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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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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i何仲云 李焕池何 海蔡 高 陈焕礼李 洲 李耀国

委 员：彭家柱 唐榕达黄泳勋 李国怀梁友鹏李沃林袁德宏

李茂芳杨彦赵育文谢然方罗义来贾德耀高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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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泰简裕淳杨帆
、

‘

主任：梁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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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袁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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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调整后

主任：黄龙云

副主任：雷于蓝冼文罗春柏

委员·i严锦华李汉章黄河清

宋国有曹安善李英

李新泉冯朝元 田忠敏

雷洪振梁旭罗上武

肖润新 叶金兰高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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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平

吴恩桂

陈有伙

秦凤尝

余荣霭

刘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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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云

杨 帆

何永辉

林行道何宁卡

卓观豪曹土生

钟金来葛宗其

阮金明陈元胜

张北壮郭卫添

陶光元



《珠海市志》编委会

1991年成立时

主 编： 李焕池

常务副主编： 陈锐明

副主编： 李耀国 郑帝钦欧阳国良

1996年7月调整后

主 编： 曹安善陈锐明

常务副主编： 林景福

副主编： 刘望新杨穆陈义

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卢成书 刘利亚 刘望新 苏玉怀 陈义 陈锐明 何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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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存光 赵艳珍 聂颂平 徐宁 袁煦民 曹安善 梁伟明

颜超龙 戴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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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云

2缶／

《珠海市志>面世，是珠海的一件大事。．

珠海历史上本为香山(中山)县所辖。历代香山均有修编志书，但其中涉及珠海地

区者甚不系统和全面，人们常因找不到一部富有参考价值的珠海志书而感遗憾o 1953年

珠海设县、1979年设市，珠海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终于有了修志的条件。

盛世修志是中国的优良传统。珠海人杰地灵，名人辈出，鲍俊、容闳、唐绍仪、唐

廷枢、唐国安、苏曼殊、徐润、苏兆征、林伟民、杨匏安、容国团等名字，文天祥过伶

仃洋，沈亚米刺杀澳门总督、香洲新军兵变、日军修三灶机场和万人坟及万山海战等重

大事件⋯⋯在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历史上均为世人瞩目。珠海设县建市，特别是成为

经济特区后，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勤劳创业，把珠海由一个边陲县初步建设成为一个以

工业为主导、多业综合发展的繁荣美丽的现代化滨海城市。珠海历代人民创造的丰富多

采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堪值流芳，今日得以载人史册，传之于世，告慰古人，裨益今

人，启迪来者o 。

“国无史无以明治乱，县无志无以明兴革”o《珠海市志>作为珠海历史上的第一部

“百科全书”，其功用更主要的是资政和教育，为后来的建设者提供实事求是的宝鉴。我

们的事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又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创造兴旺发达的拥有

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仍需要不断努力。总结就是智慧，只有借史鉴今，才

能更好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珠海市志>激励后人勤劳、奋发、开拓、进取，再创

辉煌。

珠海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珠海市志>是一项宏大的综合文化建设工程。

今日脱稿付梓实属来之不易。珠海市的修志者甘于十年寂寞，尽搜历史资料，精心雕

琢，反复查证，其所尽劳动和心血有口皆碑，感人肺腑。上级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对

《珠海市志>的修编出版也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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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勋拔

地处珠江口、南海滨、毗邻港澳的珠海，陆地总面积虽然只有1514平方公里，却是

一个群英荟萃的地方。在这块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土地上，古往今来，涌现出众多闻名

中外的英才，其中有很多是“全国第一”的历史人物。包括：中华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

唐绍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批会员郑仲，中国华南地区第一位系统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人物杨匏安，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林伟民，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

次罢工(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苏兆征，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唐国

安，中国第一位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担任过中国第一任驻美副公使的容闳，

中国第一批赴日留学生唐宝锷，创办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唐山士敏土厂)、中国近代史

上最大的煤矿(开平煤矿)、建造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主持制造中国第

一台蒸汽车(“龙号”火车头)、编纂中国第一部英汉词典、被誉为“中国第一企业家”

