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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乐昌县志》出版了．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喜事。县志编纂委员会委

托我为之作序，作为一方公仆，我感到义不容辞。捧读文稿，欣然命笔，以示

庆贺。

修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修志是为了经世致用，达到“资

治、存史、教化”的目的。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辉

煌的成就，均赖史志世代延续。县志为后人展示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书

写了一部部劳动创造世界的篇章，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从明万历十四年(1586)到民国20年(1 931)，乐昌先后编修了六次县志，此

后县志编纂中断了半个多世纪。今逢盛世，记述乐昌沧桑巨变史实的任务，就

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1985年8月，中共乐昌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十分重视《乐昌县志》的

编纂工作，把它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工作来抓。县成

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有中共乐昌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领导成

员参加，由三届县长先后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组

织指导编写专业志的基础上，抽调人员组成《乐昌县志》编辑部，具体负责县

志的总纂工作。在省、市主管部门和省内外专家的精心指导’下，县志办、县志

编辑部和全体修志工作者呕心沥血，经过七年多的时间，几易其稿，终于成书

出版。这是乐昌“七五’’计划期间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借此机会，我谨

向为新编《乐昌县志》作出贡献的前任领导、专家和全体修志人员致以崇高的

敬意!

乐昌地处广东最北部，毗邻湖南，历史悠久，山河壮丽，资源丰富，交通

便利，人民勤劳勇敢，真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在

这块宝地上繁衍生息、辛勤创业·，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英勇顽强，团结战

斗，终于迈进了新时代。毛泽东、朱德、陈毅、邓小平、张云逸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都曾在乐昌传播过革命种子，进行过浴血奋战，乐昌人民永远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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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他们的卓著功勋。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许多优秀儿女献出了

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要将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载入志书，使之长存史册，

激励后人。

解放40多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乐昌县的面貌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工农业生产、财税金融，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

育等各项事业飞速发展，城乡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精神风貌大

为改观。一个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乐昌．正如她的名字那样：“人民康乐，百

业兴昌”。这是改革开放政策巨大威力的体现，是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从

这个意义上看，《乐昌县志》实际上是全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工作人

员和各阶层人士辛勤劳动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新编《乐昌县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广采博纳，去

伪存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乐昌的历史和现状，体现了详今略古，详

近略远的修纂原则。通过这部县志，人们可以看到乐昌兴衰起伏的真实面貌，看

到先辈们前赴后继的奋斗精神，看到人民群众气壮山河的伟大业绩，看到社会

主义建设，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

也看到道路的坎坷曲折，看到前进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有所启迪，有所作为。县

志的出版，对于我们和后人进一步认识县情，探求规律，因势利导，扬长避短，

科学决策，避免失误，必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相信，乐昌人民一定会借鉴县志，认识乐

昌，热爱乐昌，振兴乐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把乐昌建设得更加繁荣、

康乐、昌盛。

乐昌县县长朱金雄

1991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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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构成，以志为主，采用卷、章、

节、目结构。志前列概述、大事记，志后缀附录。全书分28卷105章312节。

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章，散见于有关章节和大事记中。

二、本志贯彻“详今略古’’原则，对解放前的历史，择要记述；对解放后，

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和

变化则着重记述。

三、本志记述历史纪年，解放前采用旧纪年，每一二+节第一次出现的历史年

号，加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乐昌解放日期为1949年10月

19日。

四、本志上限不一，下限截止于1987年底，个别事目适当下延，大事记记

述至19姐年。

五、人物入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直传人物以本籍、正面、近现代人物

为主，主要记载有贡献和重大影响的人物；亦收录个别反面人物，以供后世为

戒。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排列。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烈士收入英名录。

六、本志所用资料，来自省、地、县档案馆、图书馆、旧志、家谱、历史

文物和知情人提供的材料，经鉴别后入志。

七、行政区划及机关名称，均按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

均用现在标准地名。

八、数字表述，凡可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地方，均使用阿拉伯数字。采用原

文古籍书刊，清代以前历史纪年、惯用语、缩略语等均用汉字。各项数字，一

般以县统计局数字为准，统计局缺的，采用有关部门的数字。数据记载，保留

两位小数。

九、本志内的度量衡单位，解放前的按当时习惯名称记述，解放后的计量

单位按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的名称记述。1 955年3月

1日以前记述的人民币数字，已经折算新人民币数。

十、本志运用简称，在括号内注明全称。如“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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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或首次出现用全称，下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乐昌县委员会’’简

