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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言 ·1·

新编《番禺县志》即将出版，这是番禺人民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件大事。

番禺历史悠久，公元前214年设县，至今已有2200多年。明代至民国前

期七次修志，最后一部《续志》下限至1911年，距今断修已80多年。然而现

存旧志，重人文、轻经济，在观点、材料、体例诸方面，难免有所局限。新编

县志贯通古今，比较全面、客观、翔实地记述番禺的自然、经济、社会各方面

的历史和现状，堪称为记载番禺县情的百科全书。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可略

见番禺前贤古哲在各历史时期的丰功伟绩和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献身精神，

可看到创业者的艰辛，还可看到今天的番禺比解放前、比改革开放前所发生的

巨大变化。单就工农业生产而言，1992年番禺的工农业总产值达104亿元，比

1949年增长121倍，比1978年增长21倍。仅从这个数字就可以令人领悟到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今天繁荣昌盛的番禺。

新县志在记述2000多年县史的同时，着重反映改革开放10多年间80万

番禺人民在1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所描绘的一幅又一幅新图。人民的业

绩，得以载入史册；番禺的新貌，得以全面展现。新县志的问世有重要意义，

可以使各级干部正确了解番禺的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指导部门的工作；可

以为番禺经济政治改革、环境改造、文教卫生建设等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资

料，可以为爱国爱乡、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可以为县内外交流、团结

海外乡亲提供重要的媒介。

古人云：“盛世而修志"，我想修志也可促盛世。经国务院批准，番禺于

1992年5月20日撤县设市，标志着番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进入一

个新的历史阶段。我希望新编县志，有助手全市人民和30多万华侨港澳同胞

认识番禺、热爱番禺、建设番禺；希望为把番禺建设成为一个社会安定、经济繁

荣、环境优美、文明富裕的现代化城市而努力的人们，能从中得到启迪和教益。

从1986年冬起，番禺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收集资料，着手编写，几经修

改，几许艰辛，历时7年，终成志书。县志付印在即，编纂委员会嘱我作序，

谨表祝贺，同时向全体修志人员表示谢意。

番禺市市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何桃
‘、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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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1·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首设总述、大事记，以明县情概要和发展脉络。主体部分大体按历史、

环境、经济、政治、人文排列，共立二十八编；其中设经济、政治、人文三综

述，以综合概括有关内容，与有关各编有总分关系，互相补充；各编大都横排

门类，纵写史实。末设附录，以作补遗。

三、本志记述主要从1912年(民国元年)起，少数内容上溯至事物发端；

下迄1991年，有些延至1992年番禺撤县建市时止；少数照片适当下延。按详

今略古原则，详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简称“建国后")，特别是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史实。

四、番禺辖境变动较大，对较重要的史实均按当时辖境记入本志，以存历

史原貌。但记事以现辖境为主。

五、清代以前大都采用朝代纪年，夹注公元年；民国期间一般用民国纪

年；建国后概用公元年。志文中“解放前(后)"指1949年10月23目前

(后)。

六、对交叉的内容，有关编章着重志其不同侧面，力求文不重出。

七、所用资料，来自各单位所提供的初稿，以及统计局、档案馆等藏存史

料，也有向当事人、知情人采集的文字、口碑资料，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立传人物，主要为鸦片战争以来已故的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各界人士。

九、序数、约数、概数以及传统纪年和农历月日，均用汉字书写，其余数

字用阿拉伯数码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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