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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坚学校是

泰侨龙坚先

生1986年建

于德中旧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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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豪学校是泰侨卓豪

先生于1991年建于德

中凤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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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村侨胞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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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前进中的锦丰集团公司概貌

．．朱森林省长亲自为陈壁华颁发

“省企业家金杯奖”．左二为省

委副书记张帼英。

▲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陈壁华

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左1)严志慈

揭东县委书记(中)陈家俊在一起。

●陈壁华从香港“国际食品博览

会”荣获国际金奖载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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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正负电r对掩机键垃中做小贡献．特

发此征于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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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厝村陈仁怀在北京获国务

院奖状

庵下村陈德高在汕头市获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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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厝村陈剑晖在海南省师院

获国务院嘉奖证书

大埔村陈大源在珠海医院获

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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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擀4翼竺郫 ，
月30日，开工典iiL 一一

卜图为潮下村港胞陈耿

声创办的双雄工艺厂

●珠海市“6．1 6”火灾事故，抢救

伤员，江泽民主席(左2)谢非(

左1)，梁广大(右2)等领导，

陈大源(右1)到医院看望伤员。

▲陈譬华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讲

话，左一为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

长王光英，(中)为国家技术监督

局局长李保国。



孙中山先生遗像

▲旧厝村陈大绫遗作篾织孙中山

先生之像

丫凤来村陈绍英遗作，篾织工艺几上屏

▲图为清康熙年间建的德桥文物，位于

旧厝村的积庆堂，(娘宫)1986年重新

修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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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回春图(国画)，凤来村

陈炳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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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陈剑晖

我很小就离开潮汕平原，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德桥。对于故乡，对于她的人文地

理，历史演革，风俗人情，特别是对于本乡杰出人物，我只是“一鳞半爪”的了解。所以当

“乡志’’的编纂者来信要我写序时，我曾踌躇再三：我能不负乡梓的厚望，写好这篇序

吗?但对于家乡的热爱，加之编纂者的盛情，终于使我打消了顾虑，答应写这篇序。

德桥乡位于榕江平原南侧，这里水碧沙明，风景秀丽，土地肥沃，历史悠久。自先祖

入潮以来，历经宋、明、清等朝代，时代跨越六百余年，繁衍至今已有27个世代。如今，

全乡人口三万余人，分布三县六镇二十多个自然村。德桥不仅是“清绝之地，秀丽之

乡"，而且地灵人杰，历代贤哲辈出。据统计，清代以前，德桥从生员、举人，到进士近一

百多人。近现代以来，更是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者、教授、文艺家、科学家、企业家、工程

师、博士、硕士以及优秀的教师、医师等。他们中有的被列进英国剑桥大学的“世界名人

录"，有的受到国家嘉奖，更多的是本行业中的翘楚，可谓“海滨邹鲁”，人才辈出，造化

神秀，科甲济美。

德桥还是有名的侨乡。虽然不象一些著名侨乡那样有“十门九华侨’’之说，但华侨

在现有人口中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德桥的华侨主要分布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尼、柬埔寨，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区。他们大多于苦难时代出洋并在海外艰苦创业。他

们身居异国他乡而不忘故土，自愿捐款为家乡筑桥修路，兴建学校。如陈龙坚捐资兴建

龙坚学校，陈卓豪创办卓豪学校，还有陈汉林，陈业全，老华侨陈育英，知名博士陈德璋

等等，他们都是海外华侨中的佼佼者，而且都有一颗赤子心，一份浓浓的故乡情。他们

造福桑梓的义举将饮誉海内外传扬四方。

德桥有着悠久古老文化传统，有着淳厚质朴的古德遗风。比如德桥的龙舟远近闻

名，誉满榕江，为德桥增添光彩，博得了“龙舟之乡’’的美称。

作为历史悠久，人文发达的文明之乡，德桥值得写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她的文化教

育、别具一格的古建筑，她的传说轶闻．以及盛行于乡间的琴棋书画，猜谜作对等等，在

一篇序里，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择其大要略加论说。

古语云：人本于祖，物本于天，思源报本，理之必然。古为缅怀祖德，立庙堂以奉祀

先人，今修乡志续历史，其旨为发扬本乡之进取精神，继承先人美德，正所谓“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功光祖德，业垂后嗣’’。可见，修志的目的是为了不忘根源，帮助后代子

孙了解本乡的历史和先人的光辉业绩．从而对他们进行爱人民、爱祖国、爱家乡的教

育，激励他们为家乡美好未来而奋斗。
1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之美德．亦为每一个有识之士的责职。修志不是迷信，不是

复古，而是弘扬中华优良文化，传达伦理道德，启迪世态人心，以救商品经济带来的弊

病。从这个意义上说，修志不仅是一项承前启后的文化积累，而且有助于当前正在进行

的“两个文明”的建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正是有感于此而作此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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