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勰



广东省地方志丛书



换。



英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5．7—1994．3)

主任：李国良(1985．7—1991．4)

陈国柱(1991．5—1992．8)

谭建成(1992．9—1994．3)

副主任：(按任职时间先后排列)

丘海沧陈兰镜陈道行

吴承位张帮贵

委员：(按任职时间先后排列)

关恒芳林绮文凌启云

王惠强肖木胜侯裕宣

林隆海陆国池周京恒

温福京

顾问：莫世全

黄访和陈日思阮华强郑文涛夏月荣

李镇添苏方松胡克强谭灶扬李金生

潘继恒李鸿武刘荣均邓祥兆沈国銎

钟伯达赖汉欣杨国良邓观望付永清

《英德县志》编辑部
(1992．5—1996．6)

主编：丘海沧

副主编：钟伯达周京恒赖汉欣冯秉全叶选伦李才

编辑：刘飞邓志锐邱作贞郑可衡卢衍录吴轼根李仲英陆奕瑞

廖镜如吴上藻郭健云(特邀) 陈治烈(特邀) 杨文星(特邀)

陈球玉(特邀) 李大富

英德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5．4—2002．9)

主任：黄访和(1985．4—1986．7)

郑文涛(1986．7—1993．4)

张帮贵(1993．4—1994．8)

陈开焕(1994．8—1996．2)

于宪宝(1996．2--2002．9)

副主任：吴德奖(1990．2—2002．9)

周京恒(1991．6—1996．6)

卢衍录(1997．4—2002．1)

副科协理员：余华生(1993．8—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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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此地着东坡

——写在《英德县志》前面

许 国

英德是中国岭南地区珠江文化源头之一。1996年中山大学教授曾在宝

晶宫溶洞“古河故道”再生堆积层中发现了距今约10万年的打制石器，说

明英德早在旧石器中期已有先人居住活动。1998年又从距今12000--8000

年的云岭牛栏洞遗址发掘中发现了7个样品水稻硅酸体，同时伴有青壮年个

体草食性动物兽骨出现。研究者指出，这是广东迄今发现最早的由野生稻向

栽培稻的过渡发展，也是人类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开始兴旺的一个确证，对

研究我国南方稻作农业及农业起源和文明发展史提供了新资料。

但从行政建置的角度看，英德史载历史应追溯至秦至西汉之初。据

《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秦末大将赵佗曾在溱水(即北江)与

涯水(即连江)汇合处设“涯浦关”和“万人城”。多数学者认为汉武帝

元鼎六年(前111年)已置浈阳、含涯县。此前，《史记》记载南越相吕嘉

欲谋反时，汉韩千秋曾率两千精兵悍将“兵入破数小邑”，但这“数小邑”

名称史载不详。 《后汉书·卫飒列传》载：先是含涯、浈阳、曲江三县，

“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桂阳郡据《前汉书·地理志》载：是

“高帝置”，但没有载具体时间，王国维考证为“高帝二年” (前205年)

从长沙郡中析置，刘氏长沙国第一代长沙王刘发是汉景帝之子，时长沙国疆

域较小。《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引应劭日：“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

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日

‘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阳属焉。”《前汉书·地理

志》载桂阳郡辖“县，含涯、浈阳在列，当一度在长沙国域内。后来，南

越王不断扩张疆域，骚扰长沙国，含涯、浈阳地域又属南越，汉武帝元鼎五

年韩千秋所破南越“数小邑”，很有可能就有含涯或浈阳。那么，含涯、浈

阳的建置时间便可提前到高帝二年(前2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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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今广东辖区内有二十多个县，东汉合并精简为十多个县，英德一

