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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新会县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之西南，濒临南海，峰峦叠翠，河流纵横，．

地沃人勤，物阜民丰，既具鱼米蔬果之富，并饶水陆交通之利。‘。

县始建于隋开皇十年(590年)，历史悠久‘，人文昌盛；不惟地灵，亦多

人杰。古今贤哲，名扬华夏}内外乡亲，心系桑梓。时代发展，改革开放，更

是百业兴旺，代起群英。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自明弘治‘元年(1488年)编

修第一部《新会县志》始，经嘉靖、万历、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光绪，

共修成县志八部，今存其六。民国时期曾三修县志，皆因时局动荡、民生凋敝

而未成。解放后，社会安定，百废俱兴，乃于1957年成立新会县修志委员会，

并配有专职工作人员，征集、整理史料，后因“文化大革命"冲击而停止工作。

1978年拨乱反正，重新组员继续整理史料。1986年，复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

下设办公室，动员并组织各方力量，众手修志，众目审志，众口评志，最后由

编纂人员反复核实，精心琢磨，三易文稿，六年方成。
’

‘

“编纂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容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见《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本志遵照上

级指示，贯彻“存真求实"之方针，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之原则，以

解放后为重点(下限至1985年底)，记述本县自然、社会之历史与现状。全志

力求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体现时代风貌与地方特色，尽量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相统一，以利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志书有“资治"、“教化’’、“存史"之重要作用。本志可供政治、经济等工

作者之决策参考；科学文化工作者亦可从中涉取科研资料，亦堪作进行爱国主

义、社会主义和乡土教育的教材。

于此，衷心感谢编纂人员之数载勤劳与各部门之协作配合；感谢本志工作

顾问陈乐素、黄庆云、钟珍维之悉心指导，以及陈国达、曾昭璇、李平日、汤

志祥诸教授之大力帮助；感谢省、市方志办诸领导、专家之指示与支持。惟是 ／，

{j{7

-c-l-‘---r

o·lI---．—c·-L_IrfI。【IIf}●

}I

L-r}}0，



我县修志工作经验不足，难免疏漏、不当，敬祈上级领导、专家、学者及广大

读者赐正!
{

磊欹为
磷皿|毯
1992年5月，

● _‘

(f_-lE：叶英昌为中共新会县委书记，张龙笛为新会县县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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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凡例·3·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自然

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全书结构由述、记、志、传、图、表、录、照片组成，志为主体。志

书打破部门界限，按专业性质分类。全书除《序言》、《概述》、《大事记》、《附

录》外，共设7篇、48章。以篇、章、节、目的层次结构，记述全县各业的

历史和现状。图、表、照片随文配置。《概述》放在卷首，勾划全县发展概貌。

《大事记》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纵向记述本县历史上的大事，以示全县发

展的轮廓；记述方法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有些条目日期不确切，

则排在旬末、月末、季末或年末。《附录》放在卷末，收录不适宜置于各篇章

中的有关材料，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正文。

三、全志记述，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溯自事物发端，下限至1985

年。

四、本志立传人物，主要是对本县作出重要贡献和对全国或本省的历史有

重大影响，对某项事业有特殊贡献的原籍本县人和长期定居本县并有重要业

绩的非本县籍人。立传人物，一律以卒年为序排列。卒年日期不确切的，则按

时期排列。在世人物不立传。

五、本县境域，在历史上频有变动，本书记事，以1977年划定县域为主；

立传人物，以卒年的县域隶属为准。
、

六、地名、政府、官职，均依当时的历史称呼。地名除用当时名称外，括

注今名。

七、历史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除记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

人民武装、人民团体的活动采用公元纪年外，其余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

，八、世纪、年代、公历年月、时刻数据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农历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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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汉字。地’面、水位高程采用珠江基准。计量单位，除耕地面积仍按习惯采

用市制外，其余均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引用史料按当时的计量名称，不作

换算。

九、本志行文中的“建国”前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简

称；“解放"前、后，是“1949年10月底本县全境解放’’前、后的简称，“中

国共产党”有时简称“党”。

十、‘本志材料来自省、市、县档案资料，正史，旧志，家谱，有关报章、

刊物和专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选用材料先经考证、鉴别，如对史实

一时不能鉴别真伪时，则两证俱存，并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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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县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西南部。地呈菱形，东西长46．6公里，南北长79．55公

