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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新编《怀集县志》，在各

级党委，政府的关怀下，各部门通力协作，广大干部群众热情支持，全体修志

人员共同努力，历经数载，几易其稿，终于编纂成书，这是值得庆贺的大喜

事I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认为。治天下者以史为鉴，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志民生之休戚”， 。志前世之盛衰”． 。志异日之因

果”、。志天下之命脉’．。我县自南朝宋元嘉十三年(436年)置县以来至民国5

年(1916年)，曾9次编修《怀集县志》，其中8次成书，清康熙三十一年

(1692年)梁马昆编修的县志未付梓。最早始修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由知

县区昌(广东顺德人)撰。尔后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清康熙四十七年、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同治

十一年(1872年)和民国5年分别编纂或续修县志。可惜清乾隆前的5次志本

已散失，目前遗存的是清乾隆本、同治本和民国本。

怀岭叠翠，i存水流长。自民国5年第九次修志至今已有70多年，历史的变

革，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为我们今天的新方志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在我

们怀集这块土地上，有勤劳智慧的人民，有茂密的森林、丰富的矿藏和水力资

源，有众多的名优特产和农副产品。但在旧社会，人民始终得不到温饱。为改

变昔日。怀集农人生活，所衣为破败褴褛，所食为杂粮稀粥，所住为泥房草

舍，所行常多赤足”的状况，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

争。早在1926年怀集就有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大革命后的沧桑岁月，有近300名

先烈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怀集大地。解放后，历经30多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

增长了才智，激励着全县人民憧憬美好的未来。改革、开放以来，金县面貌巨

变，各项建设日新月异，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努力，艰苦奋斗j就一

定能够取得更辉煌的成就，谱写出更美好的篇章!

新编《怀集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系统地记述了我县社会变革，‘民情风俗和



·2· 序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9现状，提供了便于查考、比较实用的

系统资料，是一本可读性较强的资料性著述。相信随着它的问世，将会在我县

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英乃．所现任中共怀集县委书记；邓亦威现任怀集县人民政府县长)

莫乃斯邓亦威

1991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统合古今，详近略远，详异略同，实事求是地记述怀集的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

统一。

二、本志运用述，记，志，图，表、传、录各种体裁。概述，综述全县概

貌；大事记，为全志之经，纵贯古今，用编年体结合记事本末体记述建县以来

的大事，要事．新事；专志，为全书主要编章，按照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后

政治的顺序排列，编目采用编、章、节、目结构，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人物，

设人物传和英名录；附录，收录有关重要文献资料。

三，本志的上限为436年，但其中需究源的，适当上溯；下限为1985年，

但为保存资料， 《大事记》延至1990年。

四、人物，生不立传；入传者以现代、正面和本籍人为主。立传人物只记

事迹，不作评述，以卒年为序排列。相应记载的在世人物，用以事系人之笔，

散记于有关编章。

五、本志行文，除引用1日志和旧书刊按原文外，其余一律用语体文，记述

体．以第三人称记述，据事直书，叙而不论，述而不作，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六，怀集县于1949年11月24日解放，志中的。解放前(后)”，是指此日之

前(后)。
’

七，本志所用全县性统计数字，统一使用县统计局的数字，若县统计局缺

则用有关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的统计数字。

八，本志数字用法，一律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于1987年1

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度量衡单位，解放

前用市制；解放后，一般用公制。
。

九，怀集的粤语、壮语和标语集中记子《语言编》，均注以国际音标，附

录部分常用词汇。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自省i市、县档案资料，旧志，县直各单位和各

区．镇．场提供的专志(部f1志)资料，以及口碑资料，经考证后载入o

厂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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