直都占两个，即浈阳和含涯。浈阳，因在粤北浈水之阳而得名。含涯，《水

经注》涯水下载“涯水又经含涯县西。”据《长沙国研究》引《湖南通志

·地理志》因“涯水所出”而得名含涯。涯水为当地小北江，即连江。也

有学者认为是因有“含水”、“涯水”而得名，但未见“含水”的记载。随

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及避讳，县曾升为州、府，县名写法发生过变化。如含涯

从梁天监六年(507年)至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就曾先后升为衡州、涯

州。但无论怎样，追溯英德史载历史特别是英德得名由来，应先搞清楚浈

阳、含涯两县的由来。

英德之得名，当应专题考论其“前身”英州得名由来。英州始得名五

代十国之南汉无疑，但南汉为何在古浈阳之地设置英州呢?原因后世说法较

多。如因英山、英石；因舜帝妃娥皇、女英；因设置雄州等。这些说法都值

得认真推敲。

第一，“英州”若是因英山、英石而得名，那么，英山、英石之名应有

独立记载，并出现在英州名出现之前。但查南汉前的岭南方志及其他文献，

未见有英山或英石的记载。按《水经注》溱水篇：“溱水南经浈阳县西，旧

汉县也，王莽之綦武矣。县东有浈石山，广圆三十里，挺屿大江之北，盘址

长川之际。”又唐《元和郡县志》载： “浈山在浈阳县北四十里，浈水所

出。9Y《旧唐书》地理志：“浈山在浈阳县北三十里。”这些史料都只提到英

德的浈石山或浈山。在宋代地理文献《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方舆

胜览》以及一些岭南方志中，也只有浈山、皋石山、白鹿山、尧山、鸣弦

峰等山的专门记载。直到明代黄佐《广东通志》才提到英德“又东二十五

里日英山”，“俗传州以山名，南汉因是建雄州。”检索文献英山作为独立山

名出现，最早只能在南宋末到明代早期这段时间。并且清朝人判断今之英

山即古之浈石山和浈山。如阮元《广东通志》根据旧志云： “英山即浈石

山。”《清嘉庆一统志》引《英德县志》“有英山在县东三十里，产奇石，

盖古浈石山也099当然“英山、英石”作为名词曾出现在宋代诗文中，但从

内容分析，所指英山并不是县东的“英山”，而是对整个英州山的统称。

《舆地纪胜》引《真阳志》说“英之山石，擅名天下”，又说“其贫无为生

者，则采山之奇石方以为货焉”。很多人认为这段记载是英州因英山产英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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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由来，实际上是理解上的错误，正确的解释应是英山、英石都是因英州

而名传天下。

第二，虽方志载尧帝曾到过英德，洽沈有尧山之命名，但舜帝妃说无任

何记载，娥皇、女英都未到过粤地，南山虽有鸣弦峰等舜帝的传说，也只能

说明是中原文化的南传。岭南方志没有舜帝及其妃子与英州得名有关记载。

第三，因建置雄州之说认为是南汉主刘龚为纪念和宣扬其刘氏家族的

“英雄”战绩和突出“英雄”二州的重要交通、军事地位，便新置英州和雄

州，合起来就是“英雄”两州。因刘龚是河南人o “英雄”有“了不起”

