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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从一书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连山壮族瑶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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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连山，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县份，自南梁天监五年(公元506年)建县至

今，已有1 480多年悠久的历史。1 962年成立壮族瑶族自治县，实行民族

区域自治。这块1 265平方公里的土地，我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度过了

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我外出求学，学成之后一直在外地工作，到

1 987年，我才奉命调回阔别多年的故乡，主持县政府工作。’时值全国上下

编修地方志，前任谢先运同志已为编修县志开了好头。我上任后，阅读了

以往留下的地方志，除了了解到连山的有关历史外，还得知连山编修地方

志，自明弘治元年(1 488)辛贵任连山县令开始，尔后王祚昌、鹿应瑞、曹振

熹、郎廷俊、张化凤、萧象韶等六任县官，曾对县志进行过续修、增修、纂修，

但仅是手抄本，终因条件所限而未能保存下来。一直到康熙二十八年

(1 689)刘允元任连山知县，经过几年的努力才于康熙三十二年(1 693)第

一次将连山县志刻印出版，成为连山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此后，李来章、郑

天锦、姚柬之、何一鸾等县官也曾主持编修过地方志。近代最后出版的县

志是民国1 7年(1 928)凌锡华任县长时，根据何一鸾主修的志稿进行增补

的《广东连山县志》。 ．

纵观历代县官，都知道地方志的资治、存史、教化作用。因而在不同的

时期，均进行编修地方志，尽管他们受历史的局限，留下的志书也带有
的局限性，但毕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较客观的地情历史记载。现在党

家要求我们角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去编纂社会主义时代的地方志，

也替我们有一次全面地总结、记述连山历史和现状的机令。前人在当时较
落后的条件下，都曾多次编修成志，今天的种种条件都比过去好多了，就应

该而且能够比前入修出更全面、质量更好的地方志。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志》，如实地记述

了连山自然及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它简要地记述了有资料可溯时起的有

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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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历史，又较侧重地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40多年的发展历程。这

40多年，发生了过去1 400多年无可比拟的巨大变化，人民群众真正成了

这块土地的主人，政治上实现了各民族的平等团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开始有了高科技产

业；农业从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交通运输有国道323线、省

道1 960线为骨干的公路网络；邮电通讯有了程控电话的现代化设施；商

业贸易购销两旺，市场繁荣；实现了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文化设施、医疗卫

生设备日益增多；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一切，是全县

壮、瑶、汉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历史在前进，

社会在进步，回顾过去，我们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展望未来，我们正任重而

道远。我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全县人民共同回顾、总结以往的历史和现

状，感到十分荣幸。
‘

志书在编修的过程中，全县各部门克服了人力不足、资料散失等诸多

困难，按照县委、县政府的部署，想方设法搜集资料；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其

办公室的所有成员，亦在资金、人力较少的情况下，坚持修志工作，终于使

这部志书在自治县成立30周年之际完成了初稿。这是社会主义时代连山

第一部全面记述县情的著述，是一部较完整的乡土教材。我希望全县各族

人民，从这本书中多一点了解连山自然及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从中发现和

掌握它的一些发展规律，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使连山在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迈出更快更大的步伐!‘ ；

衷心祝愿我的家乡——莲山明天更美好!
一

j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县长莫瓤银

、一九九三年离任之际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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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公元1 965年，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为了开发广东西北山区，
来到了连山。三十年来，连山东北部的禾洞农场、中部的三水瑶寨、南部的
福堂壮乡都曾留下我的足迹，连山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连山历史悠久，
钟灵毓秀、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勤劳淳朴的壮、瑶、
汉族人民，以及他们创造历史的实践，使我受到教育和启迪。连山哺育了
我成长，我也为连山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值此《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志》出版之际，我和连山各族人民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

