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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水市委书记唐友成

三水建置400多年，沧桑变幻。在短促却又漫长的岁月中，历史的轨迹为三

水人民留下了一幅恢宏、绚丽的画卷；积累了一笔珍贵的资料财富。为了让人们

了解过去，珍惜现在，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市志办公室从1987年开始组织力量，

收集资料，认真筛选，考证核实，反复修改，历时七载，四易其稿，最后编纂成这部

《三水大事记》出版面世，可喜可贺。

大事记是新编地方志中不可缺少的，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水大事记》从

公元1526年建置到1993年撤县设市止，时间跨度467年，采用编年与纪事本末

相结合的体裁，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对凡属发生于三水境内的行政区域变化、机

构设置与调整；主要官员的更迭；重要会议；重大的革命斗争以及政治、经济、军

事活动；国内、省内的大事或重大措施在本地的反映；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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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现象，如灾害的发生和资源的发现；文化、体育、卫生、科技等突出成就；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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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事迹等，均按时间顺序，提纲挈领地进行记述，使人们集中、全面、系统地

了解本地的历史情况与发展脉络，从而窥豹三水古今概貌。人谓大事记乃“一志

之经”，这话是很对的。所以，我认为《三水大事记》既是一部很有教育意义的乡土

教材，也是一部可为各级领导在制定部门工作规划时提供参考的工具书。

我高兴地审阅了这部《三水大事记》的定稿，认为书中所记的大事，是做到尊

重历史，尊重事实的。而且举事重点突出，繁简适当；行文字斟句酌，言简意赅，既

是严谨的志书，也是可读性很强的史书。“鉴古知今”，我希望《三水大事记》在今

后三水经济建设中充分挥“资治”的功能；在“爱我三水，为三水奉献”的活动中起

到爱国主义的“教化”作用。

趁此机会，我要感谢为本书提拱、核实资料的各界人士。由于您们的鼎力协

作，做到了“众手成书”，使这部《三水大事记》的内容更为充实丰富。

最后，要感谢市志办公室李庆邦主任和全体编修，是你们默默耕耘，用辛勤

劳动的汗水，培育出精神文明的硕果，编撰出三水历史的鸿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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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大事记》所辑录事件，上限自明嘉靖五年

(1526)始，下限至1993年底止，时间跨度467年。

二、本《大事记》采用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的体

裁，按照凡属重大变革的事件要记；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要记；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要记；不平常的事件要记；_口JI

为后人效法和鉴戒的事件要记等5条标准，并遵循“详

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辑录了三水建置后的政区

沿革、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科技、体育卫生、民情

风俗、兵燹灾患等方面大事共1225条。其中明代78

条；清代183条；中华民国1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796条。

三、本《大事记》对旧县志记载农民起义武装的肆

意污蔑、攻击，现按历史唯物观点予以纠正，还其历史

真面目。

四、本《大事记》对旧县志记事采用的文言体改为

现代语体文记述。

五、本《大事记》对历代王朝和中华民国纪年，均

用括号加注阿拉伯数字表示公元纪年。农历的年、月、

日则用汉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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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前的三水

[编者语] 为了使读者阅览这部《三水大事记》时，对三水建咒

前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们将典籍记载的有关史料，辑录于本书之首，以
供参考。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年前214年)，三水属南海郡番禺境地。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年前111年)，三水先后属番禺、四会两县。
唐太宗贞观元年至明世宗嘉靖四年(627—1525)，三水分属南海、

高要两县境地。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九月初十，岭南裨将哥舒晃反唐，杀主帅岭

南节度使吕崇贲。史称“岭南起义"。大历十年，唐朝大军沿北江南下．
与哥舒晃部队激战于胥江(今芦苞一带)。

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宋兵南下，南汉王刘 命植廷晓将军(大

塘土塘下村人)领兵6万御敌。翌年，植战死广州城外，归葬大塘将军
甲(士名)。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芦苞乐塘村人胡晋臣中进士。历官郧臃}

经略制置，兼枢密院副使，辅高宗南渡。

南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筑北江东岸榕塞西围，堤高三华尺(合
今1．1米)。

宋朝期间(960一1279)筑北江西岸永安围(今安乐围)，堤高3米。

又筑青歧王公围、茶岗围(今瑞岗围)。

元惠宗至正元年(1341)筑白坭羚陵围溜湾、新圳2窦及镇南堤
(后与平田堤统称大路围)。

元朝期间(1279—1368)，筑西江左岸蚬塘、豁陵、白坭、雄旗诸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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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1526—1643)

明朝中叶，由于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以致民不聊生，

农民反抗斗争风起云涌，闽、赣、粤、桂、湘等省尤为激烈。三水位于西、

北、绥三江汇流之处，河涌纵横交错，且远离高要、南海、清远、四会等

县治，中无城邑，道里旷渺，官府鞭长莫及，成为农民起义队伍及盗匪

啸聚活动的地方，他们拦劫粮饷，截杀官差，地方官吏缉捕管治维艰，

视这里为“冲、难”之区。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

并保障过往官员及粮草运输的安全，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初，总督

两广军门姚镆、巡按广东临察御史涂相、广东左布政使梁材、广东按察

使周宣召开会议，决定分割高要、南海两县部分地区设立新县。由广州

府派出推官孙孟，会同肇庆府通判潘鸥、南海县知县周笄、代理高要知

县的县篆经历李某等亲到三水地区调查勘察，提出设县依据，最后奏

请嘉靖帝设三水县。

嘉靖五年(1526)

