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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封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1 984．7'--'1987．6)

主任：方 刚

副主任：吴龙昌 岑文斌 甄龙断 陈其凯

顾问：陈燕飞李德基
’

委员：卢崇添 莫树梅 童奕泉 钟家昌 吕大光 黄 竞

贺兴华 胡震元 谭芝恩 蔡克正 谭本均 宾秀鹏

谢建吴毅洪 吕 伦(女) 霍 秀 刘 军 陈 强

王 斌 潘泽钧 许教强 黄保华 张芹荪

第二届(1987．7"--1990．10)

主任：文炮田

副主任：聂坤廷 吴龙昌 卢志忠

顾问：陈其凯 陈燕飞 李德基

委员：麦超常 宾秀鹏 蓝爱民

徐贞龄柯明光 黄英基

陈 强 童柳池顾伟文

第三届(1990．11---,1993．6)

主任：聂坤廷

梁培光卢崇添 陈沛湘

孔宪煊钟荣新 张霖

霍秀孔梅(女)

副主任：李少芬李培雄 陈沛湘

顾问：陈其凯 陈燕飞 李德基

委员：孔剑玲(女) 吴盛荣 徐焕兴 吴炎英 黎兆平 蓝爱民

钟荣新 孔宪煊 柯明光 梁丽君(女) 冼可政

黄英基 刘燕初危 荣 谢顺初 孔庆森 童柳池

吴金开 孔 梅(女) 蒋子良 陈 强



第四届(1993．7～1995．2)

主任：梁海森

副主任：徐少华 李培雄 陈英杰

委 员：孔剑玲(女) 李广宋 徐焕兴 吴炎英 植秀大 孔宪煊

周惠绪 梁丽君(女) 谢建勋 苏快利 陈海平 黄英基

陈 宪 姚洪飞 谢顺初 申建雄 梁波鉴 陈 恩

朱均洪 莫祝华 陈 强

第五届(1995．3～1996．5)

主任：徐少华 +．’

副主任：黄应华 李培雄 陈英杰

顾问：莫世全(省志办业务指导处处长)

委员：李广宋 陈海平

梁丽君(女)姚洪飞

谭本均 杨锦钊

第六届(1996．6～ )

主任：植伟年

李毅强 吴炎英 孔宪煊 周惠绪

陈 列 黄英基 苏快利 陈 宪

朱均洪 梁波鉴 黄法标

副主任：黄应华 李培雄 陈英杰

顾问：莫世全(省志办业务指导处处长)

委员：李广宋 植文基

梁丽君(女)姚洪飞

莫炎通 谭本均

黄法标

李毅强 梁 犟 孔宪煊 周惠绪

陈 列 黄英基 苏快利 陈 宪

麦炳明 陈经华 冯国坚 梁波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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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开县志》编审组

(成立时间：1990年12月17日)
编 审：李培雄 副编审：梁培光 冼作基 苏增念

组

成

《封开县志》审稿组
(成立时间：1995年1月23日)

长：李培雄 副组长：梁培光

员：潘绍联谭芝恩 苏增念

封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陈其凯(1984．7"-'1987．6) 陈沛湘(1987．7～1992．2)

陈英杰(1993．1""1997．3) 林志雄(1997．3～ )

副主任：李非庸(1984．7～1989．11) 陈平(1984．7""1991．8)

李 云(1990．1～1997．6) 陈沛湘(1992．3～1997．2)

陈英杰(1991．12,---1992．12) 欧伟森(1997．3～ )

工作人员：孔梓仁(1985；7,---1992．9) 伍杰新(1990．1～ )

谭 列(1989．7～ ) 李代云(女)(1996．6～ )

《封开县志》编辑部
(成立时间：1989年12月5日)

总编辑：陈沛湘 主 编：李非庸

副主编：陈平 编 辑：孔梓仁谭 列

顾 问：陈其凯

1990年2月编辑部增补：

副主编：李云 编 辑：伍杰新

《封开县志》编辑部
(调整时间：1993年10月20日)

