并参看钟铿：《广西壮族自治区客家人口与分布现

状研究》，见《广西客家》第二期。

[75] 据河池地区教育学院教授黎国轴 1996 年 2 月 13 日提供的书面调查资料。

[76] 据中共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刘玄启同志 1998 年 9 月 8 日的四乡调查资料。

[77] 据天峨县中学教师潘怀德 1996 年 5 月 30 日提供的书面调查资料。

[78] 据河池地区教育学院教授黎国轴 1996 年 2 月 13 日提供的书面调查资料。

[79] 参看黄文观总纂：《凤山县志》第二编《人口》，第三编《社会》，第四编《县地方行政·行政区域》。

其第四编《县地方行政·凤山县各乡户口统计表》（民国三十年调查）：客家人所居村屯人数为 14359 人。

因少数村屯为各族人民杂居，取其六成，亦有 9000 人之数。解放以后，由于客与土、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

成分的转变，加以部分客家人不断回迁宾阳，目前留在凤山的客家人只有几户人家。除少数年逾古稀的老

人仍能讲“祖宗话”外，其他后生男女皆已习干“土谈”，不知自己为“客”了。所以，凤山应为无“客”

县。

[80] 参看梁名就等主编：《百色市志》第二十八编《民族风情·宗教·帮会》第一○一章《民族·族称·迁

徙》；以及 1984 年和 1997 年的两次实地调查记录。

[81] 覃绍宽、陈国家等：《田阳县志·社会篇》第三章《民族·来源·分布》；并参看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研究生黄鹏 1997 年 8 月 9 日的调查资料。

[82] 据 1984 年 10 月的实地调查；并参看钟铿《广西壮族自治区客家人口与分布现状研究》一文。



[83] 黄永光、黄俊诚主编：《平果县志》第二十八篇《社会》第一一四章《民族·迁徙》，第一一五章《语

言·汉语·新民话》。

[84] 据西林县志办编：《西林县志》(初稿)《社会编》第四十章第三节《方言》，1983 年；又参看西林师范

韦定仍，西林县志办陆辉、李文武，右江师范专科学校教师王照远等的书面调查资料。

[85] 李懋春、黄永政主编：《田林县志》第一编《建置·政区·第二章《行政区域·村寨·圩场》，第四编

《社会》第一章《语言·文字》；又参看高龙乡长吴秀勋和王熙远 1994 年 4 月 4日提供的书面调查资料。

[86] 王由贤、王彭年修纂：《凌云县志》第二编《人口》：并参看 1995 年 1 月 9 日广西民族学院教授范宏

贵、右江师范专科学校教师黄家信的书面调查资料。

[87] 据乐业县中学教师彭立礼、贵港市庆丰镇教师陈志敏分别于 1995 年、1996 年提供的书面调查资料。

陈志敏曾在乐业县任教。

[88] 百色师范专科学校教师李辉南 1993 年 7 月 16 日提供的书面调查资料；以及 2002 年 1 月的调查采访。

[89] 2002 年 1 月，实地调查采访。

[90] 韦有新主编：《那坡县志》第二编《社会》第一章《民族》第一节《《来源及分布》；以及 2002 年 1 月

的实地调查。

[91] 隆林各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隆林各族自治县民族志》第一章《民族来源·汉族》。

三、广西客家的分布格局与特点

从上述可知，广西客家人的分布，遍及全自治区 14 个直辖市的城区和 76 个县（市）

中的 72 个县（市），只有桂林市的全州、兴安、资源和河池市的凤山 4个县为无客家县。

而分布在全区 49 个农（林）场、8万多农垦职工及其家属的实际情况，尚未全面调查和估

算。
[1]
现就已知的客家人在各市、县的具体分布情况，表列如下，以便查考。

广西客家人分布状况表

南宁市

南宁市区(93500) 邕宁县(22600) 武鸣县(22000)横县(80000)

宾阳县(180000) 上林县(5000) 马山县(10 000) 隆安县(3000)

共 1 市 7 县(416100)

崇左市

左州区(30000) 大新县(2000) 龙州县(3200) 扶绥县(20000)

天等县(1000) 宁明县(35000) 凭祥市(4000)

共 1 市区 6县（市）(95200)

柳州市

柳州市区(101000) 柳江县(54000) 柳城县(140000) 鹿寨县(66000)

融安县(5000)融水县(12000)三江县(37000)

共 1 市区 6县(415000)

来宾市

来宾兴宾区(200000) 象州县(22000) 武宣县(84000) 忻城县(3300)

金秀县(10000) 合山市(4100)

共 1 区 5 县（市）(323400)

桂林市

桂林市区(50000) 临桂县(16600) 阳朔县(20500) 荔浦县(35400)

永福县(3300)龙胜县(4500)灵川县(1300)平乐县(17000)恭城县(15000)

灌阳县(3000)全州县(0)兴安县(0)资源县(0)

共 1 城区 12 县(166600)

梧州市

梧州市区(7500)苍梧县(25000) 藤县(10000) 蒙山县(25000)

岑溪市(3800)

共 1 城区 4县（市）(71300)



