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7670



文昌县志
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方 ：b
，D 出版社

捌每1l矗督q11ll。__J≈

珥i1．d叩砑呵；a薯日d乳

·，q

、

I。wj扣k

。：

．：．．H

■4*。l

m

qd

自



责任编辑：夏欣 邢维雄

图书在版编目(C口)数据

文昌县志／海南省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一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11
ISBN 7—80122—598—8

I．文⋯ Ⅱ．海⋯ Ⅲ．文昌县一地方志

Iv．K29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9195号

文昌县志

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方志出版社出版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角fq：It路甲8号院1号楼106室

通讯信箱：丰台区西罗园邮电局7713信箱)(邮政编码：lotx)77)

新华书店经销

塞言嚣蓑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印务中心
南京四彩印刷厂印刷

开本：16印张：71．25插页：26字数：1963千字

2000年11月第1版200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l—6900册

定价：180元



序

序

：燃霎糟弓荔’文昌市人民政府市长／＼，’。

天地分阴阳经纬，时空有春秋史志。以文志史，古今中外皆然。历尽

风云变幻的文昌县，钟灵毓秀，景秀物华，早已饮誉遐迩。时人曾为“文运

昌隆"而自励自豪，但倘若自满自足，则差矣。古人云：“以铜为鉴，可正衣

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史"即明鉴，其“志"

亦然。所以，编修史志，乃世代之大业，亟须吾辈全力以赴，为子孙后代留

下一份厚礼。
‘

文昌历史古远。自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李遇春、叶懋、赵志科等

编纂第一部《文昌县志》，至今将近400年。明代崇祯年间，第一次续修；清

代康熙60多年间，又四次续修；咸丰八年(1858)第六次续修；同治年间，知

县刘彬华等七修重刊；民国7年(1918)，县知事李钟擞，组织139名贤达进

行第八次续修。1981年，台湾“文昌县志重印暨续修资料搜集委员会”从

美国国会图书馆借出清代咸丰八年续修的《文昌县志》藏本加以复印，宋美

龄先生题其书名。解放后，文昌县历届领导尤为重视《文昌县志》的编纂工

作o 1985年6月，成立文昌县志编纂委员会和办公室。由于常抓不懈，殚

精竭虑，广搜博采，去芜存精，逐年整理，初具规模。后得海南省人民政府、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和文昌籍老同志的关心与支持，加强了文昌市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的力量，成立文昌市志编辑部。经多方硕彦英才的协力合作，集

思广益，新编《文昌县志》终于问世，确为幸事，可喜可贺。

新编《文昌县志》忠于“求真存实"、“详今略古”，既继承旧县志之精华，

又重点记述辛亥革命以来(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1978年中共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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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史实，纵横交错，纵则成线，横则连片，特别突出文昌

是著名侨乡、文化之乡的诸多特色，钩玄纂要，使之了了分明。其历史性、

时代性、科学性、地方性融为一体，不愧贯古通今之佳构力作。

．盛世修志，自古而然。今日文昌，昭示中外，声望日隆。本志既出，足

可鉴往知来。但愿桑梓乡亲父老，借此激励民众，教化后代，以求百业俱

兴。大展宏图。

爱吾文昌，颂吾文昌。吾文昌明日会更好o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全面系统地、实

事求是地记述文昌县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依据“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的原则，重点放在记述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的史实。

二、本志记述的主要是1995年11月7日撤县设市前的史实，故定名

为《文昌县志》(撤县设市前称文昌县，后称文昌市)o本志记事，上限起于

事物在文昌的发端，有的追溯到建县之始，下限止于1995年。但是，总述、

人物(含党政领导人)、附录和一些关联事项延至1998年，大事记延至1999

年。

三、本志继承历代修志的传统，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力求做到纵不断

线，横不漏项，纵横结合，突出重点，并按先综合后局部，先自然后社会，先

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顺序排列。

四、本志卷首设总述，各编设无题小序，旨在提纲挈领，展示全貌。各

编为全志之主体D

五、本志体裁有图(含照片)、述、记、志、表、传、录。

六、本志对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不设专编，而分散于大事记及各编之

中o

七、人物志中，1日志记载的人物传，本志择要选录；对于近代现代人物，

遵循“生不立传”的通则，入传的人物，主要是国内外、县内外有较大影响的

已故知名人士和革命英烈；各姓氏来琼来文始祖、进士、举人、革命烈士、民

国时期国民政府高中级职官、人民政府高中级干部、辛亥革命以来县团处

级职官、高级知识分子、国家级、部级英雄、模范、先进人物、华侨华人和港

几



凡例

澳台同胞知名人士则分别人录。宋氏家族除入传录者外，在附录记述。

八、本志纪年，民国以前用朝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具体年月日为

阴历；民国元年(1912)至1949年9月，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具体年

月日为阳历；解放前后以1950年4月24日为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用公元纪年，具体年月日为阳历。公元世纪、年代用汉字。

九、本志文体按新志行文通则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事，文字力求严

谨朴实，简明易懂。人民币一律按新币计算。

十、本志资料来源，除旧县志(清咸丰八年和民国7年续修的《文昌县

志》)、各主管单位提供的书面资料、书刊资料、档案馆的存史资料外，还有

再次调查核实的资料；统计数据，部分由主管部门提供，其余多来自市(县)

统计部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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