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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电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成立，后进行2次调整，历任

成员(按任职时间先后)排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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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贤

练有月 杨光亮

黄泽琛王国华李本稿谢宗阳

黄保宁李观来李玉梁华

郑富荣郑树秀

曾天祥蔡智文

崔瑞田何彩云

郭瑞璋李定芳

崔兆天谭玉珍

黄华崔炳华

许汝彦谭禄潮

莫思然吴柏林

张遵位l吴少文I

张苏林日娣

梁景生高文柱

廖日增崔斌

黄敦敏许汝彦

张俊

崔玉祥

魏鼎超

崔荣任

陈敬文

潘本

陈英成

潘 吼

邵华源

蔡美珠

杨 锋

李汉和

张炳熠

张万里

郑康胜

陈华仁

汪濡洋

钟志余

李小迪

姚良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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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肖 春

副主任沈汉

工作人员 梁成材 梁春梅梁凌云 梁淑桃梁银珍

邓坚妮李卫红

《电白县志》编辑人员

主 一编 肖 春

副主编梁成材

编 辑梁春梅梁淑桃

数字校对邓坚妮李卫红

主要摄影谢增甫蔡权

审 稿谭云龙 吕汉光

廖金凤高然

梁凌云沈汉梁银珍

林郁华

刘导平

蔡 权

冯叶青

周华林

曾在办公室工作过的人员

高国抗

李振斌

主 任谢宗阳梁华

副主任邓勇

临聘工作人员区圃匪囵 杨柳青 梁夏阳 李 强

戴由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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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白县志》终于问世

了。新编《电白县志》，是电白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的组成部分，是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的一部巨著o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历史悠

久。电白自南北朝建郡，隋建县，已历1460多年，其间曾11次编修

县志。明朝弘治元年(1488)，电白县开始修志，县尹徐亨主修，邑人

黄廷圭总纂。终明一代，县志四修，纂修年限，除上述的弘治元年，依

次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万历二年(1574)、万历三十六年(1608)，

基本为30年一修。及至清代，也先后于清顺治十年(1653)、康熙九

年(1670)、康熙二十五年(1686)、道光四年(1824)和光绪十三年

(1887)共五次修志。民国期间，县曾设修志局修志，但仅完成志书的

部分初稿，终未成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60年成立县

志编委会进行县志修纂，但因受到“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的影响，仅完

成志书初稿，且体例不完备，难以成为一代志书。因此，从清光绪十

八年(1892)(电白县志》锓梓迄今，百年间，电白县几乎没有完整的县

志问世，至令电白县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自然环境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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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缺乏全面、系统、准确的记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

放形势的发展，国情研究、国情教育问题已摆上议事日程。而作为

“系统地情书"的地方志，是研究国情的主要依据，因此，国务院正式

把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列入国家“七五"规划。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

视关怀下，全国出现“盛世修志"的喜人景象o 1985年7月，中共电白

县委、电白县人民政府成立了电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设立常设机

构——编委会办公室，挑选、配备专职修志干部，开局修志。经过全

县修志工作者的十载耕耘，四订篇目，三易志稿，1998年完成《电白县

志》编纂任务。1999年付梓出版。此为电白县500年修志史上一个

光辉的里程碑。

新编《电白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采用襄括百业、贯通古今的体例，贯彻详

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对旧县志进行批判继承，去芜存实，去伪存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的社会现实，发动群众，广征博采，然后作了较为详尽的记

述，为我们提供了电白县二千二百多年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翔

实资料，成为一部重要的地方文献。

志以致用。修志的目的在于延续历史，服务政治，教诲后人，使

之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冀望各级干部、全县人民以《电白县志》作

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来学习，激发为振兴电

白伟大事业而献身的热情，为把电白建设成工业强县、海洋强县、流

通强县、旅游强县和教育强县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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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电白县县长 李喜气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是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

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一应俱全

的全面、系统、准确的社会大观的综录，是县情、市情、国情的重要载

体。新编地方志对于各级领导进行科学决策，对于向干部群众进行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对于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介绍故乡的