主、 编：陈英杰 常务副主编：陈沛湘

副主编：李云 李非庸 编 辑：伍杰新 谭 列

1996年6月编辑部增补：

编 辑：李代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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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徐少华 黄应华

序一 ·1·

封开地处粤西北边陲，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境内青山碧水，绿树苍烟，奇

蜂异洞，雄奇壮丽。构成了别具地方特色的自然景观，已成为广东省新的旅游

＼胜地。

I 历史上封开曾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结合的交汇点，也是岭南土著文化

的发祥地之一，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据考古学家在渔涝河儿口黄岩洞挖

掘的人头骨和人类牙齿化石考证，早在十四五万年前，封开先民就在这块土地

上繁衍生息。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曾涌现出不少风云人物。汉有陈钦、

陈元父子是闻名京师的经学家，专门研究《春秋左传》；三国时期，被誉为

“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的交趾太守士燮；五代十国南汉名将苏章；唐宣

宗大中五年(851)，年仅17岁的莫宣卿殿试夺魁，成为岭南第一状元；辛亥

革命时期，李炳辉、罗海空等积极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其中李炳辉为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封开修志源远流长，早在宋朝，就有《封川旧图经》、《封川图经》、《临封

志》，明正德有《封川县志》，均佚。现存明天启二年(1622)、清道光十五年

《封川县志》各一部；清康熙十一年(1672)、三十一年和道光三年(1823)

《开建县志》各一部。从这些珍贵的志书中，可窥见封开历史之一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封开人民翻身解放，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创

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县内政通人和，百

业俱兴。编修一部新县志，记下劳动人民的丰功伟绩，为资政、决策、存史提

供科学的、翔实的县情，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

新编《封开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较为全面、系

统地记述了封开历史的演变，尤其是解放后40多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成就，社会变革的兴衰成败；记述了勤劳朴实的封开人民艰苦奋

斗的精神和业绩；讴歌了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发人深省，催人

奋进。这是一部具有实用价值的资料书。“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阅读此书，

＼1IIf



·2· 序一

认识封开的过去和现在，可以激发人们为创造封开美好明天而奋斗的热情。

委、县政府热忱地希望在封开工作的广大工作人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常阅
书，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受启迪。借此机会，还恳请全县人民和关心支持封开

建

精

心

将

设的各界朋友们，同心协力，献计献策，为振兴封开作出新的贡献。 7
《封开县志》的编纂历经十余载，全体编修人员以淡薄名利、无私奉献唰

神，广征博采，求实存真，几易其稿，为这项伟大的社会工程倾注了大量鲥
血，终成硕果。此志若能裨益当代，惠及后世，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仰
感到莫大的欣慰。 f-

此为序。 f
’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本文作者分别为中共封开县委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1996年3月，徐

少华调任肇庆市副市长)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二

植伟年

序二 ·3·

封州，山青水秀，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岭南历史文化古郡，

也是广东省著名风景名胜区。我生于斯，长于斯，今又服务于斯，对家乡的人

和事倍感亲切，对家乡的山和水充满感情。今值《封开县志》脱稿付梓，可喜

可贺!县志办同志约写序言，仅就认识所及略陈管见。

《封开县志》的编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记

述封开二千年的历史风貌，尤其着重反映近现代的伟大变革。从民主主义革

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群众世代奋斗，前仆后继；

社会的发展，成败得失，兴衰荣辱，无不展卷了然。它是一部继往开来，服务

当代、垂鉴后世、有其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著述；是集本地区自然、人文、

社会、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的全面、系统、科学的地情资料总汇，具有浓郁的地

方特点和时代特色。这一百多万字的鸿篇巨著，凝聚着修志工作者的心血，他

们甘于淡薄，十二年如一日，默默奉献，精神可嘉。

修志为了“资治、教化、存史’’。志书出版问世，提供咨询，帮助政府决

策，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同时也是一种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很好教材。现代社会经济的竞争，不仅是资

源、产品和科学技术的竞争，也是信息的竞争。志书是一大信息库。诚挚地愿

与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读志，从中吸取教益，并对其丰富的信息资源加以开

发利用，创造更辉煌的明天。是为序。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作者为中共封开县委书记)



