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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壮族文学家族及其
诗文创作

＊

□多洛肯，安海燕

［摘　要］　有清一代，随着“改土归流”的政策实施和壮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壮族文人文学也呈

现出繁荣景象，不仅出现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作家，还出现了１１个“诗书传家”的文学家族。这些家族地

域分布广泛，但却分布不平衡，这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汉文化传播的不平衡有直接关系。壮族地区经济文

化的发展和汉文化传播是壮族文学 家 族 发 展 的 有 力 保 障。清 代 壮 族 文 学 家 族 与 同 时 期 满 蒙 八 旗 文 学 家

族相比，不仅在家族数量而且在创作数量上都有很大差距，但却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相比，壮族文学

家族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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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文
学家族是 中 国 古 代 社 会 中 一 种 独 特 的 文 化

存在。血缘 纽 带 链 接、血 缘 关 系 绍 承，是 文

学家族区 别 于 其 他 文 学 家 群 体 的 两 大 显 著

特点。由于家族文学在中 国 古 代 相 对 稳 定，而 文 学

遗产有一个前后授受、世代累积的过程，伴随着文学

的发展，文学世家时有出现，明清时期数量大增。在

古代少数民族中，文学家族主要 出 现 在 受 汉 文 化 濡

染较深的少 数 民 族 当 中，如 满 族、蒙 古 族、壮 族 等。

壮族文人文学在清代发展到高 峰，家 族 性 作 家 群 的

大量涌现是清代壮族文学走向繁荣的标志之一。

王德明《清代壮族文 人 文 学 家 族 的 特 点 及 其 意

＊ 基金项目：甘肃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古典文献家族学视阈中的清代少数民族汉语文诗歌创作研究”（项目编号：ＸＢＭ—２０１３００１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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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１］一文指 出 了 清 代 壮 族 文 人 文 学 家 族 具 有 数 量

多、分布广，以父子、兄弟构成最为常见等特点，创作

上主要擅长诗歌和散文，尤其是诗歌创作；各个文学

家族以及家族成员内部之间创作 风 格 迥 异，具 有 鲜

明的个性特征。遗憾的是王先生对壮族文学家族总

体发展态势、诗歌文本的全面考察 方 面 仍 有 疏 漏 之

遗。本文试对清代壮族文 学 家 族 中 的 作 家、诗 文 作

品进行全面考察并对分析其中两个典型文学家族的

文学创作情况，指出壮族家族文学 在 地 域 上 分 布 不

平衡，这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有直接关

系。同时发现，清代壮族文 学 虽 呈 繁 荣 景 象 却 不 及

同时期满族家族文学，不论是家族 数 量 还 是 文 学 创

作数量都与满蒙八旗文学家族有很大差距。但与云

南少数民族（白族、彝族、纳西族）文 学 家 族 相 比，壮

族家族文学却略胜一筹。清代壮族文学家族的繁荣

发展离不开壮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少数民族与

汉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加强。

二 清代壮族文学家族创作概述

有清一代，广西地区的壮族出现了上林张氏，平

南黎氏，宾州滕 氏，靖 西 童 氏，武 缘 黄 氏，武 缘 韦 氏，

来宾凌氏，永福韦氏，龙州赵氏，宁明农氏，宁明黄氏

等１１个 文 学 家 族（表１）。他 们 家 学 深 厚、著 述 较

丰，且有诗文集传世。

表１　清代壮族文学家族及其创作

家族 家族成员 创 作

上林

张氏

家族

张鸿翮
张鹏展曾祖父，《峤西诗钞》卷九、《三管英灵集》卷三
均存其诗。

张鸿（慧羽）
张鹏展曾叔 祖 父，著 有《家 训》《女 训》《蒙 童 训》，已
佚；《峤西诗钞》卷三、《三管英灵集》卷九均存其诗。

张友朱
张鹏展祖父，《峤西诗钞》卷五、《三管英灵集》卷九均
存其诗。

张 滋
张鹏展父亲，《峤西诗钞》卷六、《三管英灵集》卷十四
均存其诗。

张鹏展

著有《谷贻 堂 全 集》（残 本），《读 鉴 绎 义》三 十 二 卷，
《离骚经注》（已佚），《女范》（已佚），《兰音山房诗草》
（已佚），并编纂了《峤西 诗 钞》二 十 卷，《国 朝 山 左 诗
续钞》三十二卷，《国朝山 左 诗 补 钞》四 卷，《宾 州 志》
（道光）二十四卷。

