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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贯彻实事求是原则，记述南三岛的历

史和现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南三岛服务。

二、时间断限，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至2000年底，个另Ⅱ情况超越2000年底

的。写明具体时间作为说明。

三、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及各级政府、官职等的称谓，均按当时的历史习惯称

呼。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立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o

’五、时间年代记述，凡公历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凡世纪年代农历年月日用

汉字数字表示；历史纪年用汉字表示；当时通用的习惯称呼加注公元纪年。

六、记事内容范围，按各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域范围记述。

七、文体：用语文体记述(引文、诗词和群众语言例外)，力求准确、朴素、简

洁。

八、结构：分篇、章、节、目四层，目以汉字一、二、三⋯⋯表示，子目以

(一)、(二)、(三)⋯⋯表示。

九、体裁：记、述、图、表、录并用，以述为主。

十、用字以简化汉字为准，繁体字个别例外，方言、同音字尽量少用或不用。

十一、数字：习惯用语中的数字词汇，成语中的数字，表述语中的一位数字均用

汉字数字表示，统计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十二、本志各章节目的度、量、衡单位，按习惯公制和市制，根据实际情况使

用o

十三、国民经济的各项产量产值按当年的价格计，不折算不变价格。

十四、“大事记”用编年体记叙，“以时系事”，为全志之纲；“概述”旨在提纲挈

领地勾画全志概貌，为全志内容之概括。

十五、“人物篇”的人物是根据各村委会和有关人士推荐和提供的情况分类分级

记述，县(处)级以上(含高级职称、高学位以及企业知名人士和享受市以上专家津

贴待遇者，无资料者只列姓名)职务职称者，逐个简介其自然状况、主要业绩和主要

著作。凡在世者，均不作传，以贯彻“生不立传”的原则。而立传的人物是历史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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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三岛志

较高名望或贡献较显著者。

十六、村委会和自然村简介，以各村原来的村史和革命老区村庄史料、地名志资

料撰辑而成，主要介绍各村的自然状况、姓氏来源、经济发展，以及名胜古迹等，无

村史者无法记载。

十七、本志的资料来源，以档案资料为主，并选用经过考证的图书、报刊、访问

实录以及旧《吴川县志》、《高州府志》及其他志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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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言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数十年，与学术界朋友建立多方面联系。

应朋友们要求，为他们的学术著作写序、作跋，已是常事。但是接受邀请为一部地方

志作序，还是第一次o．

2003年4月15日下午，我在主持所内会议后，准备外出参加另外的会议。忽被

通知，有客人来找。来者是昔日武汉大学历史系同学、在外国专家局工作的陈得骅同

志。得骅告诉我，他是广东湛江市南三镇田头村人，南三镇编纂了一部《南三岛志》，

已经蒇事。即将出版，希望我写一篇序言。我初不知南三岛何所位置，似有不允意。

得骅随即告诉我，南三岛即是清末法国租借的广州湾租借地的一部分。这句话无疑提

醒我，作为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为这部志书写序，是责无旁贷的。我便答应下来

了。

我必须承认：在此以前，我不知道南三岛所在何处。我虽然对我们祖国的历史和

地理有一定了解，但国家地域如此广大，我自己的知识毕竟有限。但是说到广州湾租

借地，我是了解的。我在20年前做过一本《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其中有一幅比例

尺为150万分之一的广州湾租借地图。那幅地图是参照旧时地图和1899年11月16

日签订的《广州湾租界条约》绘制的。广州湾租借地的范围大体上包括遂溪县、吴川

县所属部分陆地和海岛。我在注记上注明了东海岛、硇洲岛、广州湾以及沿海岛三海

里分界线和陆地分界线，在遂溪县部分，注明了通明村、太平圩、志满、赤坎、西营

等居民点，在吴川县部分注明了黄坡、坡头等居民点。大体上。这些地名在条约上都

可以找到。但是，在旧地图上没有找到南三岛这样的地名。

我检查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清时期地图(1975年出版)，这是公认的最为权威的历史地图集；．我也检查过

1934年出版的申报馆组织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绘的<中华民国新地图>，这是

公认的当时编绘最好、所载地名最多的地图集；我还检查过1958年出版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图集》，均不见南三岛地名。不过，在1980年出版、1983年重版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8开本)上湛江市境内海岛旁有南三岛注记。但是不能判断

这是1958年以后新改的地名呢，还是本来就有的地名o

这次翻阅《南三岛志>，有关南三岛的历史沿革说得很清楚。今天所谓南三岛，

是指湛江市东面海上、广州湾航道北面的一个岛群。新中国建立以后，南三岛人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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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从1952年开始到1958年完成了围海造田工程，将其中10个

岛联成一起成为一个大岛，总面积约123．4平方公里，是全国第七大岛，广东第二大

岛。而南三之得名则较早。在明洪武九年(1376年)，此地被命名为南三都，隶属高

州府吴川县，有清一代继之。广州湾租借地时期，法国人治理，行政区划变易，不再

称南三都o 1943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湾租借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法国将

广州湾租借地交还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将原租借地地区改置湛江市。新中国建立

后，南三岛划归湛江市滨海区或者郊区，此后时称南三乡或者南三人民公社，政区建

制时有变化o 1987年撤销南三区，建立南三镇，仍属湛江市辖。显然，《南三岛志》

补充了我的知识o ，

南三岛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这时正是世界资本主义

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日本战胜中国，大大刺激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胃口，瓜分

中国已经成为他们的口头禅。帝国主义的舆论掩饰不住他们对中国、中华民族的敌

视、轻视和侮辱。他们开始把中国称为“东亚病夫”，说这个国家“正躺在死亡之榻

上”，一些帝国主义者公开提出“分配这个病夫的遗产问题”，要把“瓜分中华帝国”