的意思，英州之“英”则是“出众”之意。故南汉建英州， “因是建雄

州”o这种说法只能在史籍中找到两州并列而称的依据，如《宋史》潘美传

说其“克英、雄两州”，但用于得名由来于史无证。

英州得名的真正原因，须从得名时间开始考察。置英州的时间，文献记

载颇不一致。有记南汉乾亨四年(920年)或五年，有记乾和元年或三年或

四年或五年(947年)。如《舆地纪胜》引《太平寰宇记》：“南伪汉乾和五

年于此置英州。”但南汉于乾和二年曾派英州刺史，所以不可能是乾和二年

以后才置英州。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记为“英州，南汉刘龚割广州之

浈阳置，治浈阳”。《十国春秋》载为“乾亨四年”。其说可依。时间当在南

汉刘龚建国之初乾亨中。

刘隐、刘龚兄弟建立南汉前后，曾致力网罗一批中原地区流落岭南的奇

才异士，史称“皆招礼之，皆群置幕府，待以宾客”。包括有叫周杰之人，

“善星历，唐司农少卿，因避乱往，隐数问以灾变，杰耻以星数事人，尝称

疾不起，隐亦客之”o等到刘龚建立南汉“立三庙，置百官”，即“为陈吉

凶礼法，为国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数人”。如何“陈吉凶礼法”?从目

前掌握史料看，按“术数”更改年号及县郡名称为重要举措之一。如乾亨

四年(920年)，“楚人以舟师攻封州，封州兵败于贺江，龚催，以周易筮

之，遇大有，遂赦境内，改元大有”。对于地名，南汉也许是“有意”更改

最频繁的小王朝。如曾改广州为“兴王府”，又称“康州”，分南海为“常

康、成宁”二县，改梅州为敬州，割浈昌、始兴两县“置雄州”，等等。为

何在浈阳县设置“英州”，原因应有二：一是刘类曾于乾亨元年改循州(今

惠州)为浈州，为避免重复而改设他名。二是英州之地属“禹贡扬州之域，

越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乃南汉往北军事要地。在中国古星象学中，“九天

亦属北斗九星之数，故下对九州。炎天数九，属斗第一枢星，应离宫，对扬

州”。而扬州之域属九星之“天英”之宿，所谓“天英九，火正之宫”，



“天英在离，土神在斗，居贪狼星”。按星占学，南汉王朝于浈阳置“英州”

符合“对应”“常理”。正如此，刘类儿子刘晟曾以天帝礼率众臣浩浩荡荡

祭英州碧落洞，并命中书舍人钟允章撰《盘龙室记》。后北周世宗平江北，

引起晟恐慌，“谴使修贡于京师”，却被马楚阻隔，使者通不过，忧形于色。

史载“其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间，出书占之，叹日：‘吾当之矣’。因

为长夜之饮”。英州星域出现月食就使刘晟感到生命末日到来，这不是偶然

的因素使然。有意思的是，北宋米芾和南宋杨万里曾不约而同用“星汉”

与“斗”来形容英州及其县城。所以，英州之名得之于南汉“天英”九星

宫之对应，是目前能够从史料中分析得到的最有渊源的英州得名由来。

据典籍记载，“英德”作为历史名词最早出现在北宋熙宁年间(1068—

1077年)。真宗曾于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在京城建“神御殿”

以祀奉列圣，英宗赵曙(1032--1067年)治平年间(1064--1067年)为仁

宗建“孝严殿”。神宗赵项熙宁年间(1068—1077年)在景灵宫为英宗建

“英德殿”。“英德”作为殿名始出现。这与百余年后英州升为“英德府”