里。东与中山、斗门县相邻，南濒南海，西南与台山县相邻，西与开平县相接，西北与鹤山

县相邻，北与南海县的西江主航道相接，东北与顺德县隔江相望，从南、西、北三面环抱江

门市。1985年全县土地总面积1679．22平方公里，平原占49．77％，丘陵山地占33．18％，

水域占17．05％。西南、西北高，逐步向东、中部以及中南部倾斜。西南、西北属丘陵，东部、

中部、中南部属平原。全县有四大山地，两大水系。四大山地的分布是：古兜山地挺拔在县

境的西南，主峰狮子头，海拔982米；圭峰山地和大雁山地盘亘在县境西北，主峰灯盏湖和

大雁山，分别为海拔545、308米；牛牯岭山地在县境东南，主峰牛牯岭，海拔398米。两大

水系的走向是：西江从县境北部流入，纵贯县境东部，从南端虎跳门出海；潭江从县境西部

流入，横贯县境中西部，在中南部与西江支流的江门水道、虎坑河汇集成银洲湖，南流经崖

门出海。大陆海岸线14．9公里。全县主干河道131．5公里，分灌繁多，把全县2／3的土地

交织成水网地带。县治会城镇，水陆交通便利。陆路公路至江门市10公里，至佛山市83公

里，至珠海市的拱北118公里，至湛江市402公里。水道在会城西河口设有深水港，建有

3000吨货轮码头，国内可通沿海各大城市，出海可通港澳和世界沿海各国。从西河口经磨

刀门出海至香港146海里，从崖门出海至香港108海里，至上海市915海里。

新会县历史悠久，在战国时为百越地，秦汉时为南海郡地。三国吴黄武元年(222年)，

在今新会县司前镇河村一带置平夷县，属交州南海郡，是今新会县地置县的开始。南北朝

宋永初元年(420年)设新会郡，辖盘允、新夷、封平、初宾、义宁、始康6县。宋元嘉十二年

(435年)由原辖6县扩大为宋元、新熙、永昌、始成、招集、盆允、封乐、新夷、封平、初宾、义

宁、始康12县。齐、梁、陈3朝沿袭不变。隋开皇十年(590年)撤郡为县，把盘允、永昌、宋

元、新熙、始成、招集6县合并为新会县。以后，新会县名称没有更改，但县境却时有变动。

宋开宝五年(972年)，新会县境最大，等于宋元嘉十二年(435年)新会郡所辖12县全境，

即含今新会、台山、斗门3个县和江门市城区及郊区全境，珠海市、中山、开平、鹤山、顺德、

恩平5县部分县境。以后，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到解

放后的1977年的825年间，先后从新会县划出部分县境建置新县的有香山(中山)、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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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新宁(台山)、开平、鹤山、斗门等7县及江门市城区、效区。1977年9月后，新会县境

才保持现有规模。1985年全县行政区划分20个区、1个会城镇、265个乡、11个管理区、17

个乡级镇、7个县属农场，共有205890户、830376人。

新会建县以来，隶属关系几经变动：隋开皇十年(590年)属封州；十一年封州改为允

州，属允州；十三年允州改为冈州，属冈州，州治设在今会城镇，因此会城又名冈城。唐贞元

末年(805年)撤冈州，改属广州。南宋后(1127年后)，改州为府，属广州府。祥兴元年(1278

年)，广州府改为翔龙府，属翔龙府。元代改府为路，属广州路。明代又改路为府，属广州府。

清沿明制，隶属不变。辛亥革命后，从民国2年(1913)至民国38年，先后隶属于广阳绥靖

处、粤海道、中区委员公署、西江善后委员公署、督办委员公署、第四区绥靖公署、第一区行

政督察专员公署、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9年10月24日解放后至1985年底，先

后隶属于粤中专区(行署)、佛山专区、肇庆专区(初称高要专区，后改江门专区，最后再改

为肇庆专区)，1963年6月又改属佛山专区，1983年6月起，属江门市。

新会县地质以第四系分布最广，占县境50％以上。县境东部、中部、中南部的冲积平

原，直至宋代，才进入沙田大量浮生时期。
。

．

新会县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百越人聚居，从事原始农业生产和渔猎及采集活动。秦

始皇统一中国后，由于经商、仕宦、战乱等原因，汉族才逐步南迁新会，但汉族人大量迁移

到新会定居和从事开发性生产，还是在宋代县境的东部、中部、中南部的冲积平原进入沙

田大量浮生时期以后。当时历史上发生重大事件有：一是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朝廷

发生逃妃事件，谣传朝廷要访缉逃妃，造成南雄珠玑巷人心惶惶，大量南迁新会；另一是宋

祥兴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六月，南宋末代皇帝赵晶，统率20万宋军，驻

跸新会崖山，建立“行朝草市”。翌年二月，宋元崖海一战，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灭亡。宋军

的幸存者，有的逃亡海外，有的藏匿于新会附近地区。据现存族谱查明，今新会县居民的祖

先，有70％以上是来自南雄珠玑巷和崖海之战的宋军幸存者。原居住在新会的土著民族，

大部分被汉族同化。汉族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到了明代，新会农业、

手工业已有较大发展。大宗的农副产品有稻谷、蒲葵、糖蔗、柑桔橙、香大蕉、荔枝、红烟、蚕

桑、塘鱼、生猪、三鸟。手工业产品有葵扇、夏布、红烟丝、蚕丝、茶叶、红糖。新会著名的土

特产品葵扇、甜橙，明清两代，先后列为“贡品”。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江f-]jt街建立海

关后，新会外向型农业、手工业更有所发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新会仅烟丝、茶叶、

夏布、水果(以柑最多，桔次之)、葵扇、蚕丝5项，运出省港(以香港为主)，共值白银480万

元。后由于洋货大量充斥市场，新会本土出产的夏布、烟丝很快就为洋布、洋烟所代替，外

贸逆差很大．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总值最大的民国12年(1923年)，进口值为1502．1万两

白银，出口值269．7万两白银，外贸逆差1232．4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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