张彭衢
张鹏展弟，《三管英灵集》卷三十七、《峤西诗钞》卷十
三均存其诗。

张鹏超
张鹏展弟，《三管英灵集》卷三十七、《峤西诗钞》卷十
三均存其诗。

张元鼎
张鹏展子，著有《趋庭集》，已佚；《峤西诗钞》卷十九、
《三管英灵集》卷四十三均存其诗。

张元衡
张鹏展子，著有《病中吟》，已 佚；《三 管 英 灵 集》卷 四
十八存其诗一首。

平南
黎氏
家族

黎建三
《素轩诗集》六卷，附《词 剩》一 卷；《素 轩 诗 集》六 卷，
《词剩》一卷，附《自娱诗集》一卷；《素轩诗集》四卷。

黎君弼
黎建三子，著有《自 娱 诗 集》，《三 管 英 灵 集》卷 三 十
八、《峤西诗钞》卷十三均存其诗。

宾州
滕氏
家族

滕问海 《湄溪山人诗稿》六卷，文稿二卷、杂言四卷。

滕檝 滕问海子，《峤西诗钞》卷二十存其诗。

靖西
童氏
家族

童毓灵 《岳庐集》《秋思集》《宾山集》，均已佚。

童葆元 童毓灵弟，《皆玉集》诗稿，不见传。

武缘
黄氏
家族

黄彦坊 《西分堂存稿》一卷、《寒毡尚友论》四卷。

黄彦垖 黄彦坊弟，《道光·武缘县志》艺文志存其诗三首。

黄君钜 黄彦坊子，《燕石漫藏》已佚；《丹崖诗钞》四卷。

黄君铿 黄彦垍子，《养静轩诗稿》一卷，已佚。

黄诚沅 黄君钜子，《锅寄庐文撮》不分卷。

武缘
韦氏
家族

韦天宝
《斗山书院学规》一卷，《五 塘 杂 记》已 佚，《存 悔 堂 遗
集》存一至三卷。

韦丰华
韦天宝子，《今是山房吟 草》七 卷；《今 是 山 房 吟 余 琐
记》《耐园文稿》《默然吟集》。

来宾
凌氏
家族

凌应楠（枏） 《拏云山馆诗集》已佚，《衔芦吟草》《依蒲吟草》。

凌应梧 凌应楠堂兄，《劳辛（新）草》，已佚。

凌应柏 凌应梧胞弟，《狎鸥集》，已佚。

永福
韦氏
家族

韦麟阁 《经在堂诗文钞》两卷，已佚；《小舟别墅遗集》一卷。

韦绣孟 韦麟阁子，《茹芝山房吟草》一卷。

龙州
赵氏
家族

赵荣正 《霞坡书屋吟稿》一卷，已佚。

赵荣章 赵荣正弟，《守山诗抄》二卷，已佚。

宁明
农氏
家族

农魁禀 《愚隐山房诗稿》，已佚。

农嘉禀 农魁禀弟，《宁明耆旧诗辑》存其诗。

宁明
黄氏
家族

黄体元 《冷香书屋诗草》四卷，已佚。

黄焕中 黄体元子，《天涯亭吟草》，已佚。

三、清代壮族文学家族典型个案

清代壮族文学家族按其构成类型可划分为祖孙

父子混合型、父子型、兄弟型。这其中以上林张氏家

族、武缘黄氏家族、武缘 韦 氏 家 族 为 代 表，他 们 在 诗

文创作上取得了较高 成 就，诗 歌 创 作 丰 富。上 林 张