·4· 序三

序 三

李培雄 ／
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出版了，这是全县人民的一大喜事，是我县精

神文明建设一大丰硕成果。 f

我县编修地方志始于宋，封川、开建两县最后一部地方志版本均编自清道

光年间，距今达150多年。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百多年来，封开和全国各地

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经过

改革开放，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贫

穷落后的面貌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有感于方志资治的重要，县人

民政府于1984年7月设立专门机构，调配人员，拔出专款，开始新县志的编

纂工作。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编志工作得到顺利进行。我从

1990年开始分管县志编修工作，曾多次召开各有关单位领导会议，组织各单

位(部门)通力协作联动，并注意解决编志人员的工作条件、生活报酬等具体

问题。在全书志稿初具框架以后，幸赖省方志办黄勋拔主任、侯月祥、谭云龙

副主任、莫世全、吕克坚处长以及肇庆市志办同志的悉心指导和审改志稿，提

高了志稿的质量。

本届修志，由于与前届修志相隔时间较长，不少历史资料散失，加上封开

县几经分合，给编修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但编修人员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不辞劳苦，广征博采，默默笔耕。经过十余载努力，终于编纂出百余万字的

《封开县志》。它是一部具地方特色的百科全书，不仅能为各级领导在进行经济

建设决策时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而且为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提供了丰富的乡土教材。对此，我衷心感谢县地方志办陈英杰同志及全体编志

人员，并对受县委、县政府委托审稿的梁培光、潘绍联、苏增念、谭芝恩等同

志，为我县编纂工作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新志付梓，县志办约我作序，仅草此篇，敬奉读者。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本文作者为中共封开县委副书记)

』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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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记述本县范围

内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书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各篇章以史料而定，最古起自公

元前206年(西汉元鼎六年)，下限至公元1995年，个别篇章内容适当下延至

1996年。

三、本志按事物性质设篇章，不受现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首立概述、大

事记；中设政区、自然环境、人12、经济综述、农业、林业、畜牧水产、水利、

电力、乡镇企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粮油、经济综合管理、

外经外贸、财政税收、金融、旅游、要事纪略、政党社团、政权政协、公安司

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科学技术、教育、文化、文物古迹、医药卫生、

体育、社会风情、方言、人物等37篇；后为附录。

四、关于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是有社会影响的各阶层已

故知名人士，以本籍的、正面的、近现代的为主，述其为人，记其事迹，不作

评论。有的知名人士，因其资料不详，或事迹不甚显著，则载入“人物录"。革

命烈士，除部分立传和入录外，多数列入名表。同时，也适当记载对历史起阻

碍作用的少数人物。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仍健在的人物，用以事系人的方法

在有关篇章中记述。

五、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六、文体：语体文，记述文。除概述、经济综述、要事纪略部分采取有叙

有议，叙议结合的写法外，其余内容只记事实，一般不作评述，寓观点于记述

之中。

‘七、有关历史时期的概称，1912年以前称民国以前或标明朝代；1912年

1月至1949年9月，称民国时期，封川、开建两县分别于1949年11月23 E／、

11月6日解放，志中的“解放前(后)"是指此日之前(后)；1966年5月至

1976年10月，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指1978

年12月召开此会议后。

八、历史纪年：民国及民国以前的朝代纪年，均用民国纪年或朝代年号，

并在每个自然段中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年份。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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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政区名称：按各时期的历史称谓。如区、

镇、管理区、村委会。

十、各项统计数字，一般均用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有关单位数

字。 ／
十一、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J

成语、专门名称的数字，则用汉字。民国以前的朝代纪年的均用汉字；民国纪

年及公元纪年均用阿拉伯数字。 f

十二、度量衡的记述，解放前一般沿用历史习惯，解放后，除面积仍按习

惯沿用亩计，其余均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十三、本志资料来源：省、市、县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单位的档案资料，

旧志资料，专业志资料，以及有关人士回忆录、口碑资料。经考证鉴别后采用，

不再作注明出处。 ‘

HB 』』／／／√产生、队大、社公、厶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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