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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一，J

龙建安杨育铨

我区历史上第一部志书

——《广北青东山区志》，历

经九载，数易其稿，终干付梓

问世，辩飘于新志之林，买乃

东山区社会主义糁神文明建设 ；

的一项重大成果，可喜可赘!≥声
东山区是广F老城区之

一，以历史悠久、人文荟革、

革命历史纪念地众多、商穿履

务业繁荣而著称。使东山区^

民引以自豪的是本世纪20～

厂、

序 ·1

哥紫
龙建安 杨育铨

30生代．众多革奇先驱和民族龋英，如孙中lⅡ、廖冲‘慧、鲁迅、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鲁云集东山这方主地上，或“指点江山，激扬文

字”，或“金戈铁马”，叱咤风云，开展轰轰z：压的更考夏封建昀伟大斗争，

留下历史的声音和光辉足还。今天，东山区又以驻区首弦机关多、车÷研单位

和大专院校多、知识分子多、扫侨矫眷多的得天独厚的地缘人缘条件而著

称。

《厂；’“幸东山区志》凡120万字，以历史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囊括垒

区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的历史孝现状，重点记述了东山区

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客现地记述了建国后东山区历次政治运动

和改革开放后的新区政，重彩浓墨地夏映了区情特色幻时代风貌。内容丰

富，史料翔实；纵贯古今，横及百科；既具思想性、科学性，亦具资料性、

可读性。读其书，如阅波涛：∞涌的历史长卷，如览湖光碧水、园林花木的无

数胜景。舒其卷，如经可歌可泣的革命壮举，如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燹。它

不失为认识东山，治理东山，裨益当代，泽及后世的一部地方历史文献。

编写志书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涉及区属100多个部．]，旁及驻区数



(燧妫帙东岖鲥蝴育锄籼区人民淼}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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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高维宽

《广州市东山区志》是东山地区有史以承系统

地记述区情的第一部百辞全书，也是记载为官一方、

建区治区政绩的“官书”。

志书120万字，配有黑白、彩色图照200多帧，

还配有213个图表，图文并茂。志书以概述、大事

记、附录和地理建置、城区建设、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人物七大编，全面反映东山地区的发爱

历程，重现东山地区历史演变的轨迹。

《广州市东山区志》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全面性，它纵贯上下155年(有的追溯至秦代)，横跨百业，包

涵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社会诸领域。

第二，科学性，志书以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准确、公允、客观地

记载东山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史料经过考证，数据多来自最具权威的统计资

料。

第三，地方性，在章目的设置和内容的取舍方面，注重突出东山地区的

特色。政治编中，设置改治综述，记述建国前在东山这块三地上发生的一系

列重大政治事件。阔后就会知道东山地区曾经是维新变法的早期思想园地，

是国共两党第一次携手台作决策的发祥地，是全国农民运动的摇篮，曾一度

是全省乃至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妇女运动的活动中心之一。建国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对东山取得显著成绩的小区建设、园林绿化、环境卫

生、市容监察、社会治安等内容作了详细记述。志书用大量篇幅记述了素以

发达著称的文化教育事业。章目的安排也突出了区内知识分子多、科研机构

多、华侨多、驻区首脑机关多的人缘地缘优势。东山区是商业区，志书翔实

记录建国前后几种经济所有制的发展变化，重彩浓墨地记述环市东购物旅游

区、东山区商业走廊、中山四路老商业区、寺右新商业区。对闻名逗迩的文

德文化街、海印电器城、较场西摩托车零配件市场、陵园西通讯设备城、大



沙头旧货市场、海印毛线布料总汇等都逐一记述。展卷通览，可见东山区之

地方特色。

第四，时代性，区志的时间跨度大，建国前与建国后的社会制度截然不

同，改革开放前后，党的工作重点和经济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编者记述

了改革开放后东山区政治上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经济上全民、集体、个体

私营多种所有制参与市场竞争的崭新局面，对驻区的典型企业、区属典型企

业、个体私营典型企业都分别作了推介。编者在记述服务业时，没有拘泥于

传统服务业的框框，而是从美容、物业管理、社区服务、洗衣、电器维修、

咨询服务等多方面记述，时代感强。

第五，实用性，志书紧密结合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充分反映

东山区改革开放的新成果和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有先哲云： “治天下者，

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区志历史资料丰富，可资系统阅读，亦

可作为对子孙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志书的编纂工作是一项牵涉面很广的文化系统工程，志书内容涉及区属

各个单位(含区属各委、办、局、公司、直属科)，先后有200多人参与收

集资料、编纂专业志和分志，区志办编修人员又在此基础上进行初纂、总

纂，五易其稿。志书问世后，将由读者去评估它在东山文化史、科学史上的

地位。我确信，无论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都将证明志书的编

纂出版是东山区科学文化事业的一项基础建设，对于促进东山区的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对于向国内外介绍东山区，对于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

财富，都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借此机会，对所有关心、支持和参与《广

州市东山区志>编纂出版的同仁和学者，谨表谢忱!

(高维宽为东山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

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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