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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揭阳县志》已面世，这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重视修志，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一。揭阳历来也重视修县志。明清两朝就

先后七次纂修县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50年代末，揭阳也曾组织修志而

未竟。至80年代初，国务院要求各地编写地方志，揭阳的同志十分重视，1985年

1月便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各方面力量精心编写，历六年而成书。这在汕

头市所属各县中，是动手最早、进度较快的。揭阳的同志要我为《揭阳县志》写个

序言，我也就欣然承诺。

揭阳是粤东古邑。秦时设揭阳戍，赵佗立南越国时置揭阳县，为粤东最早见

于史籍的县份。古揭阳的疆域，广及现今之潮汕及梅州、漳州、龙溪部分地方。宋

代重新置县时，也辖有现今揭阳、揭西的大部和汕头市区、潮州、澄海、丰顺各一

小部分地方。现在的揭阳，仍然是个大县，人口137万多人。揭阳历来农业发达，

人文昌盛，富有革命传统。历史上出过不少诗画名家；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在

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也涌现许多优秀人物。改革开

放以来，充分发挥侨乡优势，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更使揭阳经济突飞猛进，文化

教育也有很大发展。被誉为国画之乡、小戏之乡，先后被评为全国或全省的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先进县。总之，揭阳是一个具有自己鲜明特点而又很有发展

前途的好地方。揭阳未分出揭西县之前，我是揭阳人，拆县后我虽分属揭西，但

因工作关系仍经常到揭阳。我对揭阳充满感情，寄予很高期望。

新编《揭阳县志》有两大特色，一是着力反映本县的特点，一是收集和整理

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在充分运用旧志书史料的基础上，还记述了自公元1884年

以来断缺98年的历史，成为一部自公元前214年秦设揭阳戍至1985年这2209

年的大型方志。全书一百多万字，分为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传和附录五个部．

分，较系统地反映了揭阳的历史与现状，应当说，是一部较好的县情书，将发挥

其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促进揭阳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这部县志是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代新县志，有着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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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曾经参与这项庞大系统工程的同志们为之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汗水，他们

的奉献精神，不但会得到当代人的赞誉，相信后代人也不会忘记他们。

诚然，编写这样一部浩繁的县志，年代久远，史料不全，经验不足，错漏难

免。这，只好留待后人评说和补正了。

)沙。

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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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传》、《附录》五个部分，以文字

记述为主，编前加照片、地图，中间附有关表格。《概述》综述县情，总摄全书，《大

事记》纵贯古今，记述大事；《专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人物传》坚持“生不立

传"原则，以卒年为序排列，设传和烈士英名表；《附录》收集某些单项性重要资

料；《揭阳县糖厂志》和《揭阳县第一中学志》则附于《工业篇》和《教育篇》之后。

二、本志设《专志》31篇：《地理》、《经济综述》、《农业》、《林业》、《农村工副

业》、《水利》、《工业》、《城乡建设》、《交通》、《邮电》、《商业》、《粮油》、《工商管

理》、《财政税务》、《金融》、《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民政》、《人事劳动管

理》、《党团》、《群众团体》、《华侨、港澳台同胞》、《军事》、《文化》、《教育》、《科学

技术》、《体育》、《卫生》、《风俗》、《宗教、会社》、《语言》，共160章471节。

三、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贯彻“求真存实”的原则，力求内容达到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四、本志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开始记述，贯通古今，下限至

1985年。以“详今略古’’原则，着重记述本县现代历史和当前现状，力求体现全县

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反映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

五、本志资料来源：省、市、县档案资料；新编区镇志和专业志；正史、旧志、

有关报刊和专著、有关人士回忆和口述资料。材料经考证鉴别、筛选，凡与旧志

有出入而又无旁证可稽的，一般引自旧志资料。

六、本志文体采用现代语体文编写。以记事为主，寓观点于记叙之中，一般

不作评论。《概述》与其他个别章、节偶有一些评述；《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

末体相结合；《附录》由单项内容决定文体形式。

’七、本志历史纪年：清代及其以前各代，以朝代与皇帝年号用汉字纪年夹注

公元年份，使用农历日期；中华民国纪年夹注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用公元纪年。凡公元纪年及从1912年起使用的阳历日期均用阿拉伯数字。书中

所称“解放前修、“解放后’’，系以1949年10月19日揭阳县城解放为界。

八、本志地名、政区、机关、企业、职务名称均按当时称谓记述。古地名夹注

～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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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名；今名以1985年揭阳县地名办公室所统一的名称为准。

九、本志各项数据。解放前的按所采用历史资料记载，解放后的一般以县统

计局数字为依据，个别数字则采用业务部门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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