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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书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等形式，按篇、

章、节、目编共 8 篇 43 章 113 节 14 目 。 其中。既述~ {大事记》 未

列入本志的序列 。 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休。

二、人物篇分传、表两种形式。 根据"生不入传"的原则，入

传者以对社会和本村有较大贡献并有一定职务、学位的已故本村籍

人士，外籍人士适当录入;入表者为烈士，村(大队)以上干部，

国家公务员，原全民所有制(含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小学以

上正式教师，技术人员，部队志愿兵以上干部、职工， 2000 年前中

专以上院校毕业生， 2000 年后大学专科以上毕业生，嫁入本村副科

级以上干部，本村外出经商办厂优秀企业人士以及对黄岭公益事业

做出较大贡献的有识人士、港、澳、台、华侨、华人等等。

三、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休。

四、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以黄岭有人居住，下限

2011 年(部分统计数字至 2008 年) 。 有关政治、经济、文化、人物

以及地理环境、乡土风情、自然景观有关情况。

五、本志史料来自 《龙川县志》、 《丰栓镇志~ (油印稿)、各姓

氏族谱和有关人士回忆录以及村内现有资料。 对其中材料均经鉴别

后载入，一般不说明出处，个别不写名字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朝代纪年并用括号加注公元年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建国后"，以公元纪年。 文中"建

国前"、"建国后"、"解放前"、"解放后"均以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

中国成立为界线。

七、公历、年代和有统计意义的计量数字，均用阿拉伯字，度

量衡以市制单位为主，有的用公制。

八、附录资料，均由专访、传记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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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有关部门和干部群众的通力协作下，在外出干部和经商办

厂老板们的大力支持下，经编寨人员的辛勤努力， {黄岭村志》终于

脱稿成书了，这是值得黄岭人民可喜可贺的高兴之事。

国家历代有史，各地有志 。 黄岭自落居五百多年来首次编志，

记载黄岭地理与人文，是我们的光荣使命。

黄岭山青水秀，人杰地灵，是历代的"文化之乡"。 村内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黄岭人民勤劳勇敢、纯朴诚

实，为建设文明、富庶、繁荣的新黄岭，披荆斩棘，艰苦奋战，代

代相传，不断谱写着历史新篇章。 把这些历史载入村志，将会流芳

百世，传承万代;对激励子孙，启迪后人，继承历史，开拓未来，

振兴黄岭各项事业，促进文明进步有着深远意义。

《黄岭村志》广征博采、精心编篡、内容丰富、史料真实、语言

规范、图文并茂，同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 它的出版，将让黄岭

子孙更加了解自己的家乡，从而激发热爱黄岭，建设黄岭的热情。

值此新编《黄岭村志》出版之际，谨向本书编篡作出贡献的单

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谨序。

黄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叶汉基

2014 年 12 月

序



序 我出生于黄岭 ， 但 13 岁即外出求学 ， 大学毕业后，工作在外地。上

世纪 70 年代后 ， 父母以及弟妹均到我工作的城市工作生活 ， 加之公务纷

繁， 甚少回乡，以致对黄岭的过去了解甚少 ， 当出生于惠州的儿辈问起家

乡的历史时尤觉不安。 2008 年归故里扫墓，同族人谈起黄岭的往事，总

觉得应有一部村志以示后人，遂与桂发、中全、叶虔、文新、细廉、月如

诸兄弟商议，决定由桂发兄牵头 ， 搜集资料 ， 撰写债岭村志》 。 经两年

努力撰成总稿送我过目 ， 我大喜过望 ， 捧着厚重的志稿 ， 心潮起伏，如渴

吸吮。 脑中对故里的发展变化遂有了一个较深的印象。 众人推我为志写

序 ， 我踌躇难决， 思之良久，总觉众望难违， 也就应允。

黄岭昔为荒山野岭，方圆 1 4 余平方公里，由于黄土裸露，故名黄

岭。 早在五六百年前即有王、蓝、马、李、谢姓在此落居，但人数甚少

自叶氏族群移居至此，越五百年，遂成秀丽村庄。 沧海桑田 ， 黄岭人在此

繁衍发展， 经济崛起 ， 人丁兴旺，还养育出了许许多多政界、学界、商界

精英 ， 使黄岭独秀于县乡，故有云 "黄岭好水口 ， 秀才多于狗。" 是黄岭

村志》的编撰人，历尽艰辛，搜集资料 ， 考证史实，伏案其中，不负众

望 ， 把黄岭五百年历程，一网尽收于尺幅之中 ， 汇于一书册之内。 山川人

物、风土人情 、 兴替变革、经济文化，一一尽展于后人眼前 ， 也使黄岭人

坚韧不拔、重文厚德、亲宗睦邻、清白传家的精神，浸淫其中 。 村志一

修 ， 使人不忘乎本末， 居于黄岭之人心怀自豪 ， 精神振奋; 走出去的人寻

根认祖之心更切 ， 此志对故里的精彩呈现让他们更加眷顾，无论身在何处，

贵在何方，都割舍不了对桑梓的情怀。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 环山之水必有

其源。 只要翻开这本贯通五百年的(横岭村志~，哪一位黄岭人不会热血沸

腾 ， 精神振奋?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 目的在于"便于交往 ， 促进族谊，

不忘祖先的功德与良训"。 志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有资政育人的重要

作用 。 我们要善于运用这些志 ， 发挥志的作用 ， 以史为鉴，把家园建设得

更好。 我们回顾历史 ， 见证历史 ， 也创造历史。 这是我们的缘分，也是我

们的机遇， 我们要把黄岭的历史写下去 ， 写得更光辉灿烂。 我们也寄希望

于后人， 继续弘扬一丝不苟、严谨治志的精神 ， 记载好黄岭的历史，让黄

岭人的精神家园永不荒芜。

行文至此， 不禁乡思柔绵 ， 对故乡眷恋之情难以自已，遂成一诗以抒怀。

拓土黄岭五百年，一脉斯文长续延;

金鸡犹唱司晨曲，进士第巢旧时燕。

全风玉露沐神州， 1:齐辈追梦敢争先;

乡中子弟多才俊，纵浪大化史无前。

惠州市委原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市政协主席 叶月坚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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