氏家族学界已有专文论述，兹不赘述。

（一）武缘黄氏家族

黄彦 坊，字 言 可，号 鹤 潭。清 朝 嘉 庆 十 八 年

（１８１３年）拔 贡，任 雒 容（今 鹿 寨 境）教 谕。（光 绪）

《武缘县图经》载：黄彦坊撰《西分堂存稿》一卷；《寒

毡尚友论》四卷。（民国）《武鸣县志》艺文志载：黄彦

坊撰《寒毡尚友私论》十六卷；《惜分堂稿》一卷；并存

其诗十五首［（光 绪）《武 缘 县 图 经》卷 七，民 国 铅 印

本］。（道 光）《武 缘 县 志》艺 文 志 存 其 诗 一 首《和》

［（道光）《武缘县志》卷九，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黄彦垖，黄 彦 坊 弟。清 朝 嘉 庆 间 庠 生。自 幼 攻

读经史、诗词，学有成就。（道光）《武缘县志》艺文志

存其诗三首。（民国）《武鸣县志》艺文志存其诗《分

得同字韵》。

黄君钜，黄彦坊子，字仲尊，号丹崖，初 号 剑 堂。

清朝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举人，因军功历任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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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浪、富民、易门知县以及路南州知州。在滇近二十

年年，后回家乡，执教于武 缘 岭 山 书 院。著 有《燕 石

漫藏》诗集，有光绪刊本，惜已散佚，（光绪）《武 缘 县

图经》仅收其《自序》。又著《丹涯诗抄》四卷，民国６
年（１９１７年）开智公司铅印本。［２］（Ｐ２０１９）

黄君铿，黄彦垖子，清同治十二年拔贡。曾赴京

师候选补缺。著有《养静轩诗稿》一卷，已散佚。

黄诚沅，黄君 钜 子，字 云 生，清 监 生。曾 随 其 父

黄君钜至滇中任所。由县丞升为司马，廉洁自爱，入

民国后，思想转为激进，提倡“民主时代”，反对“军阀

时代”和“财主时代”。其生平事迹可见于《云生自编

年谱》民国２３年排印粤西武缘起凤黄氏家乘本。著

有《锅寄庐文撮》不分卷，民国间南宁大成 印 书 馆 铅

印，一 册。［３］（Ｐ１９２７）《锅 寄 庐 文 撮》不 分 卷，民 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年）南宁大成印书馆排印本。［２］（Ｐ２０２８）

