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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黄勋拔

序一 ·1·

新编《高要县志》(以下简称《高要县志》)经过修志工作者十年的精心编

修，已经呈献在读者面前，可喜可贺。

高要县建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因有羚羊峡(又称高峡山)踞高

扼要而得名，至1993年撤县设市，历经两千余年。这期问，建制多次变更，地

域几经幺．己。但高要一名，一直沿用至今。高要历代均为州府所在地，元、明、

清以至民国，曾为王府、总督府及公署之驻地，名著史册。

高要县“"-3西南之要冲，扼两广之咽喉”，是一个历史悠久、位置重要、交通

方便、物产丰富、颇有特色的名县。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幸作为《高要县志》的第一批读者。拜读之后，甚有

教益。它内容丰富，资料具体，选材得"-3，编排合理，文字朴实，是一本编得较

好的县志。它给我印象较深的，有如下四点：

． 一、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了高要历史上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如宋康

定元年(1040年)包拯主政端州；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两广总督府从梧州

迁肇庆(直至乾隆十一年迁广州，历时182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明桂王

朱由榔在肇庆即位称永历帝，组织军民抗清；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意大利

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到肇庆传教；20世纪20年代高要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

广东最大的水上木构建筑遗址——茅岗遗址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发现，等等，这

些，都反映了高要县重要的政治地位，说明高要是古代岭南文化较发达的县。

二、内容实事求是，不掩过，不溢美。对解放后的一些工作缺点，如在反右

中错划右派100多人，1955年白土镇出现非正常死亡事件，大跃进中大刮“共

产风”和“浮夸风”导致出现“水肿病”，反右派反瞒产中错误处理一些干部等

等，都如实记述；对解放前民国政府的一些成绩，如修堤围、修公路等等，也没

有抹煞。这种“以真实、准确为本”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三、对于改革开放的记述，比较充分。如对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实行，农业专业化、基地化、商品化的发展，工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国营商业

t【I}}I■■1，＼



·2· 序一

的各种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供销社

的体制改革、经营管理改革等，都联系高要实践，作了如实的记载。时代特征

比较明显。

四、较好地反映了高要的特点。它没有设什么-9众不同的篇目，也没有将

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小类“升格”为“大类”，却能在通用的篇目下把高要的特点

写出来。如第六．章农业中的“农业所有制和经营体制”、“农业布局”、第八章第

二节“水产”、第九章“水利”等，是各地都有的通用篇目，但<高要县志>却写出

自己的特色来，说明资料挖掘得比较深。

当今世界，信息是重要资源，具有丰富信息源的<高要县志)，对于总结经

验、探索规律、领导决策、工作查考、历史研究、开展爱国爱乡教育，必将起重要

的作用。<高要县志>也是让世人了解高要、让高要走向世界的很好的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高要县各方面的工作突飞

猛进。1992年，高要县被列为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1993年撤县设市，

结束了高要县2104年的历史。<高要县志>为高要县的历史作了一个总结，打

上一个句号。展望二十一世纪，高要市必将更繁荣、更昌盛。

在<高要县志>出版之际，谨向为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志界同仁以及所有

参与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一九九六年七月

(作者是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中山大学

信息管理系、历史系客座教授)

j-，．．，．0i■，

I|√。1√，．1】—●，Jj)、I叫r_11●F'j

I．1-■_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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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黄平方

序二 ·3·

盛世兴修志，俊贤重文明。古者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

为鉴”之说。

高要设置县治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至今已有逾两千年

的历史。高要大地孕育过不少古代文明，也创立了无数现代文明。虽经历代

兵戎和商贾钓变化，高要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足可体现它地位之重要，

影响海内外之深远。高要向有修志传统，高要县志的纂修，始于明成化、嘉

庆、万历、崇祯年代之间， 目前所保存的<高要县志>以清康熙十一年

(1672年)至十二年高要知县谭桓聘请县人黄凤祯等人修纂的26卷本为最

早。此后，有道光三年(1823年)至五年知县韩际飞、叶承基主持修纂的

23卷本，有清咸丰九年(1859年)县人黄登瀛续修的卷一、咸丰十一年至

同治二年(1863年)知县吴信臣续修的卷二、光绪八年(1882年)县人陈

培桂、黎存珙等续修的卷三，有上承道光年间县志、下限至宣统三年(1911

年)的26卷本，有民国24年(1935年)至36年的23卷本，此外有光绪本

县乡人黎文锦编纂的11章<高要乡土志>，共五套县志和一套乡土志。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高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开了历

史的新篇章，广大干部群众意气风发、热情奔放地投身伟大的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的巨大进步。为纪录在伟大

历史变迁中各方面的卓著成就，刻印勤劳智慧的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光荣业

绩，从1985年开始，高要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发动熟悉情

况的各界人士，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新县志编纂工作。历时10年多的艰苦努

力，几经反复琢磨修改，现在终于成书问世了。这部新县志，坚持党的指导

思想的理论基础，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有对旧县

志的合理继承和综合扬弃，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高要人民勇于开拓的新风

貌。本书记述时限至1993年9月28日高要撤县建市为止。它萃集了高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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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社会变革、民俗风情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对外交往等

多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为当代和后人研究高要提供了翔实而系统的资料。毫

无疑问，这是高要文化建设的一桩盛事。愿它的问世。对激励我们挺进珠三

角、开创新佳绩起到重要作用。

祝高要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如El中天、灿烂辉煌，祝高

票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如骏马奔腾，气势磅礴!

(作者是中共高要市委书记)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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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l·

_、本志的体栽为记、志、传、图、表、录并用，采用编、章、节编

排，共为7编39章167节。

， 二、本志上限不作严格要求，一般起自建县初或事物的发端，下限迄至

1993年，极少数截至其他年份。

三、本志除引文外，一律使用语体文、记叙体。在写法上采用横排竖

写、纵横结合的方法，力求经纬有序，条理分明。

四、本志的“解放后”是指1949年10月18日本县解放后。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简称“建国后”，之前简称“建国前”o

五、本志称谓：政区、机关、职官和地理名称，均系当时习惯称呼。80

年代后的地名以1981年7月高要县人民政府编印的<高要县标准地名录>

为准。计量单位和符号，建国前一律按当时习惯用法，建国后按1984年国

务院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

六、本志统计数字原则上以县统计局公布的为准，部分数据来自有关单

位的部门志。文中统计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联

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本志不为生人立传，入传者多为革命烈士、已故军政要人、英雄模

范、专家学者、社会名流，以及对历史起阻碍作用的少数人物。人物排列按

其生年为序。革命烈士英名录以其卒年为序。建国后模范人物表按其荣誉称

号获得时间为序排列。

九、历史纪年用帝号纪年，同时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中共高要党组

织领导的活．动及建国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20年代、30年代、40年代

⋯⋯，均为二十世纪的年代。
。

十、本志材料来自省、市、县档案资料，正史，旧志，家谱，有关报

章、专著，本县各单位部门志，以及有关人士回忆录。资料多经考证筛选，

力求翔实。为节省篇幅，均未注出处。

．十一、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一般按现行行政区域记述，对肇庆市则记述

到1961年县市分家为止，对广利、永安、沙浦三镇则记述至1988年划归鼎

7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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