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II—



，-、

／

责任编辑．i辛朝毅

翁源县志

翁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韶关二九。研究所地图彩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16开本66．75印张40插页1500千字

1997年1月第1版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致1--3。500册

ISBN7—218—叫0234l—X／K·541

定价：138．00元 ，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l
!
lj
i‘



前
謦

原中共翁源县委书记、现韶关市政协主席李培秋同志题词

题词
考粝鸯



主

翁源县地方志编纂机构及审验单位

翁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任李培秋(1985年5月至1993年5月)

陈 阳(1993年6月至1995年12月)

副 主 任 (按任职时间先后排列)

吴金福 李石保 朱振宣

委 员 (按任职时间先后排列)

黄兆华 邓国宗 王家宝

谭镜佳 罗汝相 赖月程

林梅桂 谢昭禄蓝月林

陈耀全 廖修成 熊友梅

李超杰 杨 境李卫全

童志跃 张廷训 蔡大钦

胡浩民

黄建华

杨寿发

涂光太

黄宝金

胡育强

黄社珍

刘国富

吴有宜

江日彪

何伟青

谢晋生

陈运新

李清发

涂泽寰

何炳光

李梦荣

《翁源县志》特邀顾问

郭履南

刘伙生

、卢少荣

叶荣辉

黄信善

许建设

林平杰

匝竭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名誉所长)

黄勋拔 (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高国抗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 。编谢晋生

何伟青

常务副主编陈耀全

副主编黄宝金

编 辑宋 文

张小凤

《翁源县志》编辑部

(1989年6月至1993年5月)

(1993年6月至1996年4月)

陈新桥 吴有宜 杨永其

钟启尧 丘 霜 宋学迅 钟新洪

何藻修 曾永谦

n‘i-，f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主 任

副主任

工作人员

翁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郭履南(兼，1985年9月至1988年5月)

黄宝金(1989年6月至1991年3月)

吴有宜(1 992年9月任)

黄宝金(兼，1985年9月至1989年5月)

陈耀全(1986年3月任)

刘治可(1990年7月至1992年5月)

陈占垣 黄良柱(因工作关系未到任)

宋 文 陈新桥 钟启尧 杨永其 钟新洪 张小凤

验 收 单 位
／／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彩色摄影谢文集等

黑白摄影 沈学文等——一一一一
制 图 县国土局、县交通局

-



序

序一

黄勋拔

翁源是粤北山区县之一，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新编《翁源县志》称：翁源之山，叠嶂层峦；翁源之水，丰富优美；翁源

人民，风俗淳朴；翁源风景，令人向往；j翁江两岸，贤豪辈出；翁源的水土

和气候环境，得天独厚，虽不敢称富饶之域，也可谓鱼米之乡。翁源的农业，

已形成“一粮二蔗三蚕桑"的结构；工业也开始飞跃；教育事业发展很快；文

化生活丰富多采；卫生机构遍布城乡，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这些，都是实事求

是的记述。

新编《翁源县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翁源县的第一部综合志书，

它真实准确地记述了翁源县建县1441年的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46年的历史，又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翁源的现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编

排合理，体例得当，文风朴实，符合新编地方志的质量要求。

《翁源县志》在一级类虽没有“升格"设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篇章，但对一

些有翁源特色的事物，如翁源县充分利用和开发山地资源、森林资源和水资

源，翁源县重视教育事业，被评为全省校舍建设特级县等等，都有较详细的记

述，地方特色鲜明。‘在。政党"部分设。重大政治运动’’、在“地方国家行政

机关一部分设“主要政务活动”集中记述主要政事，也是有特色的。

《翁源县志》的可贵之处，在于实事求是，对于各项历史事件的是非得失，

褒贬得当。既肯定成绩，也不回避失误与挫折，对解放后失误较多的政治运动，

据事直书，掌握分寸比较恰当，因而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

翁源县党政领导对编修地方志是重视的，修志干部热爱本职工作，淡薄名

利，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十度寒暑，四易其稿，终于编成这部巨著，可喜可

贺。
’

