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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德林

序一 ·1·

连南，是我可爱的家乡。在隋唐时期，我们瑶族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

与各族人民一起开发了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但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

少数民族采取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不断派重兵征剿瑶山，人为地制造民族隔

阂，特别是明、清时期，在瑶山周围修筑了“营"、“汛’’和炮台，对瑶族人民

实行封锁隔离，使瑶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非常缓慢，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新中4

国成立后，共产党制定并推行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繁荣的民族政策，

瑶族人民从压迫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扶持下，各族

人民团结一心，奋发图强，短短的40余年，连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初步改

变了贫困落后的面貌。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连南实行改革开放，

打开山门，内联外引，全县的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可谓政通人‘

和，百业兴旺，开始进入新时代的盛世。 。’

承前启后，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1987年。5月，县人民政

府成立县志编委会，组织开展县志的编纂工作。1987年10月我接任县I长后，

即兼任县志编委主任。既负此重任，当不遗余力，为县志的编纂谋划决策，组

织人财物力，协调各方，使之顺利进行。但由于本县建置几次变动，档案散失，

文献无稽，编纂难度十分大。幸赖原常务副县长，现县政协主席杨金隆热心‘此

事，主持总纂，全体编写人员齐心协力，不辞劳苦，在省。市专家的指导下，

广征博采，精心著述，反复修改，历时六载，五易其稿，终于编纂成了连南建

县以来第一部县志，填补一了连南县历史上的一项空白。这部县志的出版，对于．

我们了解县情，探求规律，正确决策，和对后人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借鉴，无疑

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我希望全县广大饼§和全体人民，借助这部县志，知．
今鉴古，继往开来，团结奋斗，努力把连南建设得更加美好，各族人民过上更

幸福美满的生活。是为序。

；_．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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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莫 世 全

连南地处南岭山脉的南缘，境内山丘广布，山上林木茂盛，群山叠翠，连

绵起伏，风景优美，是瑶族同胞聚居的山区县。解放前的连南，环境优美而社

会封闭落后；资源丰富而人民生活贫困。现在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经济、

文化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人口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是共产党民族

政策的胜利。

共产党实行真正的民族平等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大民族主义和

地方民族主义，在连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连南瑶族自治县，选举瑶族干

部任县长；培养出大批瑶族干部，担任各级和各部门的领导职务；实行特殊的

政策，扶助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正确的民族政策，获得了各族人民的真

诚拥护，从而消除了民族隔阂，增强了民族团结，实现了民族地区社会的长期

安定，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创设了最有利的条件。

解放前的连南，交通闭塞，几乎与世隔绝。丰富的资源未能得到合理的开

发利用；秀丽的风光和民族风情，外人无法分享。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大力

发展交通，修筑公路，架设桥梁，购置汽车，国道、省道、县道、乡村公路，

形成纲络，覆盖乡乡镇镇。尤其是一。七国道的开通，西北连桂湘，东南达

沿海，到达省会广州，仅需几小时，人来货往，方便多了。正是交通的进步，

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使资源得以开发利用，成为财富；旅游观光业亦逐步兴旺

起来。可以预料，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连南的经济，必将进一步

繁荣起来。

连南于民国35年建县。人民革命胜利后，于1953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建立连南瑶族自治区，1955年改称自治县。1987年中共连南县委县人民政府

决定成立县志编委会，着手编纂《连南瑶族自治县志》。县志的编纂，在我国

的许多地方已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在连南则是开历史的先河，《连南瑶族自治

县志》将是连南县的第一部志书。连南县委县政府，对于连南县志的编纂是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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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视的，但因目前山区的经济文化还比较不发达，人力财力不足，更兼史料

