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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新编《平远县志》经六度寒暑，数易其稿，终于问世。我县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项巨大工程竣工了!这也是全县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平远有壮丽的山河，有丰富的物产，更有长期以来勤劳、勇敢、智慧的人

民创造的灿烂的文化。翻阅洋洋百万余言的县志，不禁激起悠悠爱乡之情。我

生在平远，长在平远，并一直工作在平远，可是对平远的了解还不敢说是全面

的、系统的。如今手头有了这样一部详细记述本县历史与现状的志书，心里觉

得踏实多了。

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等功能。从“资治"方面看，新编县志

以其丰富、翔实的内容，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帮助我们了解过去，

研究现状，开创未来，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少走

弯路，多见成效。当前的“四化"大业日新月异，平远如何从战略高度上作出

规划与部署，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告别贫困，迈上富路?需要从总体上、从

多角度上、从多种层次上对平远进行再研究、再认识。而新编《平远县志》正

是我们订规划、定措施、从实际出发进行科学决策的不可缺少的地方“百科全

书"。在此，我衷心感谢为编纂新县志而连续奋战六年的所有参加过此一工作

的同志们。没有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要取得这项重大成果是不可想象的。

一 在新编《平远县志》付印之际，正值“八五’’计划开始实施的年头。我诚

挚地希望平远人民和籍隶平远在外工作的各方贤达以及华侨、港澳台同胞，戮

力同心，竭忠尽智，把款款乡土之情化作开创平远光辉未来的强大动力!

(作者现任平远县县长)

谢荣章

一九九O年十二月

，

岁／



戽 一
，-4———。

平远地处粤赣闽三省交界。自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置县治始，历经420

余载，曾编修县志九次，皆明清所编，多已散失无存。现存最完整者为清嘉庆

二十五年(1820)编修之《平远县志》，计五卷十五万言之多，为上代遗留之

唯一较全之文献，无疑是珍贵的。但毕竟是前朝之曲，历史局限性颇大。民国

时期，处于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地方财政拮据，虽有个别当政者曾欲编史修

志，但终心有余而力不足，未克实现。月转星移，县志失修已逾170年矣!

盛世修志，从古如斯!适时编修新县志，以存一邑历史之原貌，扬前人之

美德，求发展之规律，冀后人之鉴戒，实为顺应时代之幸事。1984年，省委、

省府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市县编修新一代地方志，并召开全省首次修志工作

会议，作了可行之计划部署。本县遵省示，于是年12月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

及办公室，抽调人力，于翌年春开展此一工作。由于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思

想上和理论上准备不足，编纂工作遇到不少困难。幸蒙省、市方志办之指导，

并聘请三位大学院校文史教授当顾问，循1985年中国科学院地方志指导小组

颁布之《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策马上阵，终于打开局面。先是编写各

行业之部门志，县直各部、委、办、局组织250多人，由县统一集中培训，然

后按行业组织编写，历时3载，编就各部门之行业志49部，并付梓印刷32

部，计1．1万多册。在此基础上，组织22人，分工纂写县志初稿，并打印成

册，分发给全体编委及在广州大专院校籍隶平远之专家学者征求意见，然后由

正副主编、编辑分工修改。历时6度春秋，集数百人之辛劳，才编就此部1 10

多万言之新县志。余于开展修志一年后始恭任编委会主任，虽公务倥偬，然亦

不时挂念，数次披阅此浩繁之志稿，殊感修志维艰，成书非易也。

新编县志，门类齐全，资料翔实，在继承之基础上又多有创新，远胜本邑

历代之志书，‘不愧为传世之作。然而，首次实践，差错挂漏在所难免，祈有识

之士导正。
’

√(作者原任平远县县长’现任平远县政协主?
1

刘永华

一九九。年十二月



凡 例

凡例·1·

一、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4部分组成。专志部分设25编94章。

各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立，不拘限于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相同事物，不论其隶属

哪个行政部门，原则上归类编入同一专志。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诸体并用。以志为主，

史志结合；以文为主，系附图表。

三、断限。上朔不限，基本下限至1990年，少数内容延伸到1992年。

四、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县境现行版图为限，凡历史上属今版图内的大

事、要事，只在历史疆图、《大事记》及有关编章中简要提及。

五、本志对年代著录，建国前，采用历史纪年，在每一自然段首次出现时，

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凡录清以前纪年，用

汉字；录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

六、本志所述“建国前、建国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立后，

首次出现则用全称。 ．

七、本志采用的数字、度量衡。对习惯用语数字、约数及数字专门名称等，

皆用汉字表示。凡统计数字，一律用阿拉伯字。3位以上的统计数字，不使用3位

撇符号。5位数以上数字则以万、亿为单位。志书内采用度量衡，除个别援引旧

资料用当时旧制外，其余均用现行计量标准的公制。

八、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不立专章记述，散

叙于有关编章节及《大事记》中。

九、文体用语体文记述体。用字均取现行规范简化字，即以国务院文字改

革委员会编《简化文字总表》、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

异体字整理表》为准。 ．

十、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生不立传。从最后一部《平远县志》断限起至

本届新编县志下限止时空内的已故人物中遴选。分传记、记略、英名录3章。

凡资料较完整的立传记，资料较单薄的入记略，英雄烈士列表载入。为瘅恶扬

善，扬故土之美，表桑梓之杰，对立传人物不分职级，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影

响、起过推动或阻碍作用为标准，行间归类按卒年次序排列。



．2． 凡例

十一、本志所用资料，大部分来自本县档案馆馆藏的历史文献和县内各部

门编写的专业志，及有关报刊、知情人、当事人提供的资料。所收录之资料，

均详加参订、稽核入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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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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