五月，嘉靖帝下诏，割南海县三江、西南、胥江三都(杨梅、南岸、南

溶、清塘、郭塘、禄步、丰湖、乐塘、高丰、土塘10堡共34图)；高要县小

洲、镇南、五顶、平南、清塘、龙池、长歧、利琼、白上、白下10都共17图

建置三水县，属广州府管辖。县治设白塔村龙凤岗(现河口开发区城内

村)。全县计有8910户。男子12305丁(按：16岁以上的男子为丁)；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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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8302口。

是年，县始有邮亭(建县前西南已设驿站)。

嘉靖六年(1527)

首任知县程儒(江西永丰人)督建县城城墙(分东、西、南、北四

门)，建县署于龙岗，建学宫于凤岗，共用银8667．5两。

晚造丰收。

嘉靖七年(1528)

嘉靖九年(1530)

二月开始干旱，至十月才降透雨。

嘉靖十一～(。534)--9 1534昂增卞 L

建养济院于东门城外，收孤贫男、女共52人。人日给口粮银1分，

由田赋支销。

嘉靖十四年(1535)

五月，大水，农作物被浸，民间饥馑。巡按御史戴碌(浙江奉化人)

令知县李揆(江西临川人)开仓赈济，并奏免当年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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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五年(1536)

五月，西江大水，农作物被浸，斗谷百钱。

秋，大旱。

是年，筑新生堤，开双窦。

嘉靖十六年(1537)

五月，洪水暴涨，比嘉靖十四年水位还高1．5尺。

五月，大水。

五月，大水。

嘉靖十九年(1540)

嘉靖嘉靖二+二年(1543)

嘉靖二十四年(1545)

春，白昼可以望到金星。
’

夏，因频遭水旱之灾，致严重饥荒，斗米贵至150钱。

十二月，太阳四周有黑气，持续七天始散。

夏，大水。

嘉靖二十六年(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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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一年(1552)

四会县大罗山瑶族农民起义军开进三水西北边境一带。次年攻陷
芦苞。

嘉靖三十五年(1556)

’

大罗山瑶族农民起义军进驻独树岗，六日后撤离。

嘉靖三十六年(1557)

春，提督侍郎谈恺率兵7万进攻四会县大罗山农民起义军，并令

游击邹继芳率部由芦苞前往配合镇压。这次围剿，共杀害起义军及无
辜百姓8600多人。

8

夏，大水。

秋，大旱。

是年，筑灶岗围。

嘉靖三十八年(1559)

嘉靖三十九年(1560)



嘉靖四十年(1561)

提督张臬率兵镇压张琏领导的饶平县人民起义军，兵过三水时大

肆抢掠西南镇。

嘉靖四十二年(1563)

夏，大水。 ’

是年，知县陶守训(广西平乐人)主修第一部《三水县志》。

隆庆元年(1567)

大赦，免是年田赋之半。

隆庆三年(1569)

九月，飓风袭境。

隆庆五年(1571)

春、夏洪患，农田歉收，民间饥馑。

隆庆六年(1572)

夏，洪水为患，农田歉收，民间饥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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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元年(1573)

大赦，免是年田赋之半。

夏，大水。

八月，飓风袭境。

万历二年(1574)

万历六年(1578)

十月，彗星出现于县境西方。

境内发生地震。

万历+一年(1583)

万历十二年(1584)

境内发生地震。

五月，大水。农田失收，奉诏免钱粮一年。

万历十四年(1586)

夏，大水。九水岗堤决，殃及南海、顺德等县，作物被淹，庐舍冲毁，
受灾数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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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旱。

春、夏皆发大水。

夏，大水。

秋，大旱。

万历十九年(1591)

万历二十年(1592)

万历二十三年(1595)

万历二十四年(1596)

五月大水，秋日大旱。是年大饥荒，斗米贵至150钱，饿殍无数，逃

荒者众。知县高瀛(浙江鄞县人)劝各富户赈灾，并亲率下属施赈。

秋，大旱。

知县高瀛修学宫。

是年，筑大路窦。

万历二十五年(1597)

万历二十六年(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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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八年(1600)

朝庭厚葬南京礼部尚书何维柏于金本芹坑村侧的白鹤山(按：何

维柏原籍南海登云堡沙涪村，寄藉三水南岸堡。20岁时为邑庠生，嘉

靖十四年中进士。故他为嘉靖四十二年《三水县志》作序时自称邑人)。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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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九年(1601)

诏免次年夏秋田赋三分之一。

万历三十年(1602)

知县罗点(广西陆川人)主持建魁岗文塔，乡绅士民捐资八百多

五月，大水。

地震。

万历三十二年(1604)

万历三十四年(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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