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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阳春地域设置县级行政机构，始于三国孙吴赤鸟元年置莫阳县，旧县志

以吴非正统而不书，写作“晋置莫阳”，遂乖史实。然<四库全书>上郝编

<广东通志>能秉笔直书，有求实之见也。梁武帝普通四年，在高凉郡境析

置郡县；命名“阳春”，历一千四百七十年，相沿至今，实为粤西历史悠久

古县之一。

地方编志，始于春秋。阳春之初编，则首起南宋，然古籍湮没。今之有

者，仅见明嘉靖、万历，清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六届编修成刊。至民

国十四年设局修志，历时二十五年，换县长十三任，于三十八年方刊成。旧

志虽保存不少珍贵史料，唯受历史条件所限，多固守儒家观念和封建道统，

选材偏重政、军、文、士，轻视经济、民众，至于人物传记则充斥“忠孝节

义”，起义人民与少数民族则被贬为“贼匪”。是以，人民政府编纂社会主义

时代新方志，必须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进行编纂，对旧志资料，取其史料精华，

弃其封建陈腐糟粕，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统一。

一九八六年夏，阳春县人民政府设置县志编纂委员会机构，因我于革命

战争年代曾任县委书记和首任县长，故被聘为县志编委会顾问。历时七年，至

一九九三年五月，初稿誊印本遍送诸顾问审阅，遂得开卷披览。觉总述简明切

要，大事记详实，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教、社会、人物、附录各编章亦较完

备严谨，并把经济置于重要位置。初稿奠定了总纂修改的坚实基础。县志编

辑诸君，又遍咨编委、顾问、专家、学者，倾听众议，辛勤经岁，精雕细刻，删改．无

误，修订成书，上呈省审批出版。成果俱在，辛劳可嘉。

古之县令，下车伊始，多先阅县志为鉴。我党老一辈的革命家，每至一地

都注意寻找方志，以悉地情民风。今新编<阳春县志>刊成，为一县之小百科全

书，实于资治、教化、存史有益，成为今后主持县政及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宝贵

／≥hr．h■㈠卜⋯：I



地情工具书。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亦将成为今后续编县志之牢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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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阳春县志编纂委员会机构于1986年4月设置，历经三届县党政领导，

工作历时八年，志稿先后进行十度增删、润色、校勘，于1994年10月打印

装订成册，呈送广东省志编纂委员会审定出版。通览县志，体例完备，史实

详核，是以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编纂完成的二千年信史。志书吸取旧志

精华，简古详今。志书的出版，是阳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成果，也是编志专业工作人员和成千名各行各业、基层资料编写人员劳动心

血的结晶。我在这里，谨以诚挚的敬意，向支持编志工作的上级领导、专家

学者、顾问，以及修志工作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阳春地域，自三国孙吴设莫阳县，梁武帝设阳春郡并置阳春县，唐设春

州，历史悠久。春邑位居粤西政治、军事冲要；矿藏丰富，田野肥饶；汉时

南越王赵佗在此炼铜；南汉在此铸铅钱；北宋时为广东十一大铁场之一；

明、清时阳春居省内四大产糖县之一，优质“白霄糖”远销国外。至今，阳

春矿产资源仍以品种繁多“小而全”名闻全国，粮食、木材、蔗糖仍是全省

的重要基地县之一。 。
、

阳春在近代史中，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晚清期间，太平天国余部、天

地会、三合会前仆后继地进行反对清皇朝的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和中共广南分委、军分委先后进驻漠

东山区，把漠东、漠南两地发展成扩展邻县革命斗争的游击根据地。经过十年

艰苦奋战，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获得全县解放。

阳春虽近沿海，但地处山区，民国以前交通闭塞，工业十分微薄，商业也不

发达。解放后，百废待兴。工农业恢复创建，为发展经济奠定了基础。然而三

十年间几经起伏，“文化大革命”又是重灾区。其间经验教训，本书记述详明。

改革开放以来，全县人民奋发图强，4054．7平方公里土地日新月异。至1993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28亿多元。城区建设扩展漠阳江东西两岸。境内公路四

通八达；铁路线成为广东西部地域的枢纽。

1994年5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行批[1994]67号文批复：“经

国务院批准，撤销阳春县，设立阳春市，以原阳春县区域为阳春市的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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