问题提上议事日程o

19世纪末，帝国主义除了大肆抢夺中国的铁路、矿山等利权以外，还纷纷抢占

租借地，扩大在华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范围，同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下一步就是

直接瓜分中国了。抢夺租借地从德国开始。所谓租借地，名义上是租借，实际上是抢

夺，租借地的主权完全被帝国主义夺走o 1897年德国抓住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

杀之机，要求取得胶州湾，扩大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势力。清政府被迫屈服，1898年3

月与德国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租与德国，租期99年。德国有权在山东修

建胶济铁路，开采铁路两旁30公里内的煤矿。随后，俄国将军舰开进旅顺口，要求

租借旅大地区，李鸿章等接受俄国贿赂，于1898年3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

约》，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和以北一段陆地被俄国“租借”，租期25年。法国

要求保持“东方均势”，于1898年4月9’日要求清政府将广州湾作停船趸煤之所租与

法国，租期99年。英国也不落后，它看到法国要租借广州湾，便在1898年6月与清

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一，租借了九龙半岛及其附近水面(即香港新界)，租期

99年；看到俄国租借旅大，便在7月与清政府签订《定租威海卫专条》，租借威海卫

及其附近水面、岛屿，租期与旅大相同。1899年11月16日，法国正式与清政府签

约，将遂溪县、吴川县所属陆地和海岛(包括海岛外三海里海面)强行租借。因为法

国政府原指定将广州湾作停船趸煤之所，遂将签约这块租借地统称为广州湾租界。这

引起地名地理概念的巨大变化，由南三都的广州湾村坊(含附近海域)变成法国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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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广州湾。八个月内，列强从北到南攫夺了五块租借地。这些租借地在帝国主义侵

华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帝国主义确立0保持和强化在华势力范围的军事基

地。又是他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侵略的新据点，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割据中

国领土进行直接统治的殖民地o j
’’

与抢占租借地同时，列强还公开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划分势力范围由法

国开始o 1897年3月法国强迫清政府同意。永不将海南岛让与任何他国”，这就意味

着海南岛是法国的势力范围。这个办法很快为其他帝国主义仿效o 1898年2月清政

府与英国互换照会，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他国”o 4月，，清政府又与法国互换照

会，不将越南邻近各省即云南、广东‘广西“让与他国’’o英国又要求不将云南、广

东“让与他国”o日本看到德国据有山东，便要求清政府不将台湾对岸的福建“让与

他国”o英、德和英、俄还分别签订协议，实际上承认山东是德国势力范围，长城以

北是俄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p 、

这时候美国正在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顾不上参加对华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争

夺。但是它表示既不放弃菲律宾。也不放弃中国o 1899年9、11月，美国先后向英、

德、俄三国，和法、日、意三国提出所谓在华“门户开放”的政策，表示美国承认各

国在华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以及所取得的路矿权利，但要求各国对美国货物开放权

利，不实行差别待遇。1900年3月，美国宣布它的主张为各国所接受。这表明各国

在中国的争夺在“门户开放”的政策下联合起来了o“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帝国

主义侵略、宰割中国的一种同盟o ‘．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南三岛人民为了反对法军入侵广州湾，首举义旗，

展开了抗法斗争，并且引发了吴川、遂溪两县人民持续一年多声势浩大的抗法斗争。

这个斗争虽然是在吴川、遂溪这个局部地区开展的，却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组

成部分之一。南三岛虽然地处边陲海隅，反对外国侵略丝毫不落人后。这种精神构成

了南三岛人民的光荣传统。

如今，湛江市赤坎区西部的“寸金公园”仍然显示着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内

涵。公园内的“寸金桥”，表示法租界的西部边界。所谓“寸金”，即含有“一寸河山

一寸金”之意。公园中心广场屹立着抗法英雄的塑像，塑像下方镶嵌着郭沫若的诗

句：。千家炮火千家血，一寸河山一寸金”，形象地概括了当时人民抗法爱国斗争的伟

大精神。

从1926年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在南三岛领导人民开展抗法抗税斗争。日本侵略

军占领广州湾后，南三岛人民与日伪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南三岛

革命群众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成立了滨海区人民政府，开展土地改革，虽然遭到国民

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摧残，仍坚持革命斗争，使南三岛于1949年9月20日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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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湛江市最先获得解放的地区之一。

南三岛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南三岛本是海上群岛，土地

贫瘠，气候恶劣。为了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围海造田，修

建联岛工程，把10个小岛联成一个大岛，根本改变了地形地貌；同时积极开展群众

植树造林，．防风治沙，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建起了长达20公里、宽3--5公里的防

护林带，改变了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因为这些成就，1958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农

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吸引了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和外宾的关注。

1977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林业考察团20人代表亚非地区19个国家参观考察了

南三岛防护林带。改革开放以后，南三岛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o 2001年，南三岛被

评为湛江市八景之一，获得了“南三听涛”的美名。这预示了南三岛发展旅游业的美

好前景o

《南三岛志》共分七篇，举凡南三岛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和自

然村以及村民委员会，都在包括之中。这是有史以来南三岛第一部志书，重点反映了

建国以来南三岛的历史，也尽可能反映建国以前南三岛的历史状况。

我国修志工作已进入第二个高潮时期o《南三岛志》在这个高潮中修撰成功，值

得庆贺。我作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看到我国修志工作的蓬勃发展和进步，特

别是看到南三岛镇级单位主动修志的精神和业绩，感到欣慰!在结束这篇序言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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