的得名似无关联，但总有一种割不断的历史联系。英宗是太宗赵匡义的曾

孙，孝顺好学、崇尚节俭。时大宋财政困难，英州的场务、矿冶则逐步增

多。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研究，英宗治平年间，虽整个

广南东路的矿冶商业经济在全国处于落后状态，但英州却相对发展较快。到

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商务税场已达23个，位居广东第一。税额高达

4．2356万贯，仅次于广州，位于广东第二，超过全国311个州平均商税额

近2倍，超过广南东路州均税额近3倍。若单从场镇税务数和商税额计算，

英州位居广东第一。21个场镇税务商税额高达1．9407万贯，占全广东商税

总额的三分之一。英州发展到元丰八年(1085年)左右时，据《元丰九域

志》载，英州已有14乡5个镇：真阳有清溪、光口、回口、板步四镇。一

个钟峒银场、一个新平银场。洽洗有洽洗一镇，四个银场即贤德、尧山、竹

溪、师子。“岐路分韶广，城楼压郡东。伎歌星汉上，客醉云水中。”这两

句诗道尽了英德在宋代的辉煌。所以英州对大宋朝和皇室的贡献是很大的，

在帝王及大臣心中当留有一定的位置和印象。

宋代有“州郡之名，莫重于府”，升州为府成为地方命名的一大特征。

总计两宋共由州升府52个，其中40多个皆以皇帝诞生、潜邸或太子封藩之

j



故。英德地名的真正出现，并与现在英德地域联系在一起，就属于这种情

况。南宋宁宗赵扩(1168—1224年)，十岁时于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

受封英国公，英州成为他的封地。据《宋史·地理志》载，光宗绍熙五年

(1194年)继帝位后，庆元元年(1195年)冬十月，即因其“潜邸”升英

州为“英德府”“以承恩泽德”，表示“上不忘列祖，下不忘州民，恩德于

封地”。此为英德地名的最早由来。

当然，“英德”作为行政区名的得名也可能与纪念舜帝有关，英德南

山，又名舜山，古有舜帝庙。鸣弦峰、薰风亭都是纪念舜帝的。1993年，

舜山莲花峰发现一则罕见的石碑式北宋摩崖，除有字外，还有“双瞳”神

人头像。舜帝相貌在史载中也是“双瞳”。舜帝乃“天下之英”，德高望重，

故名“英德”。但未见有文献佐证，只好存疑。

四

如果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史载最早明确记载有浈阳、含涯

两县算起，英德已有2117年的行政建置史。这两千多年，英德境内相继设

有州、郡、府、路等相当于省级或地级市或副地级市的建置，直至明洪武

二年(1369年)降为县，称为英德县，才延续县级别至今。英德境内地级

以上建置的时间累计超过500年以上，占建县历史超过四分之一左右。更要

指出的是，英德三江交汇，大小北江流域承接北方文化辐射差异明显，东、

西两大区域语言习性、风俗民情也有异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竞相促进。故历

史上所属浈阳、含涯两县所属不一或与他县同属一州，直至北宋乾兴元年

(1022年)，浈阳之“浈”字为避宋仁宗赵祯之讳，改为真阳县，与洽沈并

属英州，此为英德两地合并成一县之始，所属区域才开始统一稳定。英德这

种历史上“行政级别”不定、地域所属不一的特点，加之地处岭南偏僻过

渡性要塞地带，行政长官更换频繁，历经朝代更替，战火纷争不断，造成了

英德“人稀土旷而田莱多荒，费广入微而财用不足，家乏百金之产，郡无

一岁之储”，县域文化积淀断断续续，经济发展迟滞起伏不定。“未必阳山

天下穷，英州穷到骨中空。”这不能不说是英德历史发展中的一大遗憾。

“道是荒城斗来大，向来此地着东坡。”每个地方的历史都有每个地方

的辉煌。凿道修桥、修城拓土、开矿冶金、兴学建校、整饬吏风，英德先人

前仆后继不断用自己的辛勤汗水谱写出自己的创业史。葛洪炼丹碧落洞，米

芾任尉含涯，苏东坡两过英州，张九龄、杨万里南游浈江，文天祥行舟英



德，他们在英德都留下了珍贵的墨迹、石刻和诗句。方希觉“众乐亭”，何

智甫“何公桥”，周希文“鹿形石”，杨桂“遗爱碑”，他们在英德更是赢

得了值得后人敬仰的声誉。即使古代广东盛传“韶关蚊子英德差，清远乌

蝇佛山街”，英德吏治之酷闻名于世。但今人每每翻阅英德史书，似乎感觉

到今天发生的事都可在历史上找到自己的渊源，也每每能在过去历史中得到

一些有益的启示。“曲江门外趁新墟，采石英州画不如。罗得六峰怀袖里，

携归好伴玉蟾蜍o”这更不能不说是英德历史的幸运。

五

在英德二千一百余年建置历史中，今所知最早的方志是宋代《英州图

经》和《真阳志》，洽沈也应有志，但未见著录，当已失传。而真正意义上

英德最早最完整的县志当是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知县谌廷诏修县

志；现存经常可翻阅的县志当是清代《英德县志》和民国年间出版的《英

德县续志》。这次这部新编《英德县志》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按

新体例编写的英德县志。这部县志从编成到今天出版，已相隔10年时间。

后人看历史，主要看其客观真实性和现实启发性。故出版这部书，我们首先

本着历史态度，尽量保持其原貌，包括原来所有领导的序，都全部排入，并

次序不变。在审阅过程中，我更感觉到作为地方领导实干为民的必要。即使

要为这部书写几句话，也尽量不要讲套话、空话，要讲真话、有价值的话。

所以我把这部书中还没有讲清楚的“英德”得名由来问题认真梳理了一番，

主要从专业角度参考和采纳了原市志办主任于宪宝同志的观点，并作为主要

内容写在前面的话中，以此表达我对所有编志人员及有关单位和参与人员的

感谢和对所有关心、支持、帮助、指导编志的单位和人员的感谢。

2005年12月