称‘‘县委，，，“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简称“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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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昌县位于南岭山脉南麓，是广东省最北的一个县，有广东“北大门”之称。县境西、

：lLmit邻湖南省的宜章、汝城县，东与仁化县接壤，南与曲江、乳源县交界；东西距73．68公

里，南北距64．25公里，总面积2391平方公里。全县有乐城、廊田、北乡、长来、九峰、

老坪石、三溪、黄圃、坪石、梅花10个镇，河南、五山、大源、两江、白石、庆云、秀水、

罗家渡、云岩、沙坪10个乡。1987年末，全县常住人口446478人，其中农业人口293088

人，占总人口的65．64％，非农业人口153390人，占34．36％。县城设在乐城镇，人口74072

人。

乐昌地势北高南低，中部、东北部为中低山地，西部为石灰岩溶蚀山地，西北部为红

砂页岩盆地，南部为低丘陵宽谷盆地，县境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156座。山地占全县总

面积的82％，耕地仅28．69万亩，占8％，山地与耕地面积比例为10；1。约占全县面积27％

的西部石灰岩山地，裸露石山多，水源奇缺，是制约全县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自然因素。县

城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9．6"C，总积温7181．3℃，平均年降雨量1522．3毫

米，日照1499．7小时，无霜期304天，具有四季分明、冬短夏长、雨热同季、地区气候差

异大等特点。农业灾害性气候主要是低温阴雨、寒露风和干旱。

县内有丰富的动植物、矿产、水力资源。野生植物有205科，1555种，珍稀名贵树种

有银杏、观音木、水松等，野生药材有黄连、升麻、金银花等300多种，大宗栽培作物有

水稻、玉米、松、杉、茶叶、柑桔等。家养动物以猪、牛、鸡、鸭为主。属国家保护的野

生动物有华南虎、云豹、水鹿、穿山甲等10多种。名特产有中华猕猴桃、田洞马蹄、九峰

白毛茶、张滩香芋、梅花猪、罗家渡鲥鱼等。已查明的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和非金属矿有

20多种，锑储量居全省首位，钨、铅锌、铁、硫铁、，莹石、煤、耐火粘土等均具有工业开

采价值，矿床有39处。水力资源蕴藏量为32．92万千瓦，可开发量为28．9万千瓦，已开

发利用3．59万千瓦，尚待开发的水力资源约占81％。旅游资源丰富，自从九泷十八滩开发

为全国首处内河旅游漂流项目之后，金鸡岭——九泷十八滩——古佛岩已成为省内旅游热

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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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昌有悠久的历史。根据考古发现．境内石灰冲一带．距今一万年左右就有人类生活。

秦代开始开发岭南，乐昌成为广东省最早接受中原文化的地区之一。秦末赵佗城的修筑．汉

代武江河道的疏浚以及西京、乐宜两条古道的开通。使乐昌成了广东北部的军事要冲和广

东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

南朝梁天监七年(508)，乐昌正式建县，时称梁化县。隋开皇十八年(598)改称乐昌

县，因境内有乐山、昌山两山而得名。从正式建县开始，至今已有1400多年．中间经历过

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由于封建剥削、频仍战乱和自然灾害．乐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长

期处于缓慢停滞的状态。

千百年来，乐昌人民与封建统治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到了近代，这种斗争更加激

烈。太平天国起义军转战乐昌前后长达7年之久。乐昌人民的优秀儿女柏日红等投身于孙

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为民主共和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辛亥革命后。乐昌社会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广大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随着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乐昌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建立了中共的地方组织。领导和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民国14年(1925)成立农会，组织农军．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支援北伐战争。民国16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乐昌的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革

命红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皈塘苏维埃政府。面对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李传楷、李家泉、

李光中等几百名乐昌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共和工

农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毅、邓小平、张云逸、聂荣臻、廖承志等曾先后在乐昌

的土地上浴血战斗，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为乐昌人民所传颂。

抗日战争中后期，广东省府北迁粤北，一批省府机关、大专院校、工厂、银行、商户

以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居民纷纷迁至乐昌。使乐昌的经济、文化出现过短暂的繁荣时期。这

种繁荣

敌忾，

抗

主官僚

生，乐

终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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