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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而治体风教寓焉”；“不入提封，而

知人民、城社、田租、土贡、风俗异同、户口多寡”。故自秦汉之后，历代

朝廷诏天下修志，守土者下车伊始即问志书；亦常有因上檄取方志而以空文

回复者每日悚怵不安。

惠阳——古称归善，为惠州十属之首，地处珠江三角洲大三角地带，面

南海，倚东江，田园锦绣，物产丰饶，曾孕育出廖仲恺、邓演达、郑仕良、

邓仕章、叶挺等一批仁人志士。千百年来，惠阳人民为了家乡这片乐土，前

赴后继，浴血奋战不息，辛亥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者众；大革命时期，为中

共早期建党地区之一；抗日烽火年代，惠宝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就在这里发

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一度受“左”的思潮影响，尤其是在“文革”十

年，经济发展步伐缓慢。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惠阳人

民在市(县)委、市(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项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尤

其是90年代以来，抓住我国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地处珠江三角

洲沿海开放地区、毗邻香港和深圳经济特区的优势，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加

大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力度，大胆调整优化所有制结构，在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先行一步，有效地解放和发展了

生产力，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迅速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加强，跻身国内先进县(市)行列，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人民创伟业，县志树丰碑。惠阳人民群众千百年来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

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理当责无旁贷载入史册，长存于世，以告慰古人，服务

今人，裨益后人。

在《惠阳县志》出版之际，谨向为《惠阳县志》的出版而殚智毕力、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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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乞不倦的全体修志同志和支持修志的各部门以及参与、指导编纂的人士、专

家表示衷心的谢忱。

中共惠阳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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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阳县志》即将付梓，先致祝贺!

方志，是一个地区社会大观的综录，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含自然与社

会、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实、人物与风貌，一应俱全，客观、系统、翔

实。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周恩来总理也曾说：

“只有了解当地的历史，指导、借鉴当地工作，才能为人民办好事。”7

编纂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人类自从有了时间观念，再也

割不断过去、现在、未来的链条，并为连续这链条作出不懈的努力。对此，

中华民族尤为重视，历朝历代都设置修编史籍的官员，并赋予其极具权威性

的职位。我国地域辽阔，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社会发展状况，形成了各

地不同的特色。仅凭少数人编纂的国史，显然不能囊括各地千差万别的情

况，需要以地方志作补充。我国的地方志修编，现已成为国家史籍的重要组

成部分。

修编方志是一项十分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需要有

众多的人员参与。自古就有“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存史资治，留存后世”

之说。惠阳修志有史可查的共有6次，与其他县市相比显然少得多。究其原

因，恐怕与“归善”历来是州、府、路、郡的所在地，县情已附之州、郡、

府志有关。此前的6次修志中，以康熙、乾隆两次最具规模，其余4次则属

续修、补订。第5次修志是在民国时期，尽管规模较小，却因处于国民党政

权被赶出大陆前夕，频频战乱，未有结果。由此可以印证盛世修志之说。从

清朝(乾隆四十八年)最后一次修编的《归善县志》至今，世道迁流，人事

更迭，长达200多年的地方史实没有系统地记载下来，更显示我们修编《惠

阳县志》的及时和必要。

《惠阳县志》是社会主义时期全国性修编地方志的成果，也是建县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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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次修志的硕果。在党委领导和政府主持下，众多编纂者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求真存实，力图体现地方特色，付出了艰辛劳

动，作出了最大努力。修志所依据的史料是一代一代留存下来的，从广义来

说，《惠阳县志》凝聚了惠阳人民的心血。

《惠阳县志》时间跨度大，覆盖范围广，当属鸿篇巨制。在此，谨向付

出艰辛劳动的全体编纂人员，向为新志提供资料的朋友，向给予编志工作精

心指导的专家、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惠阳市市长、惠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3- 亏t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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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依历史本来面目，如实、系统地记述惠阳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

史与现状，按照“立足当代，详今明古”的原则，突出时代特色与地方色

彩，以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建国前”、“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党指中国共产

党。较长的事物名称，在同一篇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则用简称。

三、本志上溯建县之始，下限至1994年止。撤县设市后，市委、市政

府、人大、政协、纪委五套班子名录下延至2002年，部分列入附录。

四、惠阳历史变迁复杂，范围、政区、名称均按历史原貌记之。本志体

裁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寓观点于材料之中，以类系事，以事

立编，横排纵写，共38篇o《概述》、《大事记》、《附录》未计入。

五、入志人物以三种形式收录：

(一)人物传：收入已故的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本籍和长期在惠阳活动

且作出较大贡献之客籍人士。

(二)荣誉榜：收入获部、省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名单。

(三)革命烈士英名表：收入民政部门在册的烈士。

六、历史纪年：建国前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

元纪年；清代以前历史纪年和农历年、月、日用汉字；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

均用阿拉伯字，省略“公元”二字。

七、重要的文告、政令、文件和争鸣的文章收入附录。

八、各项数据主要来自市统计局，统计局缺的，则采用相关部门的数

字。计量单位，建国前沿用当时名称，不换算为公制；建国后用法定计量单

位；建国后所示币种，除注明外，均为人民币。

九、入志资料大部分来自省、市(地)、县(市)档案馆、图书馆资料

摘录和市属各部门、各乡镇(场)编写的志稿和史料，亦有部分是走访知情

人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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