难寻，又无前志可以借鉴，难处自然不少。连南县志的编纂者们，确是艰辛备

尝，功不可没。

连南正从贫穷落后的农耕和半农半林的社会向日渐富裕的现代社会迈

进，自然和社会都在迅速改观，许多事物将会很快消失，连南县志记录了这一

急剧变化的历史过程，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同时，它还记述了连南瑶族的

族源族称、迁徙分布、社会经济、家庭、宗族组织的发展变化以及瑶族人民反

对民族压迫的英勇斗争，对民族与民族政策的研究有特殊的价值。无疑，《连

南瑶族自治县志》将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无价财富。

《连南瑶族自治县志》终于成书了。书成之时，编委会嘱我为之序。其时

我在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任事，亦属责无旁贷，不揣浅陋，谨此恭疏短引。

(莫世全，广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业务指导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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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编、章、节、目四级结构。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分县境

和行政区划、自然地理、人口、民族、农业、林业、水利、工业、交通邮电、

商业、财税金融、工商行政物价计量、计划统计城乡建设、党派群团、政权政

协、军事、公安司法、民政劳动、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化艺术、民情习俗、

人物共24编。上限不限，下限至1988年，个别事物延记至1990年。

二、本志采用以时间顺序为经，以事物的发展变化为纬，经纬结合的编写

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列专章，分记于大事记和有关

章节。

三、生人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或有一定影响的本县

籍人物为主，亦收入少量对连南作出有较大贡献的外籍人和少量的反面人物。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统称建国前、后；建国前的历史纪年，

先书朝代年号，再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

五、数字使用：统用阿拉伯文字。数字用本县统计局资料，同时也采用各

有关单位的数据和调查得来的资料。计量单位，建国前按历史资料记述，建国

后用公制。

六、资料来源：主要依据省、县档案资料、各部门专业志书的资料。对连

县、连山、阳山的旧志、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编的连南瑶族史料及有关人士的

回忆材料，经核实后亦有采用。

七、图和照片集中于本志之首，表和附文，一4般列于正文所在的章节之
后。 √ 一

．．

八、对交叉重复出现的内容，采取在主要相关的章节叙述，其它地方从略。

九、本志凡首次出现的称谓均写全称，再次出现的写简称，如连南瑶族自

治县简称为本县、连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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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硝酸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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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钾(K20)

占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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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革命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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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4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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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389

420

426

427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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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514

60年代期间

年调节库容

巡训员

原1．2米，宽改为21 3米

建电站种养

给建水电站l座

手工业合作社

折688％(吨)

三江镇、鹿鸣关

共产砒碇2593196吨

年产值406万元
小部分

供电

万千瓦

供电

产值17l万元

供电

产值139万元

盈利60万元

全县用电最高负荷2347千瓦

常年产0 07％

J9鹋年415万瑚勺佗．5倍
1585平方厘米

11547万平方厘米

邮电设有房屋

股金达3．9888万元

收购数量(公斤)

2974．5吨，⋯一减少了26％

2860吨，⋯一减／拉了4％

7i0吨

286吨

困难

1．：3544万元

9．4902万元

1971年一～97．57％

97，5 7

46．62

86．88

20—5(糯

!l

50

3500

15

黄文明、陈得绍
1980，lj

设正副长

广东省军管经

2

60年代以来

调节库容

巡蜘l员

原1．2米宽改为2．3米

建电站、种养

兴建水电站1座

手工业合作化

折100％(吨)

三江镇鹿鸣关

共产砒碇2593．96吨
年产值649万元

少部分

发电

万千瓦时

发电

产值308万元

发电

产电649万元

供电公司盈利60万元

全县用电量最多是1988年，
为3339万千瓦时

当年产0．079％

19(,B年415蒯43．5倍
1585百平方厘米

11547百平方厘米

邮电没有房屋

删去

收购数量(公担)

3195吨，～减少了21％

2745吨。 减少了1i％

300吨

578吨

网雉

l'3544万元

949,q2万元

j981年一一402．1％

．{02．1

如』 ．It)

662：j：j

20％～82．6％

jO

82．6

：}50

14．29

黄文明、曾启煌、陈得绍
1982．3

没正副处长

广东省军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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