清末民初，黄诚沅除与其父编修《丹崖诗钞》《武

缘县图经》外，还主编了《隆安县志》《上林县志》，并

参与编纂《广西通志稿》（马君武主持）。

（二）武缘韦氏家族

韦天宝（１７８７～１８２０），字介圭，号纲斋。嘉庆二

十五年（１８２０年）进 士，授 四 川 某 县 知 县，次 年 赴 任

至成都，仅数月 便 病 故。生 平 好 吟 咏，勤 著 述，颇 有

文名。有民本思 想，关 心 民 瘼。三 十 岁 时 曾 受 聘 于

凤山土官。至其地目睹土官奢侈贪婪，不关心政事，

无视民情，特上《凤山救弊条议》，提 出 要 改 革 弊 政，

减轻民众负担，引起土司 不 满；于 是 愤 而 辞 官 回 乡。

著有《斗山书院学规》一卷，《五塘杂记》，已佚。平生

所作诗文由其子韦丰华辑录为《存悔堂遗 集》六 卷，

学使孙钦昂序，现仅存一至三卷。（光绪）《武缘县图

经》载：韦天宝撰《斗山书院学规》一卷。（民国）《武

鸣县志》载：韦天宝著有《五塘杂记》《存悔（晦）堂遗

集》，并存其诗一首：《抵凤署感作》。《三管 英 灵 集》

卷四十五存其诗一首。《峤西诗钞》卷十九存其诗一

首。（道光）《武缘县志》艺文志存其诗两首。

韦丰华（１８２１～１９０５），韦 天 宝 子，号 大 鸣 山 人。

自幼攻读诗文，学有基础。同治五年四十五岁，才得

拔贡。先后受聘武缘等地书院山长，培育众多子弟。

著有《耐园文稿》《今是山房吟草》七卷，１９２６年手抄

本，收入诗歌一千四百多首，约十四万字，１９８８年复

印本，藏于广西桂林图书馆；《今是山房吟余琐记》民

国１５年抄本，藏于广西桂林图书馆。（光 绪）《武 缘

县图 经》载：韦 丰 华 撰《增 修 武 缘 志 草》十 四 卷。①

（民国）《武鸣县志》艺文志存其《黯然吟集序》、《存悔

（晦）堂遗 集 小 序》《熊 公 去 思 堂 记》，并 存 其 诗 十 二

首。

通过对上述二个典型文学家族的叙述与表１中

对１１个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简要胪列，呈现

在我们眼前的是壮族文学家族的较为繁荣的景观。

四 清代壮族家族文学特色

清代壮族文学家族呈现出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

态。十一个文学家族分布于清代广西的桂北、桂东、

桂中、桂南及发展滞后 的 桂 西 地 区，分 布 区 域 较 广，

但又多集中于桂南地区的武缘、上林、宁明等地。清

代，特别是清朝 中 叶，桂 东、桂 北、桂 中 地 区 的 人 口，

汉族占百分之八九十，壮 族 占 百 分 之 一 二 十，桂 南、

桂西仍为壮族大聚居 区。显 然，壮 族 文 学 家 族 大 多

来自壮族聚居区，并多出现在桂南地区，但同为壮族

聚居区的桂西却颇显寂静，仅有 靖 西 童 氏 一 文 学 家

族，可见，壮族文学家族 发 展 不 平 衡，而 这 种 不 平 衡

是与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 平 衡，受 汉 文 化 影 响

先后与影响程度不同相关联的。桂南虽为仅次于桂

西发展滞后的区域，但 因 桂 南 的 经 济、文 化、教 育 发

展起步较早，文化积淀 也 较 为 深 厚。桂 南 地 区 在 宋

代起就已建有九所官学，分别设在邕州、上林、武缘、

宾州等地。到明 代，桂 南 地 区 官 学 数 量 增 至１８所，

首次出现书院，共建有 书 院２４所，并 且 其 发 展 速 度

超过了广西其他地区。清 代，桂 南 地 区 的 府 州 县 官

学增至２３所，书院增至１０１所。教育的发展必然会

促进桂南地区文学事业、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所以

壮族文学家族多出现在桂南地区。而桂西在广西属

于多山少平地，经济欠发达的区域。在清代之前，桂

西壮族聚居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都相对滞后。

到了清初，壮汉杂居的东部地区 和 壮 族 聚 居 地 区 的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呈扩大趋势，东部发展与

汉族地区水平相近，而西部地区仍然落后，有的山区

仍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４］（Ｐ７１４）经济的落后导致文化

教育的相 对 滞 后，在 宋 代 时 期，桂 西 仅 有 两 三 所 官

学，但到了元代又被废止。明代，桂西地区教育状况

随经济发展有所改善，先后建立了７所官学，４所书

院。落后教育的阻碍了 文 明 的 发 展 步 伐，在 文 学 创

作方面，桂西地区仅到了明代才 有 文 人 文 学 创 作 出

现。清代，随着移民屯田实边，“改土归流”等政策在

桂西地区的实施，促进 了 社 会 生 产，桂 西 地 区 经 济、

文化有了很大改观。经济的发展为桂西壮族聚居地

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桂西地区先后建立

了官学１７所，书院２２所，义学、社学４０所左右。随

着各类学校的普遍设置，桂西地 区 也 逐 渐 出 现 了 一

批颇有影响的壮族作家，更是出 现 了 童 氏 兄 弟 二 人

这样的文学家族，但是 与 经 济、文 化、教 育 发 展 起 步

较早的桂南地区相比，桂西仍较为落后。

① （光绪）《武缘县图经》卷七，民国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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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壮族家族文学也呈蓬勃发展景象，但

