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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白云区区长 尹景华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

地方长官应尽的历史责任。我作为白云区区长，深感

编好白云区地方志的重要。
、‘ 编好白云区地方志，把我区在建国前后150年

(1840一-"1 990)的历史记载下来，特别是把我区建国

后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载入史册，对教

育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把

白云区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搞好，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

志书的传统是代代相因的，后一部志书是在前

一部志书的基础上增加和发展的，保留其精华，删去

其糟粕，从而使志书日臻完善：白云区是一个新区，

建国后没有修过志书，要编新志，困难较大：但是，白

云区现在管辖的地方，却有悠久的历史。在清代及民

国初期，白云区大部分地区属番禺县的慕德里司和

鹿步司管辖，小部分地区属南海县的金利司和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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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管辖。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将清代末期番

禺、南海几本志书及民国时期的有关档案资料进行

整理，编印成《白云区前志》。《白云区前志》的出版，

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新编的《白云区志》能有所因循借

鉴。‘ ≯，j’． ；’：

《白云区前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志中有白云

地区建国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包括风俗、文物

古迹)等方面的详细记述。民国时期的一些档案资

料，例如抗日战争后番禺县北部地区(现白云区)，关

于建设的争论、建议和提案，都很有参考价值和启迪

作用。‘
。．

⋯． ．⋯，·． 一
，．。 t ● _ ， - “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要

把白云区治理好，要把白云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好，就必须熟悉白’云区的人情、地情和历史状

况。《白云区前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供研究、借鉴

的宝贵资料。
’’‘

： 白云区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正在进行。我希望全

区各级干部共同努力，深入调查研究，摸清白云区的

人情、地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出白云区

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白云区地方志编好，为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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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书所载的是建国前白云区有关方志的资料，故称“前

志”。． o ；
．：J对o+ ．：

建国前，现白云区大部分区域为番禺县管辖，小部分为

南海县管辖，这些地区的地方志和其他有关资料，都是本书

辑录的范围。： ．·

： ：一 ．

。。。．本书正文包括两大部分。， ；
。’ ‘

．’，．

，第一部分为清代。这一部分主要从光绪《广州府志》

(1879年刻本)、同治《番禺县志》(1871年刻本)、．宣统

《番禺县续志》(1911年刻本)、同治《南海县志》(1872年

刻本)和宣统《南海县志》(1911年刻本)等志书中辑录。以

上几本志书中有重复或大同小异的，则只选其中记述得较

完整的节段辑录。为了便于阅读，我们按横排格式排印并加

标点符号。九编者所加说明，在该节段后用“( ]’’括注，

并写上“点校者按”，以与原文的“谨按’’区别开来。．一些

较生僻的词语，当页最下边有注释，用一短线与正文隔开；

清代志书用文言文，生僻的词语较多，现只注释在本书中使

用较多或一般字典没有收辑的词语，例如《舆地·气候》章

节中的“晷"，《人物》章节中的“马伏波"等词语，有助于

扫除阅读障碍。在第一章《编修者部分》和第二章《序言部

分》中，‘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从同治《番禺县志》和宣统

《番禺县续志》二书中选辑。
’ ’·一--



‘

：

第二部分为民国口民国期间，番禺县、南海县都没有编

著志书。凌鹤书编纂了一卷《续番禺县志》，虽是民国七年

(1918)的稿本，所载实是清代史料，可以说是宣统《番禺

县续志》的续卷。因此，第二部分搜集的资料没有第一部分

那样全面和完整，在编排体侧上跟第一部分也有明显的不

同，但毕竟是从文史馆、档案馆、图书馆等馆藏资料中摘录

的，所以内容同样确实。
’ ’，

一

．

两部分都有图表，为便于查阅，凡表均改为横式，而图

则熙原件复印，图中的繁体字难以改写，只能保留。旧志书

有许多现在已极少使用的繁体字、‘异体字、通假字或方言．

字，这些字在一般电脑字盘中找不到。在电脑拼缀后形体往

往走了样．’请读者体谅·书中有口的，是原著残缺不清的字·

。关于纪年问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2

年3月颁发的《《广州市志)编写行文通则》规定；“清代

及以前朝代纪年用汉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字。刀在第一部

分清代的纪年，我们按规定做，．但民国的纪年，却遇到一些

问题，例如“民国五年三月十六日"，若只把纪年改为阿拉

伯字，则显得有点不伦不类，若把月日一并改成阿拉伯字，

又发现其中有些是使用农历，一改动便会造成混淆。为保持

史料的准确性，我们统。用汉字作民国纪年，并跟清代纪年

一样，括注公元纪年，如“民国五年(1 916)三月十六日"。

但原文年、月、日均用阿拉伯数字的，则保留不变。+，、、‘-，

最后说明一点，书中所摘录的资料，有一些称谓、提法，、

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出于尊重历史，．我们不予改动，

请读者明鉴。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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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修者部分

