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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中共南雄县委办公大楼。座落在县人大、政协办

公大楼后面，：赶成殿右侧。

阁六南雄县人大常委舍、县政协办公大楼。座落在政

府大楼右侧，县委大楼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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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黄 永 东

《南雄政权志》经修志同志两年编写，三易其稿，在多方协助下，
●●●●⋯●●●●-●●●●●⋯●●●●●●●●●●●●●●●●●●●●●⋯●●●●●●●●●●●●●●●●●●●●●●●●●●●●●●●●●●●●●●●●●●●●●●●●●●●●●●●●●●●●●●●●●●●●

终于在计划编写的四十多个专志中率先出版了。●⋯⋯●⋯●⋯●⋯●●●⋯⋯⋯●⋯●●⋯⋯Q ⋯●⋯⋯●●⋯⋯●⋯●⋯●●⋯●⋯⋯●

南雄县自唐光宅元年建置，迄今1 3 o 0多年。《政权志》本着详
●●●●●●●●●●●●●●●●●●●●●●●●⋯●●●●●●●⋯●●●●●●●●●●i●●●●●●●●●●●●●●●●●●●●●●●●●。●·●●●● 。●●●●●●●●●●●●●●●。●●●●⋯‘●●’●●●●

今略古的原则，对l 3 o 0多年政权历史，主要是宋以来的历史，记
⋯●⋯●⋯●⋯●⋯●川●⋯●⋯-⋯●⋯●⋯●⋯●⋯●⋯●⋯●⋯●⋯●⋯● ⋯●⋯●⋯●⋯●⋯●⋯●⋯●⋯●⋯●川●川●⋯●

述比较完整系统。此举来之不易。清道光四年以后，南雄中断修志凡
●⋯⋯●⋯●⋯●⋯●⋯●●●●●⋯●⋯●⋯●⋯●⋯●⋯●⋯●⋯●⋯●⋯●⋯●⋯●⋯●⋯●⋯●⋯● ⋯●⋯●⋯●⋯●⋯●⋯●⋯●

l 6 0多年。清末民初，南雄几遭兵燹，近百年的档案史料荡然无
⋯●⋯●．．．●⋯●⋯●川●⋯●⋯●⋯●●●●●．．．●⋯●⋯●⋯●⋯●⋯●●川川●⋯● ⋯●川●⋯●⋯●⋯●⋯●⋯●⋯●⋯●⋯●⋯●

存。幸得县修志人员的努力，以大海捞针的精神，搜集了大批宝贵史
⋯●⋯●⋯●⋯●⋯●⋯●⋯●⋯●⋯●⋯●⋯●⋯●⋯●⋯●⋯●⋯●⋯●⋯●⋯●⋯●⋯●●⋯ ⋯●⋯●⋯●⋯●⋯●⋯●⋯●⋯●

料，尽一切努力填补近百年史料的空白。这是南雄修志工作的一大贡
⋯●⋯●⋯●．．．●⋯●⋯●⋯●⋯●⋯●⋯●⋯●⋯●⋯●⋯●⋯●⋯●⋯●⋯● ⋯●⋯●⋯●⋯●⋯●⋯●⋯●⋯●⋯●⋯●⋯●⋯●

献，也是《政权志》能贯串古今的基本条件。
●●●●●⋯⋯●●●⋯⋯⋯●●⋯●⋯⋯●⋯●⋯●●●●●⋯●⋯●●⋯⋯●⋯●⋯●⋯●⋯●

《政权志》如何反映各个历史时期政权的性质和职能，编写的同
⋯●⋯●⋯●⋯●⋯●⋯●⋯●⋯●⋯●⋯●⋯●⋯●⋯●⋯●⋯●⋯●．．．●⋯●⋯●●⋯⋯●川●⋯●●川 ⋯●⋯●⋯●⋯●

志没有另立章节论述，而是寓于《概述》、《大事记》以及行政机构设
⋯⋯⋯⋯．．-⋯⋯⋯⋯⋯⋯⋯⋯⋯⋯⋯⋯●⋯⋯⋯⋯⋯●⋯-●-⋯⋯．．．⋯．．．⋯⋯⋯⋯⋯⋯．．．⋯⋯⋯

置之中。这样写，符合修志“述而不作矽的原则。用事实说话更能使
●●⋯●●●⋯●⋯●●⋯●．．．⋯●⋯●⋯●⋯●⋯●⋯●●川⋯●⋯●⋯●●⋯●⋯⋯●⋯●⋯●●⋯ ●⋯●⋯⋯●⋯●●●●●⋯●●．．．●⋯

