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地方志丛书



粤新登字01号

特约编辑：黄兆荣何丽雯林建征

责任编辑：张建行

封面设计：张力平

广宁县志

广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杜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韶关市华光科技咨询信息服务公司电脑排版

地址：酬关市西河工业东路23号

广东佛陶印刷厂印刷

厂址：佛山市忠信路9号

787×J092毫米j 6，F车60印张l370．000字

1 994年12月1临 1 994年l 2月第1攻印刷

印数1 3，000册

ISBN7 218 01726 6／K·364

定价：68 oo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f

J●●．1



编志机构人员名单

第一届广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1986．3—1 990．8)

主任

副主任

顾问

委员

罗为薯

何水兴 彭传珠 江先宁

酆 斌 黄世慈 蔡其生

蔡汉光 朱昌南 祝文礼

冯平修 程荣修 李葆荪

曾水运 梁树伟 冯大成

办公室副主任：蔡汉光(主持全面)

主任

副主任

顾问

委员

贝顺好 陈以年

冯肇刚 周水福 梁 斌

李庆新 罗达明 彭永梅

欧宗成 陈 辉 欧阳品亨

第二届广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1 990．8)

梁运尤

彭传珠

何水兴

扬沛容

欧阳进安

江先宁 沙业秋

酆 斌 贝顺好 黄世慈

欧阳兆春 朱昌南 陈家田 陆其邦 陈以年 吴淦芳

李庆新 陈家培 林志强 何洪华 程荣修 罗达明

办公室主任：沙业秋

办公室副主任：李文维 詹泰运(1993年10月任)

主 编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工作人员

《广宁县志》编辑室成员

沙业秋

李文维 李增志 邱 方

詹泰运 王伟民 邱坚崇 罗荣任

李如忠

砂7



序 一

序一·1·

第一部社会主义时期编纂的广宁县志，在深化改革的大好形势下出版问

世，可喜可贺! ·

广宁乃我桑梓，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对广宁的人民群众，山山水

水，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修志成功，由衷高兴，欣然受约，乐以为序。

自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置广宁县以来，迄今435年。历代县官曾七次

修志，五次成书，但本县仅存留有清道光四年(．1824)知县黄思藻主修的《广

宁县志》。自此170年来，岁月漫漫，几经沧海桑田之变化。鸦片战争、太平

天国、辛亥革命，直至“五四一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

党诞生，在世界东方出现了黎明的曙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宁无数英

雄儿女，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无愧子国人的贡献。这

段“夫翻地覆慨而慷一的历史，值得永载史册，彰往昭来，发扬光大。

盛世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建国40多年来，虽经。文化大

革命一十年浩劫，仍是中华民族少有的兴盛时期，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处处呈现出国运昌隆，百业兴旺的盛世局面，为社会主义时期编纂方志

创造了条件。为此，中共广宁县委和县人民政府，负历史之重托，据人民之要

求，决定新编《广宁县志》。1986年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县志办公

室。经全体编志人员共襄互勉，八度寒暑，广集史料，五易其稿，始克告成!

新编的《广宁县志》，是认识广宁的百科全书，。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

得失一、俾便后人。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一，它秉承。资治、教化，存史一宗旨，

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

未来"以及。人民为主，经济为主一的编纂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一，

贯通古今．该志记述了广宁的自然风貌、政治军事、经济形态、文化教育、风

俗习惯、名胜古迹、人物生平等各方面的演变，上溯千年．纵横百里，凡重要

史实，均有所载。省、市方志学专家学者均认为观点正确，剪裁恰当，资料翔

实，叙事简明，是一部具有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三者统一的新县志。它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一

为本县各级领导在治理政务、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等方面进行重大决策时提供

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也是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的一部生动的乡土教材。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对于客居他乡的广宁籍专家学者和其他家乡

