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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九年，数易其稿，新编《清远县志》终于成书，它的出版，是

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重要文化建

设，历两千余年而不衰。清远县自宋建炎三年(1129年)修第一部县志

始，至民国26年(1937年)前后修志15次，其中成书13次。此外，还

修有《飞来寺志》、《禺峡山志》、《飞霞洞志》等多种专志。这些志书，对

于帮助人们认识当地历史沿革、境域变迁、人物习俗、物产状况、名胜

风光、轶事遗闻等，起了很大作用。

清远县中断修志的时间近50年，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中国发生了巨

大的变革，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指引下和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各项建设

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清远县城乡也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在

这种情况下，要修撰新县志，工程之浩大是不言而喻的。它不能在旧志

的基础上小修小补，而必须从头做起，完成新编。原中共清远县委、县

1 人民政府于1 985年4月成立修志机构，组织专人着手进行县志编修。

I 1988年1月撤销清远县设立清远市后，中共清远市委、市人民政府对此

项工作非常重视，强调由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继续完成。有关单位先后

组织起一支近200人的修志队伍，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查阅

r 了数以万计的档案资料，收集了文献、报章、口碑和回忆文章等资料近

千万字，编写出62种共405万字的专业志(部门志)。随后，研订纲目、

广征博采、认真编写、备尝艰辛，修纂了这部纵贯古今、横陈百业、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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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万字的社会主义新县志。深感今志之成，与诸多领导重视、修志同

仁努力、行业部门合作、社会各界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此，特向曾为本

志作出过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这部新编巨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建县至撤县2098年中，尤其是近

38年来清远县人民英勇奋斗，艰苦创业的历程，它可以帮助各级干部从

本地实际出发指导工作，促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可以为各学科研究

者提供科学的资料；可以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

材；可以为海内外同胞团结交流提供重要的媒介。总之，它是宝贵的地

情资料书和信息库。对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将

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本志付梓之前，忝作此序。

赵伯杰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作者原任中共清远县委员会书记，现任中共清远市委员会副书记)



凡例

一、新编《清远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存真求实。 ，

7二、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体，共

分30卷。首设《概述》、《大事记》，末设《编纂始末》。

三、本志纵贯古今，横陈百业，详今略古。上溯事物发端，下迄1 987

年，以1911年后为记述重点。1988年1月清远县撤销后，有少数资料

稍作延伸。
7

四、本志叙事记人的地域范围，以当时本县管辖的地域为准，划出

外县以后的人和事，不再记述。

五、本志按事物的性质分卷记述，不拘限于现行的行政管理系统。性

质相同的事物，不论其隶属何种部门，均归类编入同一卷内。

六、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卷，分载于《大事记》和

’有关的卷、章。

七、称谓。凡行政区域、地名、行政和事业机构、职官名称、度、量、

衡单位，货币等，均按当时、当地的称谓。过去地名与今地名有异的，在

括号内注今名，今地名按1981年地名普查资料为准。

八、纪年。清朝及以前采用朝代年号，以汉字书写，括号内注公元

年份；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新中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

九、对某些重复出现较多的机构、会议、．文化等名称，在首次使用

全称后，一般采用简称。

十、《人物》卷收录对社会影响较大的各界人物，以本籍人为主；亦



型
有在本县有重要业绩的外籍人士。继承生不立传的传统，在世人物必要

记述的，用以事带人的方法，在有关章节内记载。

十一、本志的各项数据，除引用旧志和有关资料外，采用县统计局

的数字，如统计局没有资料的，才选用主管单位的数字。

十二、本志资料，均采用文献资料或口碑资料。资料来源于北京图

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州

市孙中山文献馆、广州图书馆、韶关市档案局和本县档案馆的有关馆藏

档案，“二十五史”、《续资治通鉴》、旧志、族谱、有关报章、刊物、专

著、本县各专业志(部门志)等及知情人士的回忆资料，除引文外，均

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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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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