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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例·1·

一、记述范围：主要记述当代高州县地域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社会、自然的历史和现状。记述的空间范围，以1958年后的高州县地域为准。

因县名及区划演变等原因，新中国成立前记述的县名为“茂名县”，新中国成

立后至1958年11月前在“高州”后加括注“茂名”。同年11月茂名与信宜合

并时称“茂信县”，12月正式定名为“高州县”，故“茂信县”名称除在政区

建置篇内记述清楚外，其他章节则按“高州县”名称记述。

二、时间断限：上限溯源于事物的发端；下限截至1993年底o 1993年6

月8日发文撤县建市，但延至12月17日才开会贯彻执行，故1993年6—12月

仍记述为高州县。1994～2003年高州市领导人更迭及大事记在《附录》内收

录。

三、详略原则：本志详今略古，民国前，适当摘记旧志之要，着重弥补

旧志之缺和订正旧志之误；记述重点在当代。全志篇目的设置以方便查阅为

原则，不作章节间的篇幅平衡。

四、体裁结构：采用志书的一般体例，以述、记、志、传、图、表、录

为主要表述形式。志前设“总述”，综合县情，统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

今，记述全县大事、要事、新事。

“志”为全书的主体，事以类从，横陈门类，纵写历史。“传”设传、表、

录，分别记述各类人物情况。“人物传”以生不立传为原则，主要记述高州籍

人士或长期在高州县内工作的客籍人士，排列以卒年为序。“附录”辑录某些

需要存史而又未能入“志”的重要资料。

五、纪年、称谓、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朝代纪元，并括注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行文中有时用简称或略语，其

中“民国”指中华民国，“新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指中国共产



·2·凡例

党，“省委、市委、县委”指中国共产党的省委、市委、县委。年代前没有注

明特定世纪的均为20世纪的年代。

六、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用当时使用的单位，新中国成立后用1984

年国务院颁布的统一计量单位，但耕地面积仍用旧制“亩”为计算单位。人

民币旧币值折算为新币值记述。

七、资料来源：本志是在县内各专业志基础上总纂而成，以官方公布的

资料及正规出版的书刊文献记载为主要依据，辅之以采访口碑及经考证核实

的材料。除特殊需要外，一般不注明出处及原作者姓名。



序
q怎一

中共高州市委书记、高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卢方圆

高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高州的原始先

民就定居于境内繁衍生息，开创了高州的古代文明。先秦时期，高州属西瓯、

骆越民族杂居地，后为百越民族俚人聚居的中心地带。秦推行郡县制后，高

州属桂林郡和象郡。元鼎六年(前111年)高州属高凉县地。隋置茂名县，这 ‘；

是今之高州县的前身。从南朝至唐代，先后在境内设立电白郡和良德县，又

设置高州和潘州。以上各州、郡和县治，都设置于今高州县境内。宋代，合

并州县机构，潘州并高州，良德并电白，境内仍保留有高州和茂名、电白等

一州两县建制。明代成化年间，电白县治迁至神电卫后，原电白县西北部地

域划入茂名县。此后，境内只保留着高州和茂名县的行政建制。茂名县的地 ÷

域范围一直维持至民国后期o 1958年在茂名县境内分设茂名市后，原茂名县

便改为高州县o 1993年6月，高州撤县设市，原高州县改为高州市。

由于高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原因，高州县从南朝梁代以来，先

后为两州、两郡和三县的行政治所。民国期间，高州又是广东南路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共广东南路党组织领导机关所在地。因此，高州的

文化积淀非常深厚。在高州各地，遗存有250多处各类文化遗址和出土1500

多件历史文物，它见证了高州几千年来历史发展和社会演变的全过程。高州

兴旺发达的文化教育事业，为高州培养了大批社会所需的各类人才，推动了

高州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高州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高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同心同德，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创



造了辉煌业绩o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州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特别

是在跨进21世纪的历史时刻，2000年2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临高州视察，并在高州领导干部“三讲”

教育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首次阐述了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关

内容，更加激发了高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热情，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是地方志编修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高州自宋

代以来，先后编纂有<高州府志>和《茂名县志>，其中从明代宣德至清代光

绪时期的四百多年里，先后有7部《高州府志>和5部《茂名县志》问世。此

后，从清末至民国期间，因国家屡遭外侵内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以致

修志荒辍，民国期间曾组织编修《茂名县志》，虽经十载成稿，但终因社会动

荡、国弱民穷而无法最后完成，以致留下历史性遗憾。新中国成立后，高州

县委、县政府把地方志编修工作列入议事日程o 1960年6月，县委会从各部

门抽调人员组成“高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定了《编写高州县志内容提

纲(初稿)》，但因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而停止工作，编纂机构被撤销o

1985年3月，县领导决定重新启动地方志编修工作，重新组建“高州县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实施《高州县志>编纂的具体业务。此

后，经过20年的努力，五易其稿，终于在2005年完成审核定稿并付梓出版印

刷。

《高州县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州县编纂完成的第一部县志。这是高

州历史上一项宏伟的社会文化工程，为高州的文化建设树立了一座丰碑。<高

州县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处理各个拟题o《高州县志>涵盖了高州

地区上下四千多年的历史，其内容包括了高州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和人物等各个方面。它全面地揭示了高州县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基

本规律，如实地记载了高州县各个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全书内容丰富，



史料翔实，是一部具有高州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承上启下、服务当代、有

益后世的传世之作，堪称是高州的一部“百科全书”o

地方志书的文化意义自不待言，它不仅是作为“存史”，而更多是起到

“资治”和“教化”作用。古人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a各级领导需要熟知地方历史，熟知地方各项事

业的发展情况，回顾所走过的历程，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指导实践，开拓

进取，为当地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

据，从而发挥志书的“资治”作用。志书也可以作为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起到爱我乡土，促进乡土建设，

从而发挥志书的“教化”作用。志书还可便于上级领导、市外客人和海外同

胞、国际友人了解高州地方的乡土历史，从而使他们更好地认识高州，促进

高州的对外开放。因此，希望全市人民尤其各级干部，在进行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都能读志、用志，联系实际，求实创新，为

促进高州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作出有益的贡献!

二oo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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