编修者部分’．

r
，

。

(一)重修《番禺县志》职名

主修：钦命广东巡抚、前任番禺县知县李福泰。

总纂：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编修、前右春坊右中允、实录馆纂修、国史馆纂

修、本衙门撰文史澄．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记名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何

若瑶。

分纂：举人高州府教授陆殿邦，举人国子监学录衔、河源学训导陈澧，举

人截取知县、国子监监丞衔金锡龄，举人候选知县何壮犹，举人拣选知县何绍

经，举人升用同知、江西安福县知县陈璞。

收掌：举人拣选知县张赞臣，举人截选知县、翰林院待诏、德庆州学正、

内阁中书衔廖敦行，廪贡生候选训导黄仲琨。

采访：举人同知衔、即选知县金铭吉，生员候选训导沈世良，生员朱琳，‘

举人拣选知县马风仪。副贡即用教谕加六品衔吴天榆，副贡何绍武，生员中书

科中书苏鸣髓，生员居士材，生员梁飞鸾，监生蒋灏，生员陆秀书，廪贡生林

友兰，生员钟缉熙，生员欧阳芝，生员何壮昭，生员候选训导刘锡昌，生员张

舒苋．

分校：生员许镘，生员吴涡，生员王国献，生员黎杰材。

绘图：南海文童罗照沧。 、

总理局务：进士湖北长阳县知县升江西同知署南康知府张维屏，进士礼部

主事员外郎衔陈其锟，翰林院编修梁国琮，举人内阁中书候选郎中加道衔、赏

戴花翎金菁茅。

’总理经费；廪贡生训导候选道加二品衔、赏戴花翎梁纶枢，诰封奉直大夫

内阁中书加四级陈希献。

(二)续修《番禺县志》姓名录

倡修：梁鼎芬·凌福彭张学华卢维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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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局务：何天辅李兆椿汪兆铨陈崇鼎李祖蔚

总纂：丁仁长吴道镕梁庆桂

分纂：凌鹤书汪兆镛潘应棋徐绍柴谢祖贤邬庆时

绘图：陶厚圻冯秩澜

收掌：范公谔陈崇燕陈善百

总校：王国瑞姚筠沈泽棠石德芬李澧常何端树‘陈之鼐

陶敦复陈庆和李鹿鸣周汝铭钟梓良

分校：徐应銮欧阳炯戴寿年史久鉴丁仁济姚礼恭陈庆贡

．谢祖诒凌达材沈忠赞俞汉章李文纲 、

采访：李文榘沈藻清马寿彭张洪湘区述曾何宝权韩和章：

李景诒梁庆泰陈肇停崔伟奎潘鸿楷彭金铭钟翰良钟型方万

邦宪江贯忱曾繁荫谢添恩周汝璋

总理经费：何天衙张锡麟韩日华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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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序言部分

