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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采妙松

地都依山傍水，物产富饶，人文发达。名流学者，

以道德文章知名岭表者，代不乏人．尤其在现代革命史

上，有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诞生，抛

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创造了可歌可泣

的英雄业绩，谱写了光辉的新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标志着历史上被刺削、被奴役的劳动人民，威了

国家的主人a人刺削人．人压迫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

返了。建国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本区

与全国各地一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

辉煌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之安定，经济之

繁荣。人民生活之美满。社会风气之崇高。越来越显示

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把这伟大的历史变化载

入史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

也是七万地都人民的愿望，《地都区志》正是如此应运

而生的· ．

诚然，在漫长的历吏长河中，地都人民所走过的道

路不是笔直的。有顺利．有挫折，有成功，有失误，有

经验，也有教训。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足以成为今天和

明天的借鉴．为各级党，政决策和施政提供有益的参

照·区志编纂人员在编修过程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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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历史事实，坚持去伪存真，古

为今用的原则．既排除了历代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

利益而对历史事实的各种歪电，艾纠正了御用文人对历

史事实的各种粉饰。对人民创造的历史进行了真实的记

载口这就使这部志书的“资治岁研值更高。

鳊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它上至天

文，下至地理，一地产物，一方人文，无所不载，无所不包。

说它是。“致用之书刀并非夸张。研究历史，考察现状．

编纂新志j既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又为精神

文明建设服务。读者可以通过地方志去了解当地的历史

文化，．这对于吸取历史的精华。更好地创造新文化，建

设新家乡，开拓更美好的未来．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

《地都区志》编修过程一直受到各界人士的关心与

支持，作为地都区志编纂领导成员之一，我想借志书刊

行之机向各位热心地方文化的人士致以深切的谢忱!也

寄望大家能在这部志书里得到较多的有益的启示。为地

都各项事业的振兴作出贡献，刷新历史的记录i

编修方志。在本区是一个史无前例的i程，虽然我

们尽了最大努力，编摩数易．毕竟受能力水平限制，因

之还有许多不能尽如人意之处，深为遗憾并企望读者不

啬赐教。 · r ‘。

《地都区志》就要和读者见面了，我受编纂领导小

组嘱托，写了这篇短文，以作序言o
●

一九八．杠年．南旦



序’言 =

郑隆未

地都历来有“史"无“书”，现在．地都的第一部

史书一一《地都区志》已经编写出来了，这是地都的一

件大事。我作为原地都区的领导人之一．也作为一个地

都人，对此是感到很高兴的。

地都本境，早在新石器时期便有人类生存，这已经

从近年考古的成果得到证明。因此，可以说， 几千年

来·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顽强地谋求生存，不断

地创造历史．其中自然包含着兴衰盛败、得失正误等经

验与教训。可惜由于史籍的空白，这些从来就不能直接

与群众见面．不能很好地服务现实。现在． 《地都区

志》的编写成功。就填补了这个空白．使地都的历史能

够直接与群众见面．也因而将能有效地服务于我们的四

化建设．这正是我为之高兴的原因。

据我所知．《地都区志》从一九八五年开始编写以

来．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各方人士都予以积极支持和协

助．鳊写人员也能依照存史，资治、教化的原则．努力

克服困难，积极搜集资料．做到广征博引，秉笔直书·

因此使首次编写的《地都区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

了较高的水平．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严重缺乏和经

3



验不足． 《地都区志》自然还会存在不少问题·对此·

我相信人们是一定能正确对待的·

借此庆祝《地都区志》编写成功的机会，我谨向

(<地都区志》的编写人员，向支持和协助编写《地都区

志》的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



序 言三

黄育义

《地都区志》之出版．诚是一大喜事。盖凡树皆有

根，是水得有源。我地都区各乡居民之来源，可由之而

知大概。全书凡四十余万字，除考证居民源流外，还对

本区之气候、物产，水电、农业、贸易、交通乃至历

史，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详加记载。一册在手，

地都数千年发展之情况了如指掌。

吾读《地都区志》稿。不无感慨。这一百余平方公

里之土地，山岳连亘、平川如砥，土地肥沃．且气候温

和湿润，本是发展农业、林业和工商业的理想地方。

可惜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这些优越条件未能得到充

分的利用，致使数万同胞一度陷于困顿之中。然山川之

灵秀、生活之曲折，陶冶了民众智慧、淳朴和勤俭、

刻苦，耐劳的优良性格。
‘

近二三十年来．我区民众披荆斩棘，艰难创业，使生

活环境为之一变。忆儿时吾与先父由汕头回乡-须起早

摸黑起床，乘搭“早船"至炮台镇，然后徒步还乡·历

时必须半日。去年携幼子回乡．从汕头乘车直抵家门，

5



却只需半个钟头。此可见一斑。而据个人耳闻目睹，民

众衣食也逐渐趋富足，举凡城镇村庄，无不新屋幢幢，

鳞次栉比，红男绿女。容光焕发。诚然，与先进发达的

地区比，吾乡亦还有些差距。

管子日。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厚。玎

吾愿乡人同心协力，再接再励，利用家乡之有利条件．

广开才路，大展宏图，把之建成富庶文明之区。而其实．

吾之理想变为现实，已是为期不远，指日可待的了。

昔人有言t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人民富足。

国家强盛，诚为余之企盼也。是为序。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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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取事，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85年年底。

二．．为方便读者阅读本志，尽快了解本区全貌，于

卷首立“概述’’与脚大事记’’两篇。 “大事记”以时间

并结合纪事本末体形式编写。

三、本志立地理，经济(上)、经济(下)、政治、

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人物等10篇。共54章

136节。以横排直写为体例，详今略古为原则。

四、历史纪年，均依当时用法，并于括号内注明公

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囤成立后采用公历记载。

五、计量单位。为尊重历史，一般依当时用法。不

加折算。采用公制部分，有特别注明。

六、采用语体文编写。引用、辑录古代文章时，为

方便读者阅读，均进行标点。其残缺部分，用“口”号

代替。

七、为避免重复、累赘。某些横跨几个门类的事件

(如政治运动等)，编写时有所轻重，并注“详见”某

篇字样表示。
’

八， 。大事记，，均注黟j资料来源。正志材料，多采

自市、县、区档案馆(室)．也有部分由采访口碑，反复

核对所得，为节省篇幅．没有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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