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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1

国泰民安歌盛世，政通人和谱新篇。新中国建立四十多年来，丰顺县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奋发拼搏，取得辉煌的业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各级党政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奋斗，积极开拓，使

丰顺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历史上比较落后的丰顺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兹值全县人民同心同德，

不断拓展宏图之际，新编《丰顺县志》付梓问世，真是可喜可贺!

丰顺位于粤东，梅州市南端，总面积2691平方公里，地扼潮梅水陆交通

枢纽，是梅州市及赣南、闽西等地通往潮汕平原的必经之地。县境在春秋战国

时为百越地，秦汉时属南海郡揭阳，东晋以后归海阳，清乾隆三年(1738)建

县。境内崇山峻岭，层峦迭嶂，形势险要。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东

江苏维埃政府即创建于八乡山，它与九龙嶂、铜鼓嶂、凤凰山等地连成方圆数

百里的革命根据地，丰顺县因而成为广东省的重点老区县。丰顺山多田少，社

会经济历来以农业为主，但粮食却不能自给，人民生活比较贫困。故自清代始，

外出谋生者渐增，现旅外侨胞和港、澳、台胞达40多万人。因此又是广东省

的重点侨乡之一。

。 丰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土地肥沃，金属矿藏、瓷土、石材

等资源分布广，储量大，水力和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温泉遍布，以其流量大，

水温高，水质好而闻名遐迩，被誉为温泉之乡。目前，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丰

顺县为省级温泉旅游度假区。

修志乃我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我县自清代至民国虽曾三次编修县志，但

因受历史的局限而不能全面正确反映本县面貌。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更好

地借鉴历史上之成败得失，从而兴利除弊，扬长避短，加速丰顺建设，我县于

1985年10月成立丰顺县志编纂委员会，并组织了专门班子，秉承“存史、资

政、教化’’的宗旨，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经百人笔耕，九载辛劳，

终于编成了这部新县志。它工程之浩大，涉面之广，跨时之长，卷帙之巨，在

丰顺历史上均无先例；它集百年于一瞬，融百业于方寸，既有宏观鸟瞰，也有



2 序

微观透视；既有历史事件，也有突出人物；既有成功经验，又有历史教训。这

是一部汇集丰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百科全书，为县内外人士及海外

侨胞、港澳台同胞了解丰顺，了解家乡提供可靠依据，对我县经济建设将起巨

大的促进作用。

新修《丰顺县志》是全体编纂人员共同努力的硕果。由于记述事多面广，

时限绵长，某些纰漏在所难免，有待于读者和后人评论修订，但不失为一部非

常珍贵的系统全面的县情书籍。我怀着欢悦的心情，谨代表中共丰顺县委，向

精心指导修志的上级领导、顾问、专家、朋友，向锲而不舍参与撰写工作的全

体编辑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崇高的敬意!

是以为序。

陈仰贤

1994年7月



序

序 3

新编《丰顺县志》，历时九载有余，数易其稿，终于编纂完成，正式出版，

可庆可贺。

盛世修志，承前启后，丰顺史实，世代接连。自清乾隆三年(1738)丰顺

置县以来，三度编修县志：清乾隆十年(1745)首次修志，清光绪十年

Q884)再次修志，民国30年(1941)三次修志。历次修志，为研究丰顺历史，

借鉴前人经验教训，加快丰顺建设，提供有益史料。然而由于编志时代局限j

难免有记载谬失，或有臆断。第三次修志以来，物换星移，社会变革，尤其新

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新月异，成就辉煌。

因而编修新志，以“资政、教化、存史一，尤为当前迫切任务。

新编《丰顺县志》以专志为主，述、记、录、图表和照片并用。全志分总

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续记、文存等篇章，共

l 60余万言，翔实记述丰顺的历史与现状、自然与社会。既总揽全貌，又突出

地方特色；既贯串历史纵线，又显示时代精神；既记录成功业绩，又叙述失误

教训。是一部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多危度，全方位记述丰顺的

百科全书。它的出版，对服务当前，造福后代，有着难以磨灭的作用。

当前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的黄金时代。我们要加快丰顺县经济建设和社会

各项事业的发展，必须研究丰顺，察史明今，熟悉县情，从实际出发，发挥丰

顺优势，励精图治，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才能更好地建设丰顺，振兴丰顺。

此乃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也是新编《丰顺县志》的目的。

谨此为序，并向关心支持《丰顺县志》编修、出版的各界人士和为之付出

辛勤劳动的全体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l

陈绍雄

1994年7r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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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

一、本志记述丰顺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及现状。上限起子清乾隆三年

(1738)丰顺置县，下限迄于1987年。为明源流沿革，部分记事适当上溯，不

受上限限制。1988年至1993年的大事要事以及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

本统计数字等，另立《续记》记述，以补本志下限至出版时间之间的空白。

二、本志记述，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全志由总述、大事记、专志、续记、

文存等五部分组成，并有图、表穿插其间。大事记用编年体适当结合纪事本末

体的体例记述县的大事、要事、新事。专志为全书主体，共分7篇50章242

节。

三、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章、节，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同类事物，

不论隶属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章节。专志为事业志，非部门志。

四、本志历史纪年，按志书通例照录当时纪年年号，同时加括号注明公元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用公元纪年。志书中“解放前"、“解放后"为

1949年10月6日丰顺县解放之前、之后的简称。
。

五、人物立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志书通例，以对本县社会发展作出过

贡献或有过影响的本县籍人士为主，按卒年先后排列，下限止于1994年。志

书中因纪事涉及的人物，则不限生卒。《革命烈士英名录》根据丰顺县人民政

府《革命烈士英名录》编制。

六、本志所载资料数据，均经考证，大部分来源于丰顺县档案局、统计局、

党史办公室，或由丰顺县人民政府各局、委、办所提供，故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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