与同时期满蒙八旗家族 文 学 相 比，却 不 及 他 们。自

清军入关 以 来，满 族 家 族 文 学 迅 速 发 展，先 后 共 有

８０文学家族出现，［５］这些家族多以科举入仕，家学渊

源深厚，著 述 颇 丰。满 族８０文 学 家 族，共 涉 及２７２

位作家，其中有２１位女性 作 家，存 世 诗 文 别 集 三 百

部之多。从构成类型上划分为祖孙型、父子型、婆媳

型、夫妻型、兄弟姐妹型以 及 多 元 混 合 型，并 且 这 些

家族历经数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人数越来越多，

流传于世 的 诗 文 集 也 更 为 丰 富，如 完 颜 氏、索 卓 络

氏、佟氏家族、于氏家族都为满洲文学家族中支系庞

大的世家大族。清代八旗蒙古文学家族诗文创作呈

现出繁荣的态势，涌现出一大批学养深厚、精通汉文

的家族 文 学 士 子，传 世 的 诗 文 别 集 有 四 十 五 部 之

多。［６］而在壮族 文 学 家 族 中 除 上 林 张 氏 家 族 和 武 缘

黄氏家族历时较久，历经 数 代，一 门 数 人 外，其 他 家

族构成类型皆为兄弟型、父 子 型，一 门 两 人 或 三 人，

也没有女性作家出现。可以看出壮族文学家族从数

量、历时、诗文创作数量上都显得很是单薄和脆弱。

壮族家族文学与同时期云南受汉文化儒化较深

的少数民族白族、纳西族、彝族相比却较为繁荣。有

清一代，白 族 有５个 文 学 家 族：太 和（今 大 理）赵 氏

（赵延玉、妻周馥、子杨载彤、弟赵延枢）一家，一门四

人工诗；赵州龚氏一门，龚渤、龚锡瑞父子二人，龚锡

瑞之妻，皆能诗。太 和 杨 氏 家 族 有 杨 晖 吉、杨 师 亿、

杨履宽三人；云南大理师 范 与 子 师 道 南，父 子 二 人；

太和张国宪与子张辅受，父 子 二 人。清 代 纳 西 族 仅

有云南丽江桑氏（桑映斗、桑炳斗、桑 照 斗）三 兄 弟，

皆能诗，以桑映斗为代表。清代彝族有３个家族：贵

州威宁安履贞、安履泰兄 妹 二 人；云 南 姚 安 高 奣 映、

高厚德祖孙二人；贵州毕 节 余 家 驹、余 珍 父 子 二 人。

在白族、彝族文学家族中出现了女性作家、夫妻皆能

诗的现象，这是在南方少数民族文学家族中罕见的。

总体而言，与壮族文学家族相比，云南白族、彝族、纳

西族在家族数量及诗文创作方面的成就，稍显单薄。

总之，清代壮族家族文学虽不及满 蒙 八 旗 家 族 文 学

繁荣，但在清代南方少数民族中较为突出，它不仅影

响和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 发 展，而 且 活 跃 了

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天地，丰 富 了 南 方 少 数 民

族文学宝库。

五、社会经济发展及汉文化传播对

清代壮族文学家族的形成之影响

清代壮族文学家族的发展离不开壮族地区经济

文化的发 展 和 少 数 民 族 与 汉 族 之 间 文 化 交 流 的 加

强。明清时 期，壮 族 地 区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较 为 迅 速。

“改土归流”的实施，鼓励垦荒和轻赋税政策的实行，

学校教育的普及，中原汉族南迁 带 来 的 先 进 生 产 技

术，都促进了壮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清初，统治者在 壮 族 地 区 实 行 大 规 模 的 改 土 归