(许国同志为中共英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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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林 海

新编《英德县志》，于1986年2月开始准备，1992年5月着手总纂，

1993年底完成下限至1990年底的180万字初稿。1994年初适逢撤县设市，

遂增补下限至1993年底资料，并删减一些章节，11月完成送审稿。经省史

志办及有关专家2次评审和市编纂人员反复修改，1996年6月完成修改稿。

之后，经省史志办及有关专家又一次评审和市志办人员校对、补充，终于在

世纪之初付梓出版。这是英德历史文化建设上的一大盛事。因成书时间较

长，市志办同志认为需由我补个序，职务所系，责不容辞，当不虑笔拙而述

实感于书前。

英德位于广东省北部山区，为瀹、连、北三江会聚之北江中段流域，是

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始置的浈阳县和含涯县的辖地。2100多年来，

英德人生生不息，艰苦奋斗，倚三江会聚之利，以“洞山之粹”，创造了光

辉灿烂的文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人民同心同德，因地制宜，建立了

粮、油、糖、桑、茶、林、果、菜、笋、木薯十大商品生产基地，建立了以

水泥为龙头，以采矿冶炼、农副产品Js口x-和小水电开发为主体，以外向型经

济为导向的新型工业体系，使英德跻身于山区经济综合改革的县市行列。撤

县设市后，全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再接再厉，借鉴《英德县

志》，重新确立山区经济综合发展新路子。把旅游作为支柱产业之一，利用

地方史料，英德报请被批准为省级历史文物名城和国家森林公园；出版了多

种历史文化旅游丛书，开发和充实了各名胜景点，使自然与人文遗产得到了

很大程度的保护和利用，旅游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拉动了相应

产业的进步，而产业进步与经济格局的需求又推动了水利、交通、市政、能

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改善投资环境，实施科教兴市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新编《英德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

人民利益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伪存真，删繁就简，较客观地

记载了英德县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纵贯历史，横陈百科，述前



序一

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在告成之后，将可为我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

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依据。实是进行宏观计划和微观指导的“信息

库”，调查研究的“资料集”，将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发挥其“资治、教化、存史”的积极作用。

此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分设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人物6编45章。章下设节，计196节，148万字。这是英德史上已成书问

世的第九部，现存县志的第五部，也是建国51年来第一部时间跨度最长的

新编综合志书。

我们深知修志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裨今世而惠后代的千秋大事。为

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1985年7月成立了英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2年5月又成立了《英德县志》编辑部，动用了各方面力量，投入这浩

瀚工程建设。编纂人员不辱使命，在有关单位编纂专志的基础上终于使县志

成帙。这是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兄弟县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

上级史志机构、专家学者热心指导的结果；是编纂人员积极主动，各部门通

力合作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谨向为新编《英德县志》作出贡献的单位和同

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届修志得以总结各部门建国以来的工作，我们应珍视经验，记取教

训，按照历史规律，充分利用客观条件，扬长避短，为英德更加辉煌而奋
斗!

诚然，由于历史资料残缺，当代资料不够完备，加之众手成书，缺点与

错误在所难免，谨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o

2001年2月14日

(林海同志时为中共英德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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