人看出问题的实质，更能使人信服。如从机构设置中可以看出政权的
●⋯⋯●．．．●⋯●⋯●⋯●⋯●⋯●⋯●⋯●●⋯⋯●⋯●⋯●⋯●⋯● ⋯●⋯●⋯●●⋯⋯●●⋯⋯●⋯●⋯●⋯●●⋯⋯●⋯●⋯●

职能与效率，从旧时官员的频繁变动中可以看到当时政权的动荡等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这
．．．●●●●●●●⋯⋯⋯●⋯●⋯●⋯●⋯●●●⋯⋯●●●●●川⋯●⋯●⋯●⋯●⋯●⋯●⋯●⋯●⋯●⋯●●⋯⋯●⋯●⋯● ⋯●

． 一章记述较详，较好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人民政权的特色。在相当长
r⋯●⋯●●，●●⋯●●●●●川●⋯●⋯●⋯●⋯●⋯●●●⋯⋯⋯●⋯●⋯●⋯●●⋯●⋯⋯●⋯●⋯●IIDII,IDO川●⋯●●●●● 川●⋯●●⋯⋯●

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一个不断总结、不断完
⋯‘⋯。⋯’。’’’⋯’⋯’’’。‘⋯。⋯’⋯’。⋯。’⋯⋯’⋯⋯’。’!’⋯’’⋯⋯。⋯。‘⋯⋯。‘。。’⋯‘。’。。’’’’’⋯⋯‘‘⋯。⋯

善的过程。人大活动记述详细一些，．对今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
⋯●川●．．．●⋯●●⋯●⋯⋯●⋯●⋯●．．．●．．-●⋯●⋯●⋯●⋯●⋯● ⋯●⋯’●．．．．．．●⋯●m●⋯●．．．●．．．●⋯●⋯●．．．●●川⋯●

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史料。 ．：

此《政权志》的成书，实赖于《政权志》编纂领导小组的同志和县
‘ ⋯●⋯●●⋯⋯●⋯●⋯●⋯●⋯●-．．● ⋯●⋯●⋯●⋯●⋯●⋯●⋯●⋯●⋯●⋯●．．．●⋯●⋯●⋯●．．．●⋯●⋯●●⋯⋯●

j。志办、’档案馆的同志通力协作，紧密配合，志稿始成。应该向这些同
⋯●⋯●．．，●⋯●●●⋯．．．．．．●⋯●⋯●⋯●⋯●⋯●⋯●⋯●●⋯⋯●⋯●⋯●⋯●⋯●●●●●●●●●．．．●⋯● ⋯●⋯●⋯●⋯●⋯●⋯●

●

●

-志表示谢意。i一．．j ．．．_
·

． ～． 。．， ， ，

●●●●●●●●-●⋯●●●●●●●●●●●

由于大家对修志是初次接触，加上文献不足，杂芜冗蔓，错漏难
⋯●⋯●⋯●⋯●●●⋯●⋯⋯⋯●⋯●⋯●⋯●⋯●．-．●●⋯⋯●⋯●．．．●⋯●⋯●⋯●●⋯⋯●⋯●⋯●⋯● ⋯●●9⋯．．．●

兔，惟寄厚望于读者诸君，裨补缺漏，批评指正。。’．．”．
⋯●⋯●⋯●⋯●●●●●⋯●川●●●⋯⋯⋯●⋯●●⋯●⋯●⋯⋯●●⋯川●⋯●⋯●●●⋯●●●●●●●

、‘



凡 例

一、本《政权志》分为4章1 5节，记述内容包括行政区域以及

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政协，至于司法机关、军事机关虽属政权范畴，

因已另立专志，故本志不记。

二、时限。南雄县于唐光宅元年建置，初名浈昌。宋仁宗天圣元

年改名保昌。清嘉庆十二年改南雄府为直隶南雄州，裁去保昌县。

中华民国元年撤州设南雄县。在清嘉庆十二年至宣统三年的l 0 4年

间，县为州替代，故记州之事，以上下连贯。本志上限为唐光宅元

年，下限至l 9 8 7年底本志脱稿时止。

三、对政权机构的记述，本略古详今原则，古代按旧志只作简明

概述，重点记述民国以来的政权机构状况。

四、职官。清道光四年以前悉从旧志，仅录知县、县丞、县尹、

知州、州同。道光五年至宣统三年的职官，无完整史料，从历史档案

中查找填补，仅录知州一员。民国期间仅录县长(知事)。建国后，

则录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县长、副县长、人民委员会委

员，政协主席、副主席、常委。

五、《大事记》记政权建设方面的大事，按详今略古原则和现有

资料状况，重点记述中华民国以后的大事，包括政权更替，主要行政

机构置裁，行政区域变迁，县级主要行政官员的任免，有关政权建设

重大改革以及政权机关发生的重大事件等。

六、本《政权志》资料均来自省、市、县“三馆"(档案、图书、

博物)档案文献资料，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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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南雄县自唐光宅元年(6 8 4年)建置至清末，凡1 2 2 8年，