流，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壮族人民生产生活的

积极性，农业、手工业、商 业 贸 易 都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发

展和进步。清统治者一方面鼓励开展屯田、垦荒，另

一方面兴修水利，改善 灌 溉 工 具。统 治 者 对 农 业 的

鼓励政策，促进了农业 生 产 的 发 展。耕 地 面 积 的 扩

大和灌溉的便利，有力地促进了农作物生产，保障了

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业 的 发 展，壮 族 地 区 的 手 工 业

也获得了较大发展，手 工 纺 织 业、采 矿 冶 炼 业、陶 瓷

业等其他手工业都呈 蓬 勃 景 象。农 业、手 工 业 的 发

展促进了壮族地区社会经济的 发 展，商 业 也 伴 随 经

济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商业的发展主要是在

各州县都形成了一些圩市，如东部地区出现了贺州、

藤县、浔江等大的圩市，成为货物的集散地。商品经

济的发展，为汉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到清中期，壮族地区的 政 治、经 济 发 展 都 达 到 鼎 盛，

这为文化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明王朝定鼎金陵后，明太祖朱元璋就强调“治国

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便“诏天 下 府 州 县 皆

立学”。① 明 统 治 者 还 采 取 了 一 些 特 殊 政 策 来 保 护

土著子弟 求 学，如 优 待 在 学 生 员，保 护 土 著 士 子 入

学、充贡、应举等。在这一时期，府、州、县学获得了

较大发展，据《广西通志·教育志》统计，明代广西共

有６９所府、州、县 学，其 中 有２４所 是 在 明 代 先 后 创

办的，其他为复兴以前各朝设立的学校。［７］（Ｐ６３）与以前

各朝相比，明代府、州、县 学 设 置 的 最 大 进 步 是 在 桂

西壮族聚居地区设立了官学，为 清 代 学 校 教 育 的 进

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清代从康熙起便设立各类学

校，除府、州、县 学 等 学 校 还 增 设 了 厅 学。这 一 时 期

在壮族地区共设 置 府、州、县 学８６所，其 中８４所 在

今广西 境 内，２所 在 今 云 南 文 山 境 内，有６９所 是 兴

复前代，１６所 为 新 办。［７］（Ｐ６４）新 办 的 学 校 基 本 在 壮 族

聚居地区，学校普遍建立，改变了壮族地区文化教育

的面貌，推动了汉文化的传播。

书院为唐 代 以 后 汉 文 化 教 育 与 传 播 的 重 要 机

构，它是较之府、州、县学更为自由的文化传播方式。

清初，统治者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书院的发展遂陷

入沉寂状态。但随着统 治 秩 序 的 日 趋 稳 定，统 治 者

对书院的禁令逐渐取消，清廷也 开 始 利 用 书 院 为 朝

廷服务，以之为文化与 舆 论 传 播 的 重 要 基 地。雍 正

① （清）张延玉等：《明史·选 举 制 一》卷 六 十 九，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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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清政府谕知各省设立书院，从清乾隆八年到

