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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一 -l·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在改革大潮汹涌澎湃、神州大地生机勃勃的时刻，

孕育了十个寒暑的《化州县志》终于问世了。借此机会，谨向为编纂本志渗透

心血、辛勤笔耕的全体编辑人员，以及关心支持本志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和

专家学者，致以亲切的慰问和由衷的谢意!

化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山水钟灵，人文郁盛。化州人民聪明智慧，勤

劳勇敢，富有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可是，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化州和全国各地一样，百业凋

零，民生涂炭，人民终岁勤劳却食不裹腹，衣不蔽体。新中国成立后，化州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化州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

路，他们以主人翁姿态，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改天换地，振兴百业。特别是

1 979年后，深入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锐意发展商品经济，使化州经

济建设进入建国以来最富有生机活力的黄金时代。。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

绿如蓝”。放眼化州大地，鉴、罗、陵三江六岸万顷良田生机盎然，百里橡山林

海郁郁葱葱；水库山塘星罗棋布，大沟小渠纵横交错；一条条公路蜿蜒伸展，

扣开山区致富的大门；一幢幢农家新楼房整洁宽敞，展示新农村风采。翘首化

州城，城区面积成十倍地扩大。老城区旧貌换新颜；新城区、开发区高楼大厦

平地矗立，工厂商店鳞次栉比；鉴、罗江8桥飞架东西南北，宛如8匹彩练，

将河西、河东、北岸连为一体，把古邑橘城装点得更加娇娆多姿，好一派生机

勃发的动人景象。



化州历史上最后一部志书光绪版《化州志》，成书于清光绪十六年

(1 890)，距今已有百年。新编的《化州县志》，填补了此段历史空白。全书洋

洋百多万言，广及百科，贯古通今。体例严谨，记载简明。全体修志同仁十年

如一日，团结协作，辛勤笔耕，持科学态度，广征博采，阙必补，讹必正；秉

春秋笔法，不讳过，不饰功。既记述建置沿革、山川形胜、风土人情，以及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兴衰起伏，发展脉络；又突出了老区人民的革

命传统和献身精神，突出了橘红、橡胶、乡镇企业等行业特点。对化州建国后

近40年的史实，既客观反映各个时期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的伟大成

就，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辉煌业绩；又如实地记述了我们工作中曾经出现过的一

些失误。这就充分反映了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

点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堪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县情巨著，无愧为一方

之百科全书。‘ 。t

正当本书付梓之际，化州县于1 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化州县

志》的出版，必将发挥其“存史、资治、教化”之功能，对总结过去、启发后

人、认识化州：热爱化州、促进化州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回顾历史，创业历尽艰辛；展望未来，前程美景似锦。祝愿化州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取得更卓越的成就，祝愿化州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一
1

‘．i’ 彭泽英陈亚春

，、
一 1995年3月

(彭泽英现任中共化州市委书记，，陈亚春现任中共化州市委副书记、化州市市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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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3·

《化州县志》历经十载编纂，四易其稿，终于付梓。此乃本县昭前彰后，继

往开来之历史巨著，亦精神文明建设之丰硕成果。。余忝为县志编委会副主任、

主编，值此成书之际，聊缀数语，以志其盛。

地方志乃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之瑰宝。历史上化州修志，始于宋而迄于清，

前后曾编修志书1 2部，然宋、明间之志书均佚，今仅存清代5部，其最后一

部为光绪十六年(1 890)版《化州志》，距今已历百年。历史上之州志，因受

阶级与时代局限，’在形式与内容上均有缺陷，然对保存地方史料仍弥足珍贵。

民国期间，战乱频仍，修志搁置。民国35年(1 946)县参议会曾决议重修县

志，终因国民党政权崩溃而不果。迨新中国成立，1 960年曾有修志之设想，亦

由于种种原因而未克实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之强劲东风，使化州经济腾飞，百业繁

荣，盛世修志之条件俱备。1 985年，2月，中共化州县委、化州县人民政府决

定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同年5月组建办公室，着手组织修志。其间经历组织

培训人员，搜集资料编修专志，分纂、总纂、定稿、送审等阶段，历时十载，

方成书问世。

《化州县志》为社会主义新方志，其编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观点与实事求是之思想路线，本