在这部凝结了修志人员辛勤劳动的县志出版之际，谨向全县修志人员，致

以崇高的敬意。

祝翁源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序二

序 二

陈 阳 黄建华

国之史，县之志，史不可中断，志亦犹然。一部好的地方志，等于一个地

方的“百科全书"，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等重要作用。地方志也是国家、民

族和地方文献的一部分，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她占有重要的地位。

翁源，历史悠久，贤豪辈出，风光如画，物产丰饶；翁源人民，勤劳聪慧，

自强不息。先辈们为翁源创造了文明的历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当代英贤为

祖国、为家乡建树了辉煌的业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翁源的成就应该彰著流

传，翁源的许多骄子更应名垂青史。

翁源历来有编修史志的优良传统。自明嘉靖以来已经十次修志。其中传流

下来仍可见到的版本有明嘉靖三十六年、清康熙十一年、乾隆三十年、嘉庆二

十五年本。民国8年县署曾成立修志局，终因经费不敷而搁浅。移居台湾的县

人何汝坚，在离乡数十年、遥隔千里、资料缺乏的困难情况下，千方百计主持

续修民国《翁源县志》，并于1974年出版，实是难能可贵。历代志书都为翁源

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依据，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翁源县于1985年下季成立修志机构，1986年培训

骨干，动员布置各部门编写专业志，然后浓缩编纂成县志。到1994年上半年

印出初稿，下半年送审修改，1995年冬定稿。从着手搜集资料到书稿付梓，历

经十度春秋。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修志工作者不畏艰辛，兢兢业业，倾心竭

力，锲而不舍地忘我劳动，终于玉成。实为可喜可贺! ．

新编《翁源县志》，纵揽建县一千四百四十多年历史，横摄百业兴衰发展

过程。修志工作者抱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不褒不贬，

秉笔直书。志书体例新颖，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文字流畅，令人

悦目赏心。

观今宜鉴古，温故可知新。志书的出版，对于了解和研究翁源的历史、地

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人物、风情等都会起到很

大的帮助作用。但愿新编《翁源县志》放出灿烂的光彩。



序 三

序三

黄福印 黄社珍

f
翁源虽地处粤北山区，但在祖国版图止，是广东较早置县的16个县份之

，o

翁源又处于翁水之源而得名。她具有山明水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天

然环境。瀹江两岸的百姓子民勤劳聪慧，为翁源谱写了一页页光辉的历史，为

社会创造了大量宝贵的财富。随着历史车轮的辗转，翁源的面貌日新月异，特

别是建国以来，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交通、邮电建设跟上时代的步伐，文化、

教育、科技、卫生事业频频报捷，造林绿化成为全国的一颗绿色明珠，其他各

行各业也蒸蒸日上。

翁山翁水，钟灵毓秀，千百年来，孕育了各个时代的骄子。他们似一颗颗

明星，在历史的天空中闪烁不灭。尤其在现代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

中，涌现了更多可歌可泣的贤人志士。阅古观今，翁源人民应该感到骄傲，翁

源的前程应该更加灿烂。

新编《翁源县志》，掌握。录经纬要事，集古今精华"的地方志特点，如

实地记载了翁源的历史和现状，是翁源地方之全史。这部百万言辞的巨著，既

倾注了修志人员十年的心血，也凝聚了各部门的关心和支持。司马光在著《资

治通鉴》时写道：“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力志书出版发行后，能为各

部门、各行业的工作起到借鉴和参考作用，并产生长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这就是我们的意愿。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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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翁源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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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记述翁源

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及现状。

二、断限。上溯不限，下限1987年，但人物传略收至1993年；又所收集

1988年以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编入“续记一。

三、遵循“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一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民国以来，特别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各行各业发展的史实。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文为主，辅以表、

图。“概述一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纵贯古今，记述大事要事；专志分类设编，编下分章，章统节，节统目，横排

门类，纵述史实；“人物编’’以“生人不立传"为原则，入传人物以对翁源影

响较大或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人物为主，并收入个别其他人物。人物传只记事

迹，不作评述，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

五、本志资料，历史部分多录取历代各种史志；近现代内容主要录取档案

资料和各专志单位考核整理的资料，无文献资料的采用口碑资料。所载新中国

成立以后各种统计数字，原则上使用翁源县人民政府统计局的数字，统计局缺

乏的则用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

六、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用旧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律用

公元纪年。文中“建国前’’指1949年9月以前，“建国后"指1949年10月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七、文体用语体文，文字以1964年国务院公布的简化汉字为准。

八、政区、机关、职官等名称均按当时的历史称谓。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

名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九、数字运用，凡表达数字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旧

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和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十、计量单位，历史部分一般按当时的单位加注现行单位，新中国建立以

后一律使用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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