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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新编《苍梧县志》出版发行了，这是苍梧县历史上的一件极为有意义的大事。 ．

苍梧，是岭南最古老的县份之一，大地锦绣，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苍梧的历史是值得大书

特书的历史．自明代起，编纂记载苍梧历史的《苍梧县志》、《梧州府志》，可查的版本就有13

种之多，但大部分已经失传。尚存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由王楝续纂的

《苍梧县志》．民国期间，曾编修过一部《苍梧县志》，但由于时局所限，未能正式出版。因此，

严格地说已有124年没有正式修志了．至今新编《苍梧县志》的问世，补上了这一历史时期的

空缺，抢救了苍梧的历史瑰宝，使苍梧县的千秋伟业，一代英模，皆能彪炳史册，饮誉后人。

新编《苍梧县志》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新体例，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苍梧县的建置

沿革、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历史与现状，也记述了苍梧的地理

山川、物产资源、风土习俗、名胜古迹、奇物异事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国家、为苍梧作出了较

大贡献或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同时，对苍梧县解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团结拼搏，开拓创新，使县的经

济繁荣、各行各业蓬勃发展，人民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的辉煌业绩，作了重笔

浓墨的记述。《苍梧县志》一展前人英勇奋斗、艰苦创业的壮丽画卷，深刻反映了当代苍梧人

，民执著追求、勇于进取、乐于奉献的时代新风彩，无疑是一部贯古通今，纵横兼备，内容丰富、资

料准确，资政存史、展卷有益的珍贵的地方历史文献。

古往今来，人类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全县人民正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彻底转变观念，树立现代经济意识，意气风发，

斗志昂杨，在前人开创的伟业的基础上，继续谱写苍梧历史的新篇章。我们奋斗的目标是，到本

世纪末，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再经过一、两代人的努

力，使苍梧县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编《苍梧县志》出版后，必将对实现伟大的目标提

供有益借鉴，必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苍梧、认识苍梧、研究苍梧，发展苍梧。盛世修志，必能

激励和启迪人民．我们热切希望苍梧广大干部、群众以及各阶层人士，认真去阅读它、研究它，

应用它；丰富知识，启迪心扉，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弘扬优良传统，继往开来，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以高昂的姿态、务实的精神，不断开拓苍梧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中共梧州市委常委 黄树芬
中共苍梧县委书记

苍梧县人民政府县长 潘业贤

一九九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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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综合记述苍梧县自然、社会

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基本体载，以志为主。全书结

构，分为概述、大事记、专志和附录4部分。专志设31篇，141章397节。

三、本志上限因资料占有情况不同而异，下限止至199茎霎i蓁雾薹

墨霾蓁；

，明显属于同一个体，因此可以确定是男性的个体。

股骨干较细，性别难于确定。 、’

头骨与体骨以及髋骨同时发现，色泽和石化程度也互相一致，可以认为是属于同一个体

的。股骨的色泽较深，是否与头骨和体骨属同一个体，难于确定，但股骨既由同一地点发现，又

没有发现重份的人类骨骼，所以可能全部人骨化石同属于一个中年男性个体。，

二、人类化石的描述

1·头骨

从顶面观察，头骨呈卵圆形，最宽处在后三分之一处，额结节和顶结节不显著突出。颅顶不

呈屋嵴状 ，枕部向后突出，突出部上方有一平扁区域。乳突细小，特别是在右侧，呈乳头状。乳

突之上为一明显的乳突上沟和乳突上嵴，下颌窝浅。

头长189．3毫米，头宽142．2毫米，头骨长宽指数为75．1，虽属中头型，但近于中头型数

值的下限 。

， ．

由大孔前缘点到前囟点的高度为134．8毫米，因而头骨的长高指数为71．2，虽属正头型，

但近于正头型的下限。头骨的宽高指数为94．8，属正头型。表示柳江人头骨有着中等的高度。

头骨在芷中矢状面上从鼻根点到大孔缘点的全弧长为374．0毫米，额骨弧长136．5毫米，

远大于全弧长的三分之一，即大于374．O／3=124．7毫米，相差达12毫米，而现代人的头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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