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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海县志》序

秦牧

‘澄海县衣》序 ·1．

中国两千多个县，绝大多数都有县志。这些县志，对于帮助人们认识

当地历史沿革、境域变迁、人物习俗、名胜风光、轶事遗闻等，起了很大

的作用。常见有些比较好学的人，到一个新地方去，安顿下来之后，第一

·件事就是借阅县志，浏览揣摩。很快地，对于当地的情况，基本就了然在

胸，评论或者报道起当地的事情来，也就显得很有水平了。一部部新县志，

都是中国这部大书的构成部分。因此，县志，着实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

现实意义的地方史籍。

历史递嬗，人事交迁，历次修成的县志只说明了过去，并未足以说明

现在和将来，因此，地方志是需要不断重修的。从澄海来说，自从明代嘉

靖四十二年(1563)正式建县以来，’四百余年之间，曾经纂修县志五次，第

一次是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第五次是清嘉庆十九年(1814)，五次之

间，每次相隔都不过几十年。但是从最后一次修志到现在，时间相隔却已经

二百七十多年了。这也就是说，进入近代，中断修志的时间是最悠长了。

这一百七十多年间，正是中国经历的变迁最多的时期，列强连续入侵，

人民不断起义，清朝的杏黄龙旗被扯了下来。民国建立后，军阀混战，独

裁误国；日本人打进来又给人民打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

解放战争，接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四十年来，我们既走过艰难曲

折的道路，又获得了许多光辉灿烂的成就。本来是最需要不断修志的一百

多年，竟完全中断了修志的工作，这是什么缘故呢?它正好说明，在这悠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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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时间里，或者是战乱频仍，或者是生活动荡；解放之后，则又面临一

个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局面。重要的修志工作就被迫延宕下来了。

有一句老话，叫做“盛世修志"。这是有相当道理的。在干戈扰攘，民

不聊生，或者局势板荡，五风十雨的时候，人们哪还顾得去重修什么县志l

大量地方的县志在这一百多年间中断纂修，是有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的。

在“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中国逐渐拨乱反正，走向大治。现在是否可以

称为“盛世"，大概人们心头的答案未必一致。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相对而

言，从现在是承平岁月，生产有显著发展，人民普遍可以安居乐业，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取得了发展这些方面来说，和历史相对

而言，称现在为“盛世"，我以为也是可以的。大规模的修志工作出现在当

代，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我认为，它决不是偶然的事。

在地球上，·北回归线穿过的地方，大多是沙漠地带。但在中国，这些

地方却普遍都是草木葱茏、作物丰盛的区域。北回归线横贯澄海而过，我

们这个县也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各县有各县的特色，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不过，我们要说，澄海应该算是最有特色的一批县邑当中的一个了。首先，

它是极其著名的侨乡。当汕头未开埠以前，县内的樟林古港，在差不多两

百年间，一直作为海内外交通的枢纽，东南亚各国华人的先辈，大都就是

从这里启碇扬帆，海天万里，到达国外的。因此，澄海也就一直是众多华

侨的故里，直到今天，仍有五十多万澄海籍人分布在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其次，澄海精耕细作的技术，即使在全国的范围内说，也是雄踞

前列的。澄海在历史上就是全国第一个水稻“千斤县"，它的许许多多农副

产品，象狮头鹅、白沙鸭、西瓜、芥菜、萝卜、花生等等，或以硕大无朋，

或以品质特优，都驰名遐迩。再说，近年来，地方工业崛起，单说轻工业，

澄海就有了五千多家。不少名优产品，已经远销国外，负有盛誉，其间值

得介绍的出类拔萃的东西是很不少的。再说，岭东历来是人文发达之区，因

此向有“海滨邹鲁"的美称。作为岭东重要县份之一的澄海，在历史上，名

人辈出，到了现代，又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单说农民的版画，即已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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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加上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进展，埋藏在山里的矿藏开

发了，本来没有桥梁的江河架起桥梁了。它可以采纳进社会主义新县志的

事物不用说是非常大量的。

在旧时代，澄海向来是“耕三渔七一(在经济构成上，农业占三成，渔

业占七成)，慢慢地发展到以农业为主。解放以后，工业日渐兴起，到了八

十年代中期，工业收入已经占生产总值的约莫六成，农业生产只占生产总

值的四成许了。这一项综合经济指标，标志着澄海生产事业的历史已变。不

用说，在这新县志中，更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中断修志的时间长达一百七十多年，在这历史阶段中，中国经历过巨

大的变迁。到了近四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又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

