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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浦骏

序 ·1·

新编《普宁县志》出版了，这是普宁县文化建设事业继往开来的一件大事。

普宁县置于明嘉靖四十二年，迄今400多年。其间曾五次修志，但这些志

书或散佚，或残缺，或观点未当，或门类不全，尤其缺载现代的史料。因此，

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新编县

志，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功用，就成为我们-项艰巨的历史任务。

1986年6月，普宁县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开始编写县志。

首先县直属各单位撰写事业专志，然后交县志办公室总纂。在各级领导的关怀

和指导下，经过全县修志人员历时8年的辛勤劳动，新编县志终于告成。

新编《普宁县志》，纵贯古今，立足当代，实事求是地记载普宁县自然和

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详细记述解放后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

设情况。横列百科，门类齐全，重点突出，体现了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全书

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符合志书体例。虽卷帙浩繁，成自众手，疏漏难以尽免，

但瑕不掩瑜，本书仍不失为一部难得的社会主义新型志书。它是全方位认识普

宁的珍贵资料，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它的出版，

既弥补了普宁县历次志书的佚缺，也将为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

历史和现实的资料信息，无疑会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无数前辈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在普宁的历史上树起

了不朽的丰碑。在改革开放，普宁百业俱兴之际，我们完全有责任，有能力拓

展历史的新篇章。让我们以史志为借鉴，以建设普宁、振兴普宁为奋斗目标，

共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谋求普宁人民的福祉而献策出力，庶几无愧于

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未来。 ‘、

(张浦骏，1986年3月一1992年5月任普宁县人民政府县长，现任揭阳市副市长)

■刻iaq●_城。—脚一∥，



凡 例

凡例 ·1·

一、体例

(一)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志编、人物和附录组成。概述，综叙县

情，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记建县以来的大事、要事；专志，按事物

。性质设编章，横列f1类，纵述史实，共26编113章370节；人物，设人物传、

革命烈士英名录和国民党军队抗日阵亡普籍人员录；附录，收录某些单项性的

重要资料，附于有关章节之后，志末设限后录，收入下限后至1993年的重要

资料。
’

(二)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

(三)经济、文化各编开头，一般以短文提示内容梗概。

(四)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政治运动对经济、文化建设

等方面的影响，于专志有关章节记述。

(五)人物传，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本县籍为主或在本县活动对社会发

展有较大影响的客籍人物。传主按卒年先后排列。

二、断限

上限追溯至县的建置或事物的发端，下限止于1988年。

三、文体
、

一语体文，记述体。概述，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专志，用记述文体。
7

四、称谓 -．

地名，一般用现行标准地名，历史村名用原名；政权、政区及机关名称，

系当时名称；人名，。只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

五、纪年

清代及清以前按历史年号纪年，夹注公元年号；中华民国时期用公元纪年

‘(大事记、自然灾害用民国纪年，夹注公元年号)，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简称“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清代及清以前纪年的年、月、日为

阴历，用汉字书写；公元纪年的年、月、日为阳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2· 凡例

六、数字书写

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所列用法书写。

七、计量单位

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单位。计算土．地面积沿用

“亩"。解放前的计量单位，一般沿用当时称谓。

八、货币单位

解放前的货币，用当时的货币原名；解放后国内．的货币单位为人民币，解

放初期至1955年3月1日以前的人民币一律折算为现行人民币；涉及外币

的，于记述中直接写明外币名称和单位。

九、数据

解放后的各项数据，用县统计局历年公布的数字，县统计局缺的，采用有

关单位的数字；1958年12月一1961年3月惠来县并入普宁县，对原惠来县的

数据已剔除；解放后工农业总产值和工业、农业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

+、资料来源

省、市、县档案资料，县直属各部门专志稿和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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