儿女来说，《广宁县志》是一座沟通信息、加强联系的桥梁，可激发对故乡的

悠悠思念之情，以献计献策，为振兴乡梓贡献力量。曾经在广宁这块沃土上为

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浴血奋战的革命老前辈，曾经为广宁的建设事业付出劳动

的干部、职工，亦从中可重温昔日的峥嵘岁月，加深同广宁人民鱼水之情。

《广宁县志》还可把本县的各种经济信息向全国各地辐射，有助于大力发展横

向联系和协作，繁荣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

编修新县志是一项崭新而又浩繁的治史工程，因时间跨度大，历史资料匿

乏，编纂者虽力求完善，惟难免有疏漏未尽之处，敬请当代诸君赐教，并期后

世贤达补正续修，延至永久。

中共广宁县委书记郭昌淦

1994年5月



盛世修志

文明和精神文

政府表示热烈

切的问候，向

专家和为本志

本县自明

踵其事。尔后

二次国内革命

县志无人修撰

黄思藻主修的

志才提上日程。中共广宁县委、县人民政府遵照上级指示，适时遴选修志人才，

组织编纂县志专门班子。编志人员跑遍省内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展

览馆，并与省外有关部门广泛联系，将散失在各地的资料集中起来，以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分析研究，去芜存菁，辛勤笔耕了八个春秋，

终于大功告成，实为一大幸事。

县志为资政、辅治之书，系之于政，用之于政；使后治邑者有所依据，所

以自古以来，地方官都以修志为己任。治县为艰‘，志县亦难。一部县志不但要

记述山川I形势、土地、物产、河流、道路之变迁、经济、政治、文化之发展，

还要记述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追述往事而思来者’’，以便“温故而知新"，

“前辙之鉴，后事之师力。作为历史鉴诫，以有益于治道。县志对人物有褒有贬，

据事直书，善恶自见，以楷模垂范后人者有之，以劣迹警训后人者亦有之。

《广宁县志》本此宗旨尽了最大努力，我作为兼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也

算了却一桩心愿。

建国后的第一部新县志，不同于建国前的旧志。它不是资料堆砌与现象的

罗列，而是实事求是地记述广宁的人和事、自然与社会、历史和现状，充分反

映广宁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如实地记载我们工作中的胜利和曲折。但是，修志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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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是以观点为基础，而是以资料为基础，观点通过资料来体现。这就要求：

首先是在占有大量资料之后，运用。新方法一、“新观点刀去研究分析资料，科

学地进行加工，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其次，要有整体性，

各门类的内涵要有机地联系，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要记述清楚，方能成为有价

值的地方历史文献。以上要求，是1日志无法比拟的。新的《广宁县志》基本达

到上述要求。

。志以致用一。修志的目的在于延续历史、服务政治、教诲后人，使之有利

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期冀全县各界特别是各级干部都能

把《广宁县志》置于案头，常阅细研，以鉴戒自己，并教育后代，使该志能成

为工作和生活的良师益友。

愿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锐意改革，团结奋进，创造更

大的业绩载入新的史册!

兹值新县志定稿付印之际，谨书片言，权以为序。

广宁县人民政府县长梁运尤

199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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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倒 ·5·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

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的体裁为记、志、传、图，表，录并用，采用卷、章、节编排，

共分29卷123章，计136万字。

三、本志上限一般起自建县初或事物的发端，《建置》、I：人物》等卷溯至

建县以前。下限迄至1989年，极少数截至其他年份。

四、本志除引文外，一律使用语体文、记叙体。在写法上采用横排竖写、

纵横结合的方法，力求经纬有序，条理分明。

五、本志_解放后一是指1949年9月3日本县解放后。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简称。建国后一，之前简称“建国前一。

六、本志称谓：政区、机关、职官名称和地理名称，均系当时习惯称呼．

80年代后的地名以1981年12月广宁县人民政府编印的《广宁县标准地名

录》为准，其中《革命老区根据地建设》的地名则按当时习惯称呼。计量单位

和符号，建国前一般按当时习惯用法，建国后按1984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

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

七、本志统计数字原则上以县统计局公布的为准，部分数据来自有关单位

的部门志。文中统计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联合颁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本志不为生人立传，入传者多为革命烈士、已故军政要人、英雄模范、

专家学者、社会各流，以及对历史起阻碍作用的少数人物。人物排列按其生年

为序。烈士英名录以其卒年为序排列。

九、历史纪年用帝号纪年，同时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中共广宁党组织

领导的活动及建国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材料来自省、市、县档案资料，正史、旧志、家谱、有关报章专

著、本县各单位部门志，以及有关人士回忆录。资料多经考证筛选，力求翔实。

为节省篇幅，均未注出处。

一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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