成就，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对于科研工作者开展多学科的研究，

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科学的、全面的资料性地情著述，新

编地方志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伟大变革时代的科学记录，不仅在当前

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可以传诸后世，具有长久的认识价值和科研价

值。江泽民总书记说：“编修新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

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

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意义重大的事业o"

电白县委、县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意义有充分的认识和理

解，对本届修志工作十分重视。根据上级的有关指示，我县于1985

年就健全了修志机构，配备了修志人员，并不断改善修志工作条件和

修志人员的生活条件，努力为修志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多年来，我

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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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始终坚持县委领导，县政府主持，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具体实

施，历届县长任编委会主任的组织原则，从而保证了我县修志工作能

顺利进行。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新编《电白县志》终于编纂成书，与

广大读者见面了。《电白县志》的出版发行，是全县修志工作者辛勤

耕耘、默默奉献的结晶，是各方共襄盛举、通力合作的成果，是全县人

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新编《电白县志》是时代的新篇，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进行

编纂，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时代性、地区性、综合性和科学性。全志

180万字，116帧照片，前有总述、大事记，后有附录，志文分地理、经

济(上、下)、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等8篇63章，全面记述电白

县自秦赢政三十三年(前214年)至1990年2200多年的自然环境、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是电白县历史和地情

的一部百科全书。它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严谨，具备

“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我们相信，《电白县志》的出版，将对服务

当代，造福子孙，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志书是中华民族世代奋斗、兴衰荣辱的

史诗画卷。因此，我们必须明确：修好志只是前提，用好志才是目的；

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电白县志》出版后

必须规范好发行、学习、使用等工作，要在全县掀起一个“学县志，知

县情，为振兴电白献谋出力"热潮。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要在组织

好这一活动的同时，组织人力搜集资料，编写年鉴，为新一届修志做

好准备工作，使我县的修志事业代代相济，永不断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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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记述范围 主要记述当代电白县地域内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社会、自然的现状和历史。对在某一历史时期曾属电白县地域

．的地区仅记当时的主要事件o

二、时间断限 本志贯通古今，上限一般肇自事物在本地的发

端；下限截至1990年o ．

三、纂修原则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详今略古，重点记

述解放后；详异略同，重点记述有电白特色的事物。整部志书重点突

出经济建设。

四、体裁结构 本志沿用志书的一般体例，以记、志、传、图、表、

录为主要表述形式。志前设“总述"，综合县情，统摄全书；“大事记"

纵贯古今，以史体形式记述全县的大事、要事、新事；“志"为全书核

心，事以类从，横陈门类，纵写历史，设篇、章、节、目以记述；“传"为人

物传，设传、表、录，分别记述各类人物情况，“生不立传"原则体现在

“传’’中，不涉及“表99、66录"；“图”、“表"主要为配合文字记述需要，以

具体形象、数字表达，增强记述效果；“附录"辑录某些需存史而又未

能归入“志"中的重要资料。

五、纪年、称谓 本志所用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凡例

用朝代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立后分别简称为“解放前"、“解放

后"o地名称谓沿用原地名，如有改变，括注今地名。

六、文体、单位 本志文字记述一般用规范语体文，引用旧志、旧

资料时用原文；民国以前历代纪年使用夏历，用中文数字书写；民国

以后使用公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计量单位，解放前用当时使用的

单位，解放后用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统一计量单位，但耕地面积仍

用旧计量单位。

七、资料来源 本志书资料的主要来源为：各种版本的旧《电白

县志》、《电白县乡土志》、《高州府志》、《广东通志》、《茂名县志》、《广

东年鉴》、《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小方壶斋舆地丛

钞》、《方舆胜览》、《广东军阀史大事记》、《广东革命历史资料》、《民国

时期广东档案馆藏档案资料》以及当代县档案馆档案资料、县统计局

统计资料、各有关部门统计资料，部分为采访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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