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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城龙虎关那些曾经的历史记忆
□莫志生 文/摄

在桂林，有两座关隘很多人都不清楚，它们一个是桂林北
边兴安境内的严关，一个是桂林南边恭城境内的龙虎关，今天
笔者就跟大家说说南边的龙虎关。

我们先读一下清代恭城县令陶墫曾写龙虎关的一首诗：
“绝壁俯垂渊，龙关跨叠嶂。设岭一千年，万木梃虬枝。”

这首诗把龙虎关的地势险要描述得险峻雄奇，有“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之势，显示龙虎关在军事方面的独特地理优
势。

龙虎关，地处五岭之一的都庞岭南端余脉。位于恭城瑶族
自治县东北部，与湖南永州的江永县粗石江镇交界，是一个有
着 2700 多年历史的边关古镇。古时，与昆仑关、山海关、娘
子关等齐名，属中国十大边关之一。关南有龙头山(亦称天子
坪)，关北有虎头岭，关前有宝塔岭，犬牙岭相错其左，狮子
岭耸立其右，地势极为险峻雄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
词用于此地，确实是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龙虎关西汉时期称
谢沐关(当时的谢沐县县城是现在的湖南江永县管辖的上甘棠
村)，宋朝时期叫荆峡镇，明代称镇峡寨。到南明时才正式更
名为龙虎关。

龙虎关山岭错盘间，由北往南而流的茶江河，依势蜿蜒，
急流飞湍，滔滔不息，啸鸣幽谷。湘桂交界处有山谷长 2000
米，有小径临潭依势而曲盘，更平添几分险峻。当年关门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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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雄奇的兵家必争之地龙虎关，一定有它的传奇故事。

当这些故事与历代的秦始皇、刘邦、李靖、岳飞、文天祥、曹
子建、石达开和白崇禧一干名字相连时，你就可能觉得龙虎关
一定不简单，那些曾经的历史记忆，一下就跳跃到我们的眼
前。且让笔者给你慢慢道来：

秦始皇、刘邦曾染指龙虎关。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以
尉屠睢为主帅、赵佗为副帅，率 50 万大军分五路杀向南越，
占据湘桂边界都庞岭、萌诸岭的九疑要塞和镡城地区的秦军在
龙虎关一带进行了惨烈的厮杀。土著越民，熟知地理，占据龙
虎关，昼伏夜袭，进退自如。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被土著越
民击得“伏尸流血数十万”，主帅尉屠睢阵亡。秦始皇不得不
补充数十万兵力，才于公元前 214 年闯过龙虎关，平定两广
地区和今越南中北部地区。

秦朝灭亡，刘邦建立汉朝，赵佗以广州（古称番禺）为
都，割剧南粤，自称独立王国，与刘邦王朝以五岭南北山麓犬
牙交错为界。到汉武帝时期由于江永龙虎关已属汉军控制区
域，经江华、江永即龙虎关一带的下厉甲将军部队因而没有遇
到干扰敌军，一路进展顺利。汉武帝顺利地收复南粤，统一全
中国。

唐朝大将李靖驻守龙虎关。唐武德四年（ 621 年），唐
朝大将李靖驻师江永黄沙岭（长标岭）、荆峡岭，把守山口
隘、岩口隘、龙虎关（镇峡关、荆峡关），讨伐割据湘州南的
萧铣梁国余部，实现五岭南方划入大唐版图。

宋朝岳飞、文天祥曾在此与匪帮、起义军血战。一是宋开
宝三年（ 970 年），大将潘美南征岭南讨伐刘鋹部，驻师粗
石江白象、龙虎关一带，实现岭南归入大宋版图。二是南宋绍
兴二年（ 1132 年），岳飞举兵讨伐占据道州的曹成匪军，在
龙虎关前与曹成兵血战，岳飞军伤亡惨重。经过激烈战斗后，
岳飞军攻破曹成，入关达贺州桂岭，追剿曹成余部。征战途
中，岳飞于江永龙虎关白象寨设白象营，于江永山口隘、岩口
隘设岩口营，驻兵守关。三是南宋高宗咸淳七年（ 1271
年），广西农民起义军秦孟四攻克江华县、江永县，把守江永
龙虎关、山口隘和江华河路口、大圩鲤鱼塘等关口。咸淳九年
十月，湖南安抚使江万里率提刑文天祥会兵“讨捕”秦孟四，
攻克龙虎关后，一部千余人驻军龙虎关一带的锦堂、桃川、上
甘棠和县城一带，击毙义军首领秦孟四，平定江永、江华两县
义军。

元末瑶民义军以龙虎关为据点，抗衡元军十八载。元末瑶
民起义军邓四占据龙虎关至冷水铺、夏层铺上下甘棠一带达
18 年之久。元朝至正十二年（ 1352 年），邓四率瑶民起义攻
占永明县城后，与攻占永州城的红中军周伯颜部联合，占领道
州城，策应周部进攻衡阳、酃县，震惊朝廷。朝廷诏令甄崇福
元帅率大军镇压，在道州俘杀周伯颜。邓四部队潜入瑶山，
“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在龙虎关一带与元军相持达 18 年
之久。直至明王朝建立后，才投降明朝。

