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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湖镇志》序

黄陇章

《渔湖镇志》的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

渔湖人民是勤劳而智慧的。在这片素有鱼米之乡的土地上，经

过了漫长的历史，虽历经风风雨雨，但始终在向前发展。特别是近

十年来，其发展变化更是日新月异。因此，渔湖的历史值得写。在

这悠久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一大批人材。宋代以学问知名的陈希饭，

开潮汕“士知向学”之先河；人称“南宋一代潮海之醇儒"的郭叔

云；号称“潮州戊辰四俊”的明代黄奇遇、宋兆檎；清代以吏治文

才出名的袁炼、佘志祯；以及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的雍正武进士孙

奋扬，这些都是渔湖人的骄傲。至于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孙丹崖，爱

国爱乡的华侨林运秋，才华出群的烈士陈卓然，潜心种植的全国丰

产模范袁和坤，岭东画坛先驱孙裴谷，对地质学卓有贡献的博士林

超，以诗书画名世的郭笃士，揭阳县第一名正式获得中医主治医师

资格的魏炳宪等等，都为渔湖的历史添上绚丽的一笔。目前活跃在

海内外的知名人士如博士黄丽松，画家孙星阁、黄天秀、林猷穆、

林寒风、林猷壮，以及政治界、科技界、商业界的海外同胞等各界

渔湖籍的旅外乡亲，都是渔湖人的佼佼者，他们对于渔湖的建设和

发展，都从不同角度予以支持，这些都是值得特书大书的。我作为

渔湖镇的一名公仆，愿借《渔湖镇志》出版之机，向海内外渔湖的

乡亲，表示衷心的敬意。



盛世才能修志，这是历史的规律。《渔湖镇志》的编修，可从

一个侧面反映当前社会曲繁荣。。志书可镜古澄今，彰往察来，意义

重大。志书能让社会各界充分了解本地的沿革和发展的脉络，探索

科学的演进规律，从而发扬本地的优势，开拓新的领域，加速两个

文明建设的步伐。这也就要求修志者要秉笔直书，要考正辨伪，要

斟古酌今，一句话，修志者要有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据我所

知，镇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纂人员，都有这样一种态度，而有关的

部门以及人士，对本志的编写也给予热情支持，这都显示了渔湖人

民的文明和合作精神。

在粗粗通读全书之后，我认为本志对于渔湖的历史、农工商各

业、人文等各方面的叙述，在体倒、取舍和行文上，还是较严谨的。

至少这几十万字的资料，增补了本镇方史文献之空白，相信在爱国

爱乡，建设新渔湖上，将发挥其作用。因此，在本书出版之际，编

者嘱书数言，也就乐意为序。

(黄陇章同志系中共渔湖镇委书记)

1991年1 1月30日



序

黄岳秋

《渔湖镇志》编纂成书并将出版同读者见面，这是值得庆贺的

一件大事。

渔湖素有“鱼米之乡’’、“良种之乡9-'Q 8“戏剧之乡”美称。渔湖

的历史，是渔湖人民辛勤劳动，艰苦创业的历史。自古以来，渔湖

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写下了不朽诗篇，作出卓越的贡献。

’翻开本志，其中载述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业绩流芳青史，

垂名后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渔湖人民继往开来，历经改革，

使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有力地推动了渔湖历史的前进。特别是

近十余年来的改革开放，渔湖人民开拓进取，发展经济，营建家园，

在工农业产值不断上升的基础上，创立渔湖桥集镇中心市街，建设

千吨级以上货轮装卸码头，盖造沟通全镇直达县城的水泥路面公

路，兴学育才，弘扬文化，两个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旅外侨胞、同胞热爱桑梓，捐资兴办家乡福利事业，为繁荣渔

湖的经济、文化献出光和热，深受全镇人民的钦赞。

古语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认为，

盛世修志，总结过去，纪录今天，学习前人的经验，吸取历史的教

训，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为建设好明天的渔湖提供良好的借鉴，

非仅存史而已。

《渔湖镇志》的出版，离不开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有关



方面的支持协助。值此，我代表镇政府表示感谢!

《渔湖镇志》的编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编纂人员怀着热爱渔湖建设渔湖的深厚

感情，深入调查，翻阅史料，查访知情人，经过广征博采，细心筛

选资料，秉笔直书，终于编纂出渔湖历史上的第一部地方志书。这

部志书以40多万字的篇幅，把全书分成“概述”、“大事记”、“地

理”、“经济"、“政治”、“文化”、“华侨、港澳台同胞”、“社会’’、

“人物’’、“附录”等1 0篇，共37章98节。系统叙述了渔湖上至秦

汉，下至1991年的漫长历史。这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到好处的。然

而，志书多少还存在着某些不足的地方，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仍是不可低估的。

《渔湖镇志》编纂完成之日，恰逢揭阳建市之时，汕头经济特

区范围扩大，粤东地区行政区划重新调整。际此，志书竞成划时代

之作。它的编纂出版，将会有更深一层的历史意义。我相信，拥有

天时、地利、人和等优越条件的渔湖，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

必将产生更大的飞跃。

谨此作序。

(黄岳秋同志系渔湖镇镇长)

一九九一年冬



凡 例

一、本志叙述依详今略古之原则，但对具体事件之记叙i’则以实际酌情叙

述。取事则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91年底。

二、本志首设“概述”和“大事记"两篇，以方便读者尽速了解本镇全貌。

“大事记”以时间为序并结合纪事本末形式撰写。本志还设地理、经济、政治、

文化、华侨港澳台同胞、社会、人物和附录8篇。全志共lo篇37章，98节，

全书约48万字。以文字叙述为主体，适当配以图、表。采用语体文编写。

三、历史纪年均依当时用法，于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则采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遵史家“不为生人立传"通例。“人物篇’’包括古代名人，近现

代名人，革命烈人英名录和人物表4章。复以本镇历代科举表作为附录，以窥

历史人文之一斑。

五、本镇华侨、港澳台乡亲甚多，故特辟“华侨、港澳台同胞”一篇，但

因搜集资料有较大困难，自当有遗珠之嫌，敬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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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渔湖镇委、

镇人民政府办公地址

▲渔湖镇领导班子台影(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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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灞汕平原水口林网化示范片——

京北村蕉稻问种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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