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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之际，新编《五华县志》出版，是全县人民的一大
喜事。它是一部认识过去，服务当代，传之后世的政书、文献。

五华地处韩江上游，是广东省革命老根据地重点县之一，富有光荣的革命
斗争传统，民风俭朴，民性刚毅，人才辈出。县境周围群峰叠翠，宜林宜牧。

县内资源丰富，著名矿物有钨，钼、锡，萤石储量多、品位高闻名于世。七日’

嶂的原始次森林古木参天，有国家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桫椤、沉水樟、红椿，

吊皮锥等植物1500多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云豹、白鹇、山甲，雉娉

等250多种，是粤东的物种宝库之一。五华素有“工匠之乡”称誉，尤以石匠

众多和技艺精巧称著，在国内外留下一批珍贵之作。同时又是“足球之乡"，

是球王李惠堂的故乡。土特产繁多，岐岭的长乐烧酒，评为国优产品，享誉东

南亚，华城细核荔枝、大田柿饼、棉洋桃驳李、转水红曲历为名品，南药巴戟

列为广东省基地县。古迹名胜甚多，利于开发旅游业。主要的有南越国王建造
的长乐官。明代的长乐学宫、狮雄古塔。天堂山的“三僧库冢’’·天柱山的烽

火台和体现石业特色、建造奇特的宫亭庙寺群。平南的温泉。蓄水1．6亿．立

方米的益塘水库，山青永秀，碧波荡漾，库周林果成荫。八百多个库弯，曲径

深幽，驾舟畅游，饱享自然美景。水中浮山七座，可辟为水上亭园，是旅游和
休养之胜地6·

编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五华修志始于明代，至中华民国

止，先后六次编修，由于年代久远，有的早已散失，存数不全，且记事范围较

窄而封建糟粕较多。为继往开来，系统反映五华社会和自然的历史和现状，更

好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在祖国政治稳定，经济日益

繁荣的形势下，县委、县政府决定新编县志。于1985年1月成立五华县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组织县志的编修，经过6年的艰苦努力，九改

篇目编成初稿，多次评议，再经单位、编委、县、市、省主管部门和有关专

家、学者、老同志预审、初审．．复审，广集众见。择善取长，反复修改，六易

其稿，最后呈报省编委审定而成o

《五华县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贝Ij，、按照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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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注意从县情出发，翔实地记载了五华人民近千年来的奋斗、成败、盛衰、

曲折的历程，着重反映建国后的重大变化，既记述成就，又不回避曲折和失

误。其主要特点是：内容全面系统，纵贯古今，门类齐全。从自然社会，经济

形态，政治军事，到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人物风俗，一应俱全，展卷可知全

貌，资料真实准确。凡入志资料，均经广泛的社会调查和实地考察，反复核实
考证，认真排比筛选，谨慎使用，地方特色浓郁。在记述反映全面的同时，突

出反映地方特色，对本县特有的或具优势的事物，皆采取浓墨重笔或立目升格

单列，予以系统记述，堪称囊括一方，熔铸百科的特殊载体。

它的问世，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和认识县情，可为决策者提供翔实可靠的

依据和借鉴。对全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艰苦奋斗的教育，提供了

生动而富有说服力的教材。也为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了解有关历史和现状提供

详实资料。对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了解故土乡情增进情谊，关心乡梓

等将产生久远的社会效益。希望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重视它、利用它，为建设文

明富庶的新五华继续努力奋斗，可以相信，未来的五华将日新月异，更加兴旺

发达。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市方志办的直接指导和帮助，得到省内外许

多单位、院校专家学者和兄弟县(区)的帮助，得到革命老前辈、老同志提供

珍贵史料，得到全县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中共五

华县委、县人民政府，对为编纂《五华县志》付出艰辛劳动的所有同志，表示

衷心的感谢!

张伟乔

1990年8月20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纵述始末，按编、章、节、目排列。由序言，凡

例，概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附录组成，根据

五华地方特色，石业从城乡建设门类中析出，设立专章叙述，分5编44章183

节，共110万字。

二，时间断限，上限一般从宋熙宁四年(1071)置县时起，对有些需溯源

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至1985年止，个别事件有所下延。

三、体裁，采取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综合运用。以志为主，

图，照、表穿插其间。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据事直书，述而不论，寓观点

子记述之中。

四，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清前纪年的年，月，

日，用汉字，后面加括号用阿拉伯字注明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和解放后公元纪

年的年、月、日，均用阿拉伯字，农历用汉字。数据主要采用县统计局数字，

统计局缺的，则采用有关单位数字。

五，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区，机关、官职，均按当时的称谓。地名，山名用

今名，必要的加注古名或别称。

六，入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以本籍为主，以对本县历史发展有较大贡

献和影响的近现代正面人物为主，亦酌收个别反面人物。分别立传，列表记

入。立传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论，以卒年为序排列。在世人物的事迹，有必

要的，采取以事系人办法记入有关文内o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章记述，散见于大事

记或有关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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