的唐廷枢，与唐廷枢合作创办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仁和水险公司)、第一家民营机器

印刷厂(同文书局)、上海第一家医院——仁济医院的徐润；创建中国最大百货公司

(上海大新公司)的蔡昌，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

冠军容国团，中国近代最富有传奇色彩、集画家、诗人、和尚、文学家、革命家于一身

的苏曼殊等等，还有许多“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能一一列举。

珠海市的历史名人，人数众多，门类齐全，范围广泛，知名度高，活动地域很大。

这样高度密集的人才群体，受到许多历史学家和各界人士的瞩目。这是和珠海的地理条

件、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分不开的，很值得人们去深入研究。

1980年，珠海建立经济特区，在开放改革的大潮中，处在全国的前列，并取得举世

瞩目的成就。现在的珠海，已经建成一座新兴的、初具现代化规模、拥有深水港、大机

场、高速公路的立体交通网络、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整洁的海滨花园城市，科

技发达，商贸活跃，经济繁荣。

1992年，珠海市在全国率先以百万元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真正体现了“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重视人才的观点，也体现了珠海人“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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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其意义，已大大超过科技领域，也大大超过珠海的范围。

邓小平在1984年就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o作为记载珠海特区的历史与现状的

《珠海市志>(以下简称<市志>)，当然也会受到世人的关注。

珠海的发展是很有特色的，很多方面有创意。<市志)体现了珠海的特色。

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经济建设是中心。《市志>涉及经济领域的内容相应地也比

较多，特别是记述经济体制改革的比较多，这些内容有不少是“全国之最”、“全省之

最”，很有借鉴意义。

珠海的城市建设，全国闻名o 1991年，成为我国第一个以城市整体景观获得“旅游

胜地四十佳”城市，1992年被国家建设部命名为“园林城市”；1997年被评为国家环境

保护模范城市；1998年荣获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o对这

些“殊荣”，《市志>都有所记述。

如前所述，珠海是个群英荟萃的地方，《市志>的“人物志”作了全面介绍，值得

人们认真学习。

为了突出珠海的特点，<市志>还把“国土管理”、“流动渔民”作为两个专篇。这

是其他地方志书所少见的。

总之，<市志>观点正确，资料丰富，内容有新意，有特点，结构严谨，文字简洁，

是编纂得较好的。

本书初编于1986年，历时十年有六。由于珠海县、市建制和行政区域变动频繁，档

案散失严重，《市志>所涉及的史料需要长时间的调查、核对。十多年来，珠海市志办

的同仁，淡泊名利，默默耕耘，“前赴后继”，为此付出艰辛的劳动，其精神可嘉可敬。

在<市志>出版之际，谨向为此书付出艰辛劳动的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现在的时代，是信息时代。要让珠海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珠海，信息交流是必不

可少的。<市志>是信息的载体，是世人了解珠海的最好工具。但愿此书出版后，能得

到各界的充分利用，让这些信息资源，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珠海好!珠海未来会更好!祝珠海人民幸福!



·4·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记载珠海的自然环境、社会变革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和

现状。

二、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专志、附录4部分组成。采用记、志、传、图、表、录

等综合体裁。首冠总述，综叙全貌；大事记以时间为顺序，记叙全市大事、要事，纵贯

古今；末设附录。主体为专志，共36编，以文为主，辅以图表。

三、本志综合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始于1953年，有的事物适当追溯；下限断

至1990年。大事记延伸至1997年。

四、立传人物以珠海籍为主，亦收有少数在历史上作过重要贡献的客籍人士。生不

立传。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

五、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朝代年号，以汉字书写(夹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

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年号(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

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中的“珠海地区”特指1953年划为珠海县的区域。

七、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则照实记载。各项统计数字以市统计局的资料为主，统

计局缺数字的则采自主管部门或有关单位的统计数。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市及佛山、中山等市档案馆图书馆藏籍，历代地方志、家

谱、族谱，有关报章、刊物和专著以及各部门志、各专业志。经校核鉴别后载人，一般

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部份内容涉及斗门，斗门县详细情况见<斗门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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