●

+●

(一)《番禺县志》序．’．
、

，

’”夫坤维画野，自阜成图；乾象分躔，翠妫垂牒。财赋详于禹贡，职方列于

周官；编诗陈列国之风，读史记方舆之要。逮乎张勃吴录述风土而靡遗．杨雄

蜀纪并山川而毕载。是以九域十道，备志简编l草木岁时，悉登著录。丹青充

于渠阁，典制核于史态。洵为考据之所取资，笔削之所储采者矣。

广州府番禺县者，星分牛野，地控狮洋；郡县置于秦时，职贡陈子汉室。

陆大夫出使之地，杨议郎结宅之区。蛮夷大长，朝汉台高；彭城郡公，昌华苑

古。铜街金市。丽风景于三城；绀字琳宫，岌王周基于六峙。以至鱼盐蜃蛤之

利，果园竹林之富，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茧。珊瑚玉树之植，藻野缛川；

玻璃玳瑁之珍。阗城溢郭。诚九州之上腴，五岭之天府也。

然而刀耕火种，稼穑异于中原；木蛋板猛，习俗殊于上国。菁林茅谷之隘．

郭璞莫名；鲢妖蚕蛊之风，去非难答。况复沧桑递易，陵谷几迁；昔之j乞鸟

蛮花，今则珠服玉馔。易卉服而冠盖．化椎髻以诗书。户尽2玄歌．风成邹鲁。

文澜阁构．云岌千函；学海堂开，玮题万架。擅渊云之妙墨，撷汉宋之精腴。

谈经多虎观之儒，补史有兰台之彦。讵可辅轩不采，编牒阙如者乎?兼以劫
换红羊，地腾苍鸟。殃徒啸聚，则村落成圩；溪刺生骄，则波涛沸海。轮翻珠

．浦，铁锁空横，瓦碎诃林，银衡失险，未免林惊象走，棘叹驼埋。加以绿林青

犊之军．黑山飞燕之众；冲车百尺，压伯琏楼中；火雉千群，集姚襄壁上。致
令黎獯千二百峒，处处烽烟；盘獠六十三山，家家钲鼓。帅亡鸟了，军靡鹅儿．

偃月之城不开，撤星之阵环布。及乎撤细柳之防秋，许甘松之互市。梯山航海，

就日同来；赕布责钱，如云毕集。假令虎头门外，里鼓空传；鱼藻门前，海语

如故。则访楚庭之耆旧，渐湮姓字于遗编；纪南越之春秋，谁补楼罗于前历。

即使岭南风物，往牒犹存，桂海虞衡，丛谈具在，不过旧闻五部，孝绪仅撮丛

残，新志九条，仲宝惟区，流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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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泰以咸丰二年(1852)来知县事，六年寇定，循览旧志。读刘恂之录异，

叹故简之多讹；披姚虞之舆图，恐椎轮之未善。复以星霜代嬗，纂言久缺，编

年文物日新，问俗多非故辙。续严州之志，窃思继轨仁荣；补建康之编，直欲

追踪光祖。于是特开书局，广聘儒林，慎编纂之才，设采访之使。乃延赞善何

君石卿、编修史君穆堂总其事，而分纂则属之陆教授磐石、陈学录兰甫、金孝

廉芑堂、何大令桐甫、陈司马古樵焉。斯皆才拟宋欧，学通马郑；搜方物于益

部，括旧事于武林。乃发凡起例，各擅三长，访逸采遗，甫经一载，书未告蒇①，

而海氛复起矣。

当是时也，狭犬辜恩，金蚕肆蛊，负其豺狼之力，逞其枭獍之心，蹂躏

我边防，糜毒我士庶。碉钱朝煽，则昆阳之屋瓦皆飞I火炬宵然，则赤壁之江

涛鼎沸。遂使歌台舞榭，万栋云颓；水郭山村，千家星散。而斯局者，地倚东

城，阁临南浦。当坏云之压垒，惊炽火之焚旗。于时玉轴扬灰，龙文折柱。杜

林徒抱其漆简，避乱西州；苟弱虽定其缥缃，再厄东洛。福泰亦以迁秩去县，

丽修纂之事中废矣。 ·

同治三年(11864)．福泰荐擢郡守，越明年乙丑，穆堂编修议续前业，石

卿赞善既赴玉楼，而何、陆二君，复相继捐馆，乃延何醉六孝廉终桐甫之事，

而以陈古樵司马兼磐石之劳。于是广辑蠹篇，重挥兔翰。叹曩编之缺略，则史

乘旁搜；汰旧志之荒芜，则卮言尽削。凡夫三城故都，二禺分麓，重洋控制，

列碉拱卫，营屯亭鄣之所，村庐圩市之名，以及越汉兴亡，孙卢寇窃，波斯大

食之贸市，马人龙户之出没。莫不精据广蔸，周著胪晰。若夫郡邑废置、文献

盛衰、风俗良浇、物产众寡，海防关隘之守，田赋榷税之法，亦复削繁补逸，

事核文省。岂若祝穆之述，方舆仅罗古迹；克家之纪，人物独取科名云尔哉。

溯创撰于丙辰，迄成书于辛未。厘卷五十有五，阅时一十六年。昔潦水之撰通

鉴，历十九载而始成，单锷之书水利，阁三十年而后著。盖捆摭既富，编辑綦

难。所以太冲覃思赋三都而纸贵，叔皮草创经再续而史成，未可以枚速马迟而

谬，谓此工彼拙也。今者河海清晏，民物阜康；玉山之麓，刁斗无惊；．珠海之

滨，华夷安处。福泰适膺简命开府是邦，悯撰述之勤劬，嘉体制之博赡。纸

罄油素积轴，何啻万签简脱。抨青削稿，已成两屋，为之志其缘起，弁于简端，

庶使后之披文，玩其典丽。时事风俗，一展卷而毕观；人物山川，不出户而周

览焉。 ．

’广东巡抚、前番禺县知县李福泰序。

① 葳c磁nl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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