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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去
融

编修地方志，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澄海自明嘉靖四千

二年(1563)建县以来，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从明万历二十二

年(1594)到清嘉庆～十九冬!(1 814)，曾五次缡修县志，断志

至今也有一百七十余年，在f留娶志中，赋税崮戍一卷，但只略叙梗

概而巴。编修《澄海县税务志》，作为一部专志，是澄海县有史

以来的初次尝试。

1986年lO月，澄海县税务局按照中共澄海县委员会、澄海县

人民政府的指示，成立澄海县税务志绽纂小组。我们小组三人，

受命于盛世，肩负此重任，耿耿于怀。为完成这项上关祖宗，下

及子孙的千秋大业，孜孜以求。经过近二年时问，广征博采，搜

集起二百余万字资料，细心筛选，治繁以简，反复考证，去伪存

真，详略并济，拟成初稿，再经浮议、修改、审定，然后付印成

书。

本书的编写，是以马到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竖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坚持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力求突出地方特点、时代特点、专业

特点。惟望真实地、全面地、准确地反映澄海县税收事业的历史

和现状。以祈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编修税务专志是～项新工作，由于我们缺乏经验，能力所限，

加上历代几经战乱，县内对历史档寨文籍，散失殆尽，故二离中遗

缺，差错，在所难免。对此，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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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修志过程，承蒙省、市税务局、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县内外有关单位同志，热诚指导、支持、协助，在此，谨表衷心

谢意。

2

澄海县税务志编纂小组

·’1 988年6月



凡 例

一、本志记载澄海县税收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县界划分，屡有变动，地域系事，均按历史状况入志。

三、断限。上限原则自1814年起，下限断至1986年止。考虑

到澄海县历史上从未编纂过税务专业志，故个别史料的记述，上

溯历代。

四、本志采用记、志、图、表、录的结构。横列门类，纵记

事实，按事类的属性，分章、节、目，三个层次。有的在目以下

分小目。全书除概述、大事记外，以志为主，共分8章、36节、

附图表42个。总计14万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个别事条采用记

事本末体。

五、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六、本志对各个时期的史料，秉着忠于历史，实事求是的原

则记述，一般不作评论，力求寓褒贬于叙事中。对历次政治活动，

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立专章，散见于概述、大事记和有

关章节。

七、本志的数字书写。章、节、目排列序号，用中文一、二、

三、四。目以下序号，用阿拉伯码l、2、3、4。税收数额、

度量衡及其他计数，均使用阿拉伯码。对亩以下、两以下、元以

下的数额，一般均作四舍五收，不保留小数点以下的数字。历史

朝代年号，沿用通称记载，后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公元”二

字从略。月、日的记载，农历用中文，阳历用阿拉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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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称谓。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称为国民

改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府按

各个时期的称谓。为节省文字，行文也有用全国、全省、全县称

塌。

九、货币单位。明代、清代，以银两计值。民国时期，行文

注明货币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所用南方券和1955年3

月以前所用的旧版人民币，则均折合现行人民币计值。

十、本志资料来自省档案馆、省中山图书馆、汕头市档案馆、

市图书馆、澄海县档案馆、县博物馆、县税务局，县财政局、

县公安局等有关单位的档案文籍以及有关册籍。行文中没有逐条

注明出处，全部抄录或影印的原始资料，存于县税务局文书档案

室，以备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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