历6朝7 7代。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南雄地处粤赣边区，为南

北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王朝均很注重南雄政权，派能员充

任知县。政权机构则历代相沿，基本不变，以敛赋守御为要务，地方

建设无足道。唯以北宋天禧知县凌皓，明洪武知县岑仁忠，清嘉庆知

州罗含章等倡建农田水利，颇有成效，均载于旧志。

中华民国时期，连年战争。南雄兵事频繁，县政权一直处于动荡

之中，官员频频更替。自民国元年至3 8年，历时4 5 3个月，县长

(知事)凡5 6任，5 5人(有一人复任)，一任平均只有8个多

月。任期最短的是1 9 2 5年莫开瑶(署理)，任期仅l 8天。任期

最长的赵沛鸿，从l 9 4 0年到l 9 4 5年，头尾6年实任5 7个

月。其次是姚之荣，从l 9 3 2年到l 9 3 6年，头尾五年实任5 1

个月。这5 6任县长(知事)中，唯姚之荣利用全面抗战前政局比较

稳定的时机，注意发展地方经济文化建设，颇有建树，如扩建雄城马

路，开筑雄余、雄信公路，发展地方工业，振兴南雄中学等。这个时

期曾被称为民国时期南雄之“黄金时代"。其余各任政绩甚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南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 9 2 8

年2月举行武装暴动， 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和4个区苏维埃政府，

l 2 0个乡苏维埃政府，5万多农民投入土地革命斗争，气势磅礴，震

撼粤赣。同年3月，苏维埃政权在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下而失败。

这个时期的人民政权，存在的时间虽很短，但影响深刻，意义重大。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崭新的人民政权，1 9 5 4年举

行第一届普选，召开了首届人民代表大会。此后，历届人民代表大会

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组织广大公民参与了国家管理。l 9 8 0年

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常

务委员会，它的设立进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有效地履行

法律赋予的职权，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 ． ；、
．7

。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县

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各种职能部门逐步建立，不断调整，不断完善。⋯

．1 9 8 4年实行机构改革，注意纠正党政不分和政企不分的现象，克

服官僚主义，使各级行政机关更好地行使宪法赋予的职能，为发展社

，会经济服务o， 一

1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雄县委员会始设于l 9 8 0年。它作为

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发挥其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团结一切

爱国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南雄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应有的贡

人民政权为人民。从1 9 5 5年到1 9 7 9年，凡2 4个冬春，县

人民政府致力于农田水利建设，建成了一批骨干工程，总蓄水量2．1

亿立方米，引水61．2 1立方米／秒，灌溉面积达3 3．2 5万亩，从根

本上改变了南雄干旱面貌，打下了农业发展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特别是l 9 8 4年以来，县人民政府坚持改革、开放，实

行正确施政方针，因地制宜，兴烟富民，并以黄烟为龙头，带动全面

经济繁荣。1 9 8 7年全县社会总产值6 5 9 7 1万元，为l 9 7 4年

的2．2倍(现行价)。1 9 8 7年财政收入为5 0 l 8万元，为l 9

7 4年的3．5 5倍。l 9 8 5年人lU自然增长率下降到4．4 2‰，

2



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教育改革成效显著，

1 9 8 6年被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

南雄政权建设正沿着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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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甏

一、唐至清代 。

唐 ．

’

、’

光宅元年(6 8 4) 析始兴县化南、横山二乡为浈昌县。
E=盈Z
jr-,日

天福八年(南汉乾和元年，9 4 3) 南汉析韶州置雄州，辖

浈昌县。
’ ’

，宋 ．

’

、

’

开宝四年(9 7 1) 贺州道兵马行营都部署潘美征岭南克雄

州，改雄州为南雄州，辖渍昌、始兴二县。

天圣元年(1 0 2 3) 为避仁宗讳改浈昌名为保昌。

’．皇祜四年(1 0 5 2) 知州萧渤筑斗城，为南雄有城之始。

祥兴元年(1 2 7 8) 元师定南雄。
●一
兀

至元十五年(1 2 7 8) 改南雄州为路，保昌县仍属南雄路。

至正十六年(1 3 5 6) 反元起义军陈友谅自立汉王，派平章

熊天瑞攻陷南雄路，部将蔡兴驻守南雄。

至正廿五年(1 3 6 5) 春，明大将军、中书平章政事常遇春

取赣州，，蔡兴以南雄城降于明。’ 、

△ 镇守指挥使王手与率民扩大斗城，筑城3 4 0丈，名为顾城。

明

洪武元年(

4

'
．．

改南雄路为府，保昌县仍属南雄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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