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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苠

阳山县，位于广东省西北部，南岭山脉南麓，连江

中游。

阳山，有着悠久而文明的历史。战国时期境内置阳

禺国，为广东三个小国之一；秦末在境北设阳山关，为

岭北通往岭南的重要关口之一；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谪

职阳山县令，易草昧而文明，留下丰富多彩的文化遗

产；明代冶铁业兴盛，阳山铁冶所为广东唯一的冶铁

所，亦为全国十三所之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这块古老而文明的阳山土

地上，发生了许许多多大事、要事、奇事、趣事，其内

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也涉及兴废沿

革、地理变迁、自然灾害，以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

等。这些大事、要事、奇事、趣事，无不打下阳山历史

烙印，对推动或障碍阳山历史发展留下不可磨灭的轨迹

和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阳山县事记>，正是阳山县两

千七百多年文明历史的真实纪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阳山县事记

“镜往事，诚来兹，鉴兴废，考得失”，是编写<阳

山县事记>的目的和意义所在。<阳山县事记>是一部

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史料书，也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

简明读物，更是一部富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教材。它既反

映过去，又有益当代，更惠及后人o

“古育今，今逾古，古古今今今亦古，古为今铺路；

时寓事，事显时，时时事事事因时，时以事创新”。《阳

山县事记>的出版，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阳山，认识阳

山，建设阳山，发展阳山将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未来

的事业是伟大的，恳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阳山县事

记>，更加激发爱国爱乡爱家感情，抚今追昔，继往开

来，珍惜已开创的基业，发扬优良传统，为谱写阳山更

灿烂的历史新篇章作出应有贡献!

中共阳山县委书记钟标

阳山县人民政府县长谢土新

一九九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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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阳山县事记>的编写原则，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科学地反映阳山历

史本来面貌；二是根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要求，着力

记述新中国诞生后四十八年来所发生的事情。

二、<阳山县事记>记述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以及兴废沿革、地理变迁、自然灾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等方面的大事、要事、奇事、趣事。

三、<阳山县事记>记述的年代，上限始于先秦，下限至

1997年12月31日．长达二千七百多年。

四、<阳山县事记>的纪年，民国前的按当时年号加注公元

年，新中国诞生后用公元年。

五、<阳山县事记>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事情发生的时

间先后顺序排列。凡有月日可稽者，记明月日，同一日的事以

“是日”标明；知月不知日者以“是月”附于当月后；知年不知

月El者则记“是年”，附于当年后。清代之前的月日采用农历；

民国时期月日一般为公历，但有个别无法考证的亦可能为农历；

新中国诞生后的月日一律为公历。

六、<阳山县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的形式编写。

记述一件事发生的始末，时间相差不远的，综合写成一条，易于

了解事件全貌。

七、<阳山县事记>的取材，以本县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为

主，兼采县方志办、党史办、各专业志及省档案馆、中山图书

馆、韶关市档案馆等单位的档案、报刊等资料。

i◇



·4· 阳山县事记

八、人物人编范围，一般为国家部委、省委省府表彰的先进

人物和县级、群众团体组织负责人。但“创业劳模”、“人民公

仆”适当放宽。

九、先进单位入编，只编入获国家部委及省委、省政府授予

先进称号的单位。个别影响作用较大的适当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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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春秋时(公元前77卜公元前476)，阳山属楚地。

战 国

战国时(公元前475一公元前221)，置阳禺国(据战国地图

位置，约在今青莲峡头一带)，属楚，时为广东境内三个小国之

一①。

秦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秦王政统一六国，全国分36

郡，阳山境属长沙郡。

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增设南海、桂林、象三郡。

时阳山仍属长沙郡。

始皇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3一公元前210)，据

<南越国历史介绍>载：秦军在阳山、连州交界的茂溪口设湟溪

关(一说此关在连江口)，在阳山县北骑田岭古道设阳山关。

二世二年(公元前208)，龙川县令赵佗继任嚣任南海郡尉，

发文通告在横浦、阳山、湟溪三关驻兵，令切断通道，严守边

关，以防诸侯拥兵南下。

①<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47页；<吕氏春秋·恃君览>有
“缚娄、阳禺、欢兜之国”的记载；<中国历史地图集>1974年出版，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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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汉高祖时(公元前20卜公元前195年)，置阳山、阴山侯
国，属桂阳郡。据<元和郡县志>载：因秦末置阳山关而得名，

故关在县西北40里茂溪口，当骑田岭路①。

汉高后时(公元前187一公元前180年)，赵佗自尊号为南越

武帝，时阳山属南越。 ．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秋，汉武帝遣卫尉路博德伏波将

军，出桂阳，下湟水，屯兵今阳山县水口将军山，平南越丞相吕

嘉之乱，翌年冬胜。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汉平南越，阳山属桂阳郡。

昭帝年间(公元前8卜公元前75)，邑人吴霸曾任群舸太
守，为民不私。时家乡亲人想迁往其做官的肥沃地方，霸不准，

令亲人在家乡垦土定居。番禺之西的群众服其不私。道光三年

(1823)知县陆向荣为其设位人祀忠义祠。

更始二年(24)，阳山、阴山侯国改称县。随后，阳山省入

阴山。

建安二十五年(220)，阴山县省人含涯县。

郡。

三 国

甘露元年(256)，从含涯县析出桃乡，复置阳山县，属始兴

①<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年重印。956页，863页；
<阳山县志)。清乾隆丁卯年刻本，卷之二·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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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两晋期间(281—419)，县署建于涯水南。

南北朝

泰始六年(470)，阳山属宋安郡。

泰豫元年(472)，宋安郡废，阳山复属始兴郡。

元徽四年(476)，阳山改属广兴郡。

南齐建元元年(479)，阳山复属始兴郡。

梁天监六年(5Cr7)，境内置阳山、梁乐两县和阳山、梁乐两

郡，阳山郡辖含涯、阳山、桂阳、广德四县，梁乐郡辖梁乐(今

阳山县南)、洧安两县①。

梁天监六年(507)．在含涯设衡州(后改西衡州)，领清远、

阳山、梁乐三郡。

梁中大通元年(529)，假兰钦节都督衡州三郡兵讨桂阳、阳

山、始兴三郡叛蛮，叛蛮被打败。

陈大建十三年(581)，含涯县隶属西衡州阳山郡。

隋

开皇十年(590)，废阳山郡和梁乐郡，置连州。阳山、梁乐

两县属连州。

①<广东省今古地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lo月第l版，998页，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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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建十三年(581)，含涯县隶属西衡州阳山郡。

隋

开皇十年(590)，废阳山郡和梁乐郡，置连州。阳山、梁乐

两县属连州。

①<广东省今古地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lo月第l版，998页，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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