贺州市
八步区(320000) 钟山县(44000) 昭平县(100000) 富川县(5000)

共 1 区 3 县(469000)

玉林市

玉林市区(200000) 兴业县(70000) 容县(1000) 博白县(850000)

陆川县(500000) 北流市(140000)

共 1 城区 5县（市）(1761000)

贵港市
贵港市（港北、港南、覃塘三区）(460000) 平南县(145000) 桂平市(152000)

共 1 城区 2县（市）(757000)

北海市
北海市区(31000)合浦县(310000)

共 1 城区 1县(341000)

钦州市
钦州市区(200000) 浦北县(180000) 灵山县(150000)

共 1 城区 2县(530000)

防城市
防城市区（含东兴市）(172600)上思县(11000)

共 1 城区 1县(183600)

河池市

河池市区(1800) 宜州市(8000) 罗城县(35000)环江县(2500)

都安县(4000)大化县(5800) 巴马县(500) 南丹县(4200)

天峨县(2000) 东兰县(300) 凤山县(0)

共 1 城区 11 县（市）(64100)

百色市

百色市区(1500) 田阳县(1200) 田东县(1550) 平果县(6000)

田林县(600) 西林县(400) 凌云县(700) 乐业县(300) 靖西县(60)

德保县(170) 那坡县(200) 隆林县(250)

共 1 城区 11 县(12930)

按上表所列统计，广西客家人口总数为 5606230 人，就全国而言，仅次于广东、江西

两省而在福建、台湾、四川等省之前，居全国第三位。如果和全自治区人口相比，考虑到

我们对各市、县客家人口的统计，多是 2000 年左右的数字，1990 年全广西人口为 42245765

人，1995 年增至 45430000 人，依此增长比例，则 2000 年全自治区人口当在 49000000 人

左右。
[2]
以此相比，广西客家人口为全自治区人口的 11%强。

广西陆地面积 23.67 万平方公里，其居民有 560 多万是客家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客

家居民 23.6 人。如以 14 个直辖市分别计算，则其客家居民每平方公里的分布密度相差甚

大，具体情况依次是：

(1)玉林市（137 人） (2)北海市(84 人) (3)贵港市(72 人)

(4)钦州市(49 人) (5)贺州市(39.6 人) (6)防城港市(32 人)

(7)来宾市(24 人) (8)柳州市(22 人) (9)南宁市（18 人）

(10)桂林市（6人） (11)梧州市(5.6 人) (12)崇左市(5.4 人)

13)河池市（1.9 人） (14)百色市(0.3 人)

需要说明的是，在 560 多万广西客家人中，有 105 万是 1965 年随着钦州、合浦、防

城、灵山、浦北和北海等县市划拨广西后的数字，几近总数的 1/5。而各个县市对客家人



数的统计，无法像人口普查那样准确无误，只能从各种有关的文字记载，结合深入实地调

查和地方知情人士的估算为准。对照历史，上述广西客家人数及其分布状况，基本符合广

西的实际。远的且不说，清朝宣统三年（1912 年），广西人口总计 8973700 人。当时的广

西客家人为 904509 人，占全省人日总数的 10.09%。
[3]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徐松石在广

西做社会调查，认为“客家族的移民，在广西的东部，约占人口十分之一”
[4]
。与此同时，

薛暮桥引用当时广西省政府的统计数字指出：广西操客家话的人与操官话、白话（粤语）、

平话与壮语的人数相比为 19.15%。
[5]
这个数字，实嫌偏高。其中可能包含在客家影响下能

操客家话的双语使用人群。但时至今日，广西客家人在全自治区总人口中依旧保持在 10%

至 12%之间，则是可信的。

综观广西客家的分布现状，在有客家人居住的 14 个直辖市城区和 74 个县（市）中，

数逾 50 万以上的有玉林市的博白、陆川两县，数逾 40 万的有贵港市（原贵县，含港北、

港南和覃塘区），数为 10 万至 30 万的有南宁市的宾阳县，柳州市区和柳城县，来宾市兴

宾区，贺州市八步区和昭平县，玉林市市区和北流市，贵港市的桂平市和平南县，北海市

的合浦县，钦州市市区和浦北、灵山两县，防城港市区（含代管东兴市）。而且仅上列的

博白、防城港等侣个市区和县（市），就有客家居民共 4500600 人，占全广西客家人口的

4/5。这种聚居在少数城区与县（市），分散在多数县（市）与城乡的高集中、大分散的分

布格局，形成了桂东南的玉林片，桂西南的北海、钦州和防城片，桂中的贵港、柳州和柳

城片以及桂东的贺州片。这四大片都是汉族居民和客家民系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余下的百

余万客家人则分散在 70 个县（市）的城乡之中，和壮、瑶、苗、侗、仫佬、毛南等少数

民族人民杂居在一起，在人数上处于少数地位。

如上所述，如果从桂林市至凭祥市画一条直线，则客家人在广西的分布格局是东南密，

西北稀。而其分布是密集或稀疏，是成片聚居或者分散杂居，直接关系到民族或民系之间

的相互交流，关系到客家居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以及在风俗习惯上与周邻居民的相

互影响、变易和发展，我们在研究时应该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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