光绪三十年的１６１年里，桂 西 壮 族 聚 居 地 区 先 后 建

立了秀阳、云峰、仕城、道南、毓秀、镇阳、经正、鹅城、

崇正（２所同名，均在今田阳县）、云麓、南阳等１２所

书院。［７］（Ｐ７８）至清末，但凡有壮族聚居的地区均有了书

院。统治者不仅对书院有经费供给还规定山长的聘

请必须讲究真才实学，《清史稿·选举志》云：“各 省

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初于省会设之。世祖颁给

帑金，风厉天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

行修之士为 之 长，秀 异 多 出 其 中。”①龙 州 同 风 书 院

院章中规定：“延请山长无论本省、外省、并无论贡生

举人进士，必 须 明 经 修 行，品 学 兼 粹 可 为 经 师 人 师

者，由道备关礼延主讲。”［７］（Ｐ７９）在书院中还制定了学

规、院规，对生徒进行严格的管理。对山长的选聘及

对学生的严格要求等政策都为书院的正常运行发挥

了很大作用。壮族聚居地 区 的 书 院 建 立，不 仅 对 壮

族地区的文化教育面貌产生了深 刻 的 影 响，而 且 还

推动了壮族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明清统治者除 了 重 视 府 州 县 学 及 书 院 的 设 立，

还重视社学的设立与发展。明洪武八年诏令天下立

社学，弘治十七年，又“令各府、州、县访保明师，民间

幼童十五以下者，送社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清

王朝亦三令五申，广置社学，顺治九 年 令“每 乡 置 社

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之，补充社学”。雍

正元年，又“定各州县设 立 社 学、义 学 之 例。旧 例 各

州、县于大乡巨镇各置社学，凡近乡子弟年十二以上

二十以下 有 志 学 文 者 令 入 学 肄 业”。［８］（Ｐ２９３）在 统 治 者

三令五申 下，社 学 如 雨 后 春 笋，层 出 不 穷。壮 族 地

区，最早的社学是由崇善知县陈维 德 于 明 洪 武 二 十

八年兴建的。据不完全统 计，明 代 壮 族 地 区 共 兴 建

有社学９５所，清 代 建 有３６所。清 代 社 学 兴 建 数 量

虽不及明代，但从分布范围来看，清代较明代有所扩

大，如在马平、柳 城、及 忠 州、归 德、果 化 等 土 州 都 新

建有社学。社学为科举考 试 的 预 备 学 校，为 壮 族 地

区培养了不少人才。

清代，壮族教 育 的 发 展，还 表 现 在 科 考 中 第 上。

随着土司制度时期学校的普遍建 立，科 举 在 壮 族 地

区也日益得到重视。明代，在 广 西 地 区 科 举 取 士 方

面，有一定的名额保障。到了清代，科举在壮族地区

比明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土司子弟 科 举 应 试 受 到 朝

廷的保护和提倡。据《清实录》记载，早在雍正八年，

已有“广西土官、土目子弟”，“俱应童试”的规定。嘉

庆九年底，又令军机大臣通知广西 巡 抚：“土 民 等 读

书应试”，“不准土司阻抑”。次年又谕内阁：“嗣后退

种土司良田之正民、杂民，准其呈明应试。”清代科举

基本上应袭明代旧制，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在乡

试之前有预备考，即士子须经过童试录取为生员，才

能取得乡试的 资 格。［７］（Ｐ６８）清 代 壮 族 文 学 家 族 成 员 中

大多以科举入仕，１１个文学家族共３３人，其中进士

２人，举人９人、贡生１１人。如上林张鹏展家族，一

门９人中，１人进士，５人举人，２人为贡生。平南黎

氏家族中，黎建三父子 均 为 举 人，其 叔 父 是 举 人，祖

父和父亲都是贡生，可 谓 是 书 香 门 第。武 缘 韦 氏 家

族，父韦天宝为嘉庆间进士，子韦丰华为贡生。清代

壮族文人重视家学，在科举制度的保障下，他们寄希

望于科举中第，使家族的仕途命运长盛不衰，由此可

以看出清代科举制度对壮族文人文学的促进作用。

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出现标志着壮族文人

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 段，达 到 了 一 个 新 的

高度。清代壮族文学家族的出现是汉文化传播的产

物，在文学家族中有一些人曾做过书院山长，如张鸿

翮、张鸿（慧羽）、黄体正、黎建三、黄彦坊、黄焕中等，

他们为壮族地区汉文学的传播 做 出 了 重 要 贡 献，他

们不仅在古代壮族文人文学史 上 占 有 一 席 之 地，还

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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