这种情形下，澄海要修撰新县志，工程的浩大是不言而喻的。它不能在旧

志的基础上只用小修小补，而必须从头做起，完成新编。县里的党政领导

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们组织起一支三百多人的修志队伍，进行了大规模

的调查统计工作，查阅了数以万计的档案资料，写了几千万字的卡片，历

时四年多，备尝艰辛，经过广搜博采，研订纲目之后，终于修纂了这部纵

贯古今、横系百业、洋洋洒洒、凡百万字的社会主义新县志。它和其它各

县新县志的出现，是我们时代文化基本建设的一件大事，它们填补了历史

空白，令人耳目一新，是很值得称道的。

今后，人们翻阅新县志，再不会看到一大串孝妇烈女的名字，或者充

满封建迷信色彩宣扬剥削阶级思想的东西了。人们将科学地来认识各个县

的历史和现状，从而更好地决定自己的社会实践。

新县志的诞生，造福的不仅仅是邑人，但作为邑人的一分子，是特别

感到高兴的。．这里，我特地写下自己的一点感想，表示我的喜悦和祝贺。

(秦牧，澄海县樟林人，中国著名散文家，广东省文联主席)

．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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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新编《澄海县志》

杜绍强

数载艰辛，众智集成I纵系沧桑史，横列变革篇。新编《澄海县志》的

问世，无疑是澄海县七十万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澄海，置县虽晚而历史璀璨I幅员虽小而民睿物阜。这里地处韩江下

游出海口．有。潮郡噤喉一之称I她山川毓秀，人文蔚起，负“海滨邹

鲁"之誉。千百年来。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一代接一代地开拓、耕

耘、斗争和建设，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文化。为了记载历史，启迪后人，从

明万历二十二年到清嘉庆一十九年，相隔二百二十年，曾先后五次编修过

县志，尔后长达一百七十余年·修志中断，诚属憾事。在这一百多年中，中

国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鸦片战争使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I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宣告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同全国一样，在此期间，澄海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国家进入了

全面振兴和改革时期，澄海县经济逐步繁荣，治安日趋稳定，人民安居乐

业，为编修新的县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86年4月，中共澄海县委和县

人民政府作出决定，设立专门机构，调集专业人员，动员各级党政部门及

社会各界人士，齐心协力编新志。并经省、市修志机构及有关专家学者指

导，用了四年多的时间，终于脱稿付梓，成为澄海县有史以来一部内容最

全、门类最多、篇幅最长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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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是一县之百科金书，为。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一．‘俾使

后人舅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一之著作。新编<澄海县志》，继承了过去的传

统而有新发展。其内容全面，纲目显豁，分类科学，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

方特色。这部新方志，将为澄海今后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运筹决策，

提供历史借鉴和可资征信的科学依据，以及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提供生动的教材。毋庸置疑，新的《澄海县志》必将为澄海县今后的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
。

一百余万字的新县志，载几百年之历史，凝千百人之心血．积数年之

辛劳，抚卷在手，深感成书匪易，治学维艰。对各级党政领导、各界有识

之士及修志人员为本书的成功所作的努力，衷心致谢。并借此寄意澄海人

民、海外侨胞、各方贤达，恳望戮力同心，竭尽忠智，为开创澄海光辉的

未来而奋斗不懈。 ．

●

●

(杜绍强，中共澄海县委书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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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断限，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85年，个别处适当延伸。

二、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体裁，以志为主，按卷、章、节、

。 目结构编排。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三、本志各项数据除有说明是以现地域统计外，一般都用历史地域的

数据l解放后一般用澄海县统计局数据．统计局缺的才采用各有关单位数

据。经济数字中涉及价格者，除注明外，均为当年价格。

四、本志所称“解放后(前)"，系指澄海解放后(前)，即1949年10

月24日之后(前)6

五、本志地名、机构名称，均用历史上名称，必要时加注今名。如今

东里，历史上曾称东陇，本志写该地改称前的历史都写东陇，改称后都写

东里。

六、本志立传和入录的人物，均系籍属本县或曾在本县工作过而有较

大社会影响的已故知名人士。人物传和人物录编排，凡卒年可考者，均以

去世时间先后为序I凡卒年不详者，均按其活动时间酌排。

七、本志的历史纪年，清代以前记朝代年号，括注公元年份。民国时

期用民国纪年，这类纪年一般在每个自然段首次出现时加括号注公元年份，

括号内“年"字省略。解放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清代及清代以前历史纪

年除写明阳历外都用农历，以汉字表达。民国及民国以后纪年概用阳历，

以阿拉伯数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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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度量衡，一律按标准换算为公制，民国及民国以前循历史的

使用方法。

九、本志资料，来自旧志书和省、市、县各级档案文献资料，以及各

单位、各部门编写的专业志(概况)、各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及有关口1碑资

料。因篇幅所限，一般不注明出处。 一

唿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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