。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着重经济”之原则，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全书分29

篇，1 25章，408节，共1 50多万字，前置总述、大事记，后设附录，图、表

Z2



穿插其间，内容广及百科，史实贯通古今，体例精详，史料翔实，文字通畅，

脉络清晰。县志一卷在手，县情了然于胸。当政者得以明治乱兴衰之道，而不

负人民重托；青年学子得以知前辈创业艰难，而奋进开拓；海外赤子则借此为

沟通桑梓之津梁，而爱国爱乡。诚认识化州，建设化州之百科全书，亦“存史、

资治、教化”之巨著。

在纂修本志过程中，县委、县府加强领导，有关部门大力协作，社会各界

鼎力支持，省、市方志办领导及专家、学者，精心指导，为修志创造良好条

件。全体修志同仁面对经验缺乏、资料不足之困难，边学边干，于干中学；十

年如一日，殚精竭虑，各尽所长，广征博采，．考文查献，布局谋篇，精雕细

琢；一事一物寻本溯源，一章一节凝心聚血，一句一字切磋琢磨；其阙者补

之，讹者正之，有疑义者考证之，考究不清者则多说并存，留待后人辨析；力

求反映地方特色与时代特色，以及资料性、科学性、系统性之统一。修志同

仁，或谢绝高薪聘请，专心致志修志；或不顾痼疾缠身，坚持带病笔耕。其无

私奉献之高尚品格，实事求是之科学态度，开拓创新之探索精神，秉笔直书之

严正史德，感人至深，令人敬佩。此一洋洋百余万言之县情巨著，实为全体修

志同仁群策群力之集体智慧结晶。诚然，众手成书，同仁水平与经验不一，加

之记述范围广、时间跨度长，因之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此皆有待于读者与后人

评论修订。

借此机会，谨向精心指导本志编写之上级领导与专家学者，向关心支持本

志之有关部门与各界人士，向辛勤笔耕之全体修志同仁，表示由衷之感谢与亲

切之慰问!是为序。

(卢定强现任中共化州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卢定强

1995年3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凡例 ·‘5·

一、本志书上限始于1 890年，即本县清．末最后一部志书(光绪十六年

《化州志》)的成书之年，一些事物需要上溯的，则有所延伸；下限除大事记、

人物、乡镇概况、附录、照片延伸至1 993年底外，一般迄于1 988年底。

二、本志书多篇并列。全书除总述、大事记、附录、编志始末外，共设29

篇1 25章408节；编写方法以。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为主，以时为序。

三、本志书以记、志、传、图(含图片)、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其中以

志为主体，图、表随文设置，有少数表格与正文关系不大，但有史料价值者则

作附表，列于有关章节之后，以资佐证。

四、本志书主要按行业分篇，不受行政系统所限，以利于反映行业全貌。

但为了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特将本县的乡镇企业、农垦、林果、土特产

列为专篇专章记述。

五、本志书对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按。宜粗不宜细”的原

则，分述于大事记及其他有关篇章。

六、本志书以。生不立传”为原则，不为在世人物立传；入传人物范围以本

籍人为主，兼顾在本县工作，有特殊贡献的客籍人。

七、本志书用语体文记述，全书除总述外，不评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八、本志的数字资料来自县统计局。统计局缺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提供。

经济各篇中需要对比分析，一般采用1 949年、1 952年、1 957年、1 961年、

1 965年、1 978年、1 988年等几个年份的数字。

九、本志书的数字书写：表示数量及百分比的，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

飞>



·6· 凡例

语、词汇，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均用汉字。数量在万位以下的记

具体数字，万位以上的除人口数字外，均以万为单位，部分修约到百位；对民国前

的纪年用汉字，并夹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十、本志书使用的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悉用当时习惯使用的计量单

位；新中国成立后，除耕地面积仍沿用旧计量单位外，悉依国务院1 984年2

月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

十一、本志书追述历史涉及的行政区划，均依当时的称谓，对古地名，则

夹注今名。

十二、本志书所用资料，来自省、市、县各级档案馆档案，图书馆藏书、

报刊，历代旧志、族谱、历史文物，以及有关部门和知情人、当事人提供的资

料，并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意擅疆灞调期爿1翻习qq划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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