元朝挥师侵占广西，在桂林北关兴安严关受挫后，奇战龙
虎关，入平乐，攻破桂林。宋景炎元年(1276 年)，元将阿里
海牙密谋夺取广西，马暨率兵三千把守严关。元军久久不能攻
下，于是派偏师由龙虎关入平乐，转攻桂林。马暨于是退守桂
林城，苦战了 3 个月，马暨始终不投降，不久桂林城被攻
破。

南明总兵曹子建驻守龙虎关，并在附近建立大本营，也应
验了一句话“得龙虎关者胜，失龙虎关者败”。南明永历九年
(1647 年)，清顺治四年，湖南永州总兵曹子建受朝廷派遣，
统兵万余驻守镇峡寨抗击清军，把其地更名为“龙虎关”。

当时南明永历皇帝巡行桂林，曹子建驻守龙虎关救驾有
功，封为保昌伯。永历二年，曹子建收复永明、江华、道州、
宁远、常宁，然后收复酃县、桂阳州、永州，曹子建晋为保昌
侯。南明皇朝欲“以湖南为六军，经略岭北”，诏令曹子建在
南岭北麓的新田县大冠岭一带修建六军大本营城堡。

南明利用龙虎关隘口有利地形的目的有三：一是可以固守
南岭北麓，确保岭南明皇朝行宫的安全；二是为经略岭北，进

复江南作好先锋队准备；三是能为南明皇朝退居云贵起到后
卫作用。这时的曹子建，财力雄厚胜过朝廷，又得皇帝强军
诏令，信心十足。永历三年，曹子建在据守龙虎关的同时，
部队活动于常宁、道州、郴州、桂阳州之间。十月，清军孔
有德攻至衡州，清将马蛟麟攻道州，曹子建设营迎敌并出白
金二十万，令斩一级将官者赏金一锭，官兵争先杀敌，于是
大破敌军。曹子建乘胜收复永兴、耒阳、郴州、桂阳州。曹
子建因功而晋为永国公，加太子太师。

永历四年三月十九日，永州被清军攻陷。清孔有德军抄
小道直趋龙虎关下，曹子建督军力拒。孔有德收买瑶民引导
清军从山寨后的绝壁暗入关内，顿时惊溃曹子建守军，总兵
向明高、姚得仁战死，士兵战死者一万多人，投降者数万
人。曹子建只身逃脱，收集余众二万人退走灌阳县。南明与
清军的湘桂之战是得龙虎关者得胜仗，失龙虎关者吃败仗。

石达开把持龙虎关数月，为太平天国招兵买马。清咸丰
八年（ 1858 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对天王洪秀全不
满，率部四五万众远征广东、广西及湖南。咸丰九年五月十
日，部下国宗石镇吉部袭克江永县城，消灭城内外地方武装
力量，把守龙虎关、驻军永明达 4 个月之久，在永明募兵
马，筹粮响，修器械，造火药，并以永明为根据地，击败道
州田广洞团勇，攻克江华县城。

八月，石达开部接纳一批由广西入永明的天地会军后经
龙虎关开往宝庆转入广西。清咸丰三至八年，朱洪英率天地
会红巾军先后七次从龙虎关进入永明，攻克县城，与清兵团
勇交战，知县所征粮食尽为红巾军所获。

白崇禧重兵死守龙虎关，妄图阻止红军北上。 1934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由于桂系白崇禧重军死守龙
虎关，红军只能在道州以西的广西全州、灌阳、兴安一带渡
江。就在第二师、第四师渡过湘江，而大部队积聚在湘江东
岸待渡，湘江把红军切成两半的时候，蒋介石下令发动“半
渡而击”的总攻击，发动了惨烈的湘江之战。湘江之战成为
红军有史以来伤亡最惨重一仗，主力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
千多人减到三万多人，作战部队伤亡超过三分之二。这次红
军经道县入广西全州、兴安抢渡湘江损失惨重，也是由于江
永龙虎关及其以南的广西地区均为桂系白崇禧部队重军把守
拦截所致。

抗日自卫队龙虎关抗击日军。 1944 年 9 月 15 日，日
本侵略军 2 万余人袭击龙虎关守军北进永明，经过 5 天的
战斗，日军于 19 日攻下了龙虎关，随后驻扎在清溪、古
洞、小古漯、矮岗、岭源山、廖家岗、矮寨等村。龙虎关附
近锦堂村由 70 余人组成的抗日救国自卫队与日军作战 7
次，打死打伤日军 10 余名，一名大尉被当场击毙。

龙虎关剿匪，痛击国民党残余势力。龙虎关内的桃川保
卫战和剿匪战。 1949 年永明解放前夕，白崇禧组建“反共
救国军第十一纵队”、“湘桂粤反共救国军第十二军”，并
委派原国民党党部书记唐皇从桂林回到永明源口组建伪永明
县政府，妄图负隅顽抗。

永明和平解放后的半月前后，在龙虎关内的桃川区，新
成立的永明县人民政府地方武装、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残军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保卫了新生的革命政权。桃川保卫
战后，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着手开展剿匪行动，至
1951 年 6 月，龙虎关一带的剿匪胜利结束。永明县共消灭
匪首 134 名，匪徒 1305 人，缴获机枪 9 挺，六 O 炮 9
门，步枪 1811 支，手枪 323 支，手榴弹 147 枚、子弹
41900 余发，电台 2 部。

以上十件大事，说明龙虎关真的为历代兵家必争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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