本县历代的地方志书都说连山是口弹丸之地”、“偏僻荒凉之地”、“瘟瘴
之地”，并把连山少数民族当作‘‘化外之民”。那是由于当时交通阻塞，文化
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差而给人造成的一种印象，有些则是旧社会的民族岐
视和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连山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尤其是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后，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各项事业都获得
了巨大的进步，这是过去连山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三十
年来，我和连山各族人民休戚与共，戮力同心，为连山的繁荣和发展共同奋
斗，并亲眼见到了连山的发展和变化。今天的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已不再
是过去的连山了，处处生机蓬勃，壮乡瑶寨换了新颜。去年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到连山视察工作时说“连山是一块宝地”。这部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既追溯了连山置县以来
的历史，更着重记述了建国四十年来的社会和自然的各项变化，既为我们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又为后人留下了
这段历史时期系统、全面、翔实的资料，这是我们开展爱国爱乡教育的好教
材。修好县志，确实是。服务当代，功存后世”之举。

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让我们充分发挥志书“资治、存史、
教化”的作用，以史为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建设更加文明、繁荣的新连
山。谨以为序。

，

中共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委书记冯文光

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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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要治理、建设好一个地方，必须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的自然条件、

社会环境，并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制订出一系列适应本地实际的施

政举措。作为地方志既是一部记述地方社会自然的历史之作，又是一部资
治之书。连山历代执政者曾主持编修过多部地方志，但现存编修时间最近

的一部《广东连山县志》刊行于民国1 7年(1 928)，距今也已六十多年了。

六十多年来，连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四十多年来，无论是社会事业，还是经济建设，都取得了过去一千多年无法

相比的巨大成就。时逢盛世，党和国家号召编修地方志，藉以教育、激励今

人，让后人借鉴。几届政府为将这一阶段的历史和当代的伟大业绩记述下

来，作了很大的努力，业已完成志稿。并经县志编纂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

学者专家们评稿提意见，进一步认真核对史料，订正文字，反复修改，并报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验收。一部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出来的《连

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志》终得成书出版了。这部新县志，既全面地追溯了连

山置县以来的悠久历史，又客观地记述了连山各行各业的现状，既是一部

划时代的地方全史、乡土教材，又是一部反映自治县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之作。她的出版，是全县各族人民政治文化生活的一件大喜事，她必将对

连山社会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
义。

‘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志》凝结着众多热心修志人士的心血。在此，值

县志出版之际，让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所有为县志作出辛勤劳动的人士表

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全县各族人民和广大读者，通过这本志书能多些了

解连山过去的历史，珍惜今天的机遇，努力为连山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县长陆耀宝

于县志出版之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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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结构为分卷体，卷下设章、节。正文有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

口、民族、经济综述、农业、林业、畜牧水产、水利电力、工业矿产、商业、交通

运输、邮政电信、财政税务、金融保险、城乡建设及环境保护、党派团体、政

权政协、公安司法、民政、军事、劳动人事、教育、文化艺术、报刊广播电视、

医疗卫生、科技体育、人物等28卷；卷首有地图、照片、概述、大事记，为开

卷先览梗概；卷末有附录，辑存重要文献。

二、时间断限，上限一般从置县开始，也有少数记述溯至事物发端。下

限除概述、大事记和卷一、卷二、卷三内容适当下延已注明时间外，其余均

为1 989年底止。

三、体裁有记j志、传、图、表、录等，以类系事，以志为主，横排纵写，图

表附在各类之中。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四、地名、人名、官职、机构、建置等，依照历史习惯称呼，必要时加注今

称；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加注后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并衍生有建国初期、建国以来等用语。民国以前

纪年和农历用汉字表示，并用括号括记公元纪年。建国后纪年用公元纪

年。壮族，原作僮族，书中一律作壮族。
。

五、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档案、历代旧志、有关部门和知情

人提供，经过反复鉴别，务求准确无误。

六、文体，除少数引用古籍原著和个别有特殊含义的繁体字外，其余均

用现代语体文记述，并尽量做到文风严谨、朴实、简炼、通俗。

七、统计数字，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1 987年2月

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的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使用。计量单位也基

·本按1 9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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