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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满族特有的蛆宗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5



6



'

f

、

满族同胞李兰芳副省长出席满族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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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蕨全国人大代表载涛与满族国光小学(满族小学】师生合影

满族群众参观白云山制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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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1 957年广东省少数民族观摩会演广州满族代表队

原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罗范群、越秀区委副书记葛祥经与满族小学
领导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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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妇女在越秀公园活动

越秀区满族人士与区领导赵裕海、黎捌等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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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时限为公元1840—1990年，因叙述连

部分内容会超越时限范围。

二，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满族史书，历史文献

访问，个人征集。

三，本志以公元纪年为准，清朝及民国年号的，亦注明相应

的公元年号。 ． ．．

四，本志记事贯彻“详今略古力原则，着重记述建国后的史

实．

五，本志的编写，为说明事物的实质，采取“以事系人，，的

方式进行叙述。

六，根据修志“生不立传’’的惯例，对人物的叙述：副处级

以上干部编入“名人录"，市级以上先进人物编入“英名录，，，

评为高(中)级职称的编入“专家学者，，专节。

七，本志叙述的人和事以清代驻粤满洲八旗子弟后裔为主，

后来南下的，只收集参与民族工作有关的满族同胞。

八，本志所记史实以越秀区满族为主，与越秀区有关的人和

事，亦加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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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区还是驻粤满溯八旗的根据地，妙吉祥室、八旗宗祠、

广州同文馆，以及广州市满族小学，广州市满族联谊会，均在越

秀区内，至今，越秀区的诗书，光塔，纸行，解放南等行政街，

仍是满族人居住较集中的街道，越秀区满族的发展，也就是越秀

区发展史的组成部分。基于这一点，越秀区方志办专门组织编纂

这套《越秀区满族志》，其目的就在于此。

《越秀区满族志》，在编写组的努力下，经历着两年多时

闾，终于出版了，本志书不但提供了自清代乾隆二十一年(1795

年)以来，越秀区满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方面的翔

实史料，而且还展现出一幅满族人民与越秀区各族人民互搁学

习，互相融合，共同生活，共同提高的写实画图，唱出了一首歌

颂党的民族政策的赞歌，谱出了一曲满族人民与全区人民一道，

建设社会主义的优美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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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区满族志》的出版，对‘‘广州市越秀区史志丛书一增

，同时，对研究越秀区民族史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兴奋

然命笔作序，以祝贺《越秀区满族志》编纂成功，并非
写组同志的努力和贡献。

文作者赵裕海系原越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满族同胞)

一九九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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