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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0年12月25日至1986年5月29日)

主任：陈仕周

副主任：钟一凡何钦铭游耀民尹凤仪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l王鉴波I 甘岳雄 阮希贤 区J 毅l 陈 方 李少英(女) 张南祥 陈慕松

张鹤鸣 周玉珊林瑞梅(女) 高福兴 黄 旭 黄洪森 潘记

(1986年5月29日至1 989年6月12日)

主任：l李翰源l

副主任：钟一凡 邓崇锋 尹凤仪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l邓 祥J 叶世昭 叶 良 刘福增 陈 方 李少英(女) 李火贤 张吉清

陈泽桓 巫国祥 张济时 张南祥 I陈继辉l 陈 策 宋惠民 林正运 骆燕坪

黄如强 黄绍文 梁 熠 旋焕心(女) 曾宪岳 谢烦钦 廖克才 廖演均

(1989年6月12日至1991年9月6日)

主任：黄双福

副主任：陈泽桓 林正运 宋惠民 巫国祥

顾问：钟一凡王绵 陈方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汉忠 张吉清 李林根I陈继辉J林佛南 钟展良 梁达才 黄伟南 黄绍文

梁 熠 黄焕阳 谭友明

(1991年9月6日至1992年10月20日)

主任：李剑锋

副主任：余国新 巫国祥

顾问：钟一凡 王绵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元 刘水容 刘运珍(女) 刘森才 李林根 李振新 苏荣光 吴晓华

林正运 郑荣华 钟水全 钟金标 钟展良 施自亮 张吉清 郭罗波 梁国凡

黄伟南 黄定金 黄绍文 曾利建 温g-良 蔡仕添 l廖德新l
(1992年10月20日至1994年)

主任：李剑锋

副主任：李国强 巫国祥

顾问：钟一凡 王 绵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元 王耀槐、刘伟荣 刘森才 刘水容 刘金贵 刘运珍(女) 何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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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明添

钟水全

温岸良

李振新

钟金标圈
沈柏连

钟展良

苏荣光

郭罗波

范兆海

梁荣爱

张吉清

梁国凡

龙门县地方志办公室成员

郑荣华

黄伟南

林荫波

黄绍文

骆燕坪

黄应祥

主任：尹凤仪(兼)(1980年12月至1986年5月)

巫国祥(兼)(1986年5月至1993年1月)

高海湖 (1993年8月任党史办主任兼)

副主任：高福兴(兼)(1980年12月至1986年5月)

巫国祥(1980年12月至1986年5月)

何平华(兼)(1989年6月至1993年1月)

李林根 (1989年6月至1991年9月)

张继康 (1991年9月任)

成 员：(前后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阿网 叶爱新(女) 阮丹虹(女) 伍罗秋 李少英(-Jr) 朱益权 吴日新

吴长胜 陈慕书(女) I范仲南l 林秀华(-k-) 高呈安 徐罗英(女) I墨查签l
谭洁贞(女)

《龙门县志》编辑部

主编：巫国祥

副主编：张继康

编 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阮丹虹(女)何平华 吴长胜张继康徐罗英(女)张津光(返聘) 张焕亨(返

聘)

摄影：刘中汤 陈建清 罗振球

绘图：钟和荣

打字员：林秀华(女)

校对：叶爱新(女)阮丹虹(女) 吴长胜张继康 张津光 李林水徐罗英(女)

主审：钟一凡

副主审：王绵
。

审 定 单 位

中共龙门县委员会 龙门县人民政府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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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序

龙门置县497年来，曾七次编修县志。最近一次是民国25年(1936)。现县存

康熙、咸丰、民国三个版本，其余四部县内无存。

道光二十三年(1843)，龙门县知县毓雯对康熙初年编纂的《龙门县志》评价

是：。甚陋略，无足观”。于是请了番禺进士张维屏，新会贡生谭锡朋，本县贡生李柱

兰、李寅阶、举人李南山、廖蒙斋等人设局重修，成书16卷，充实了区划沿革、自然

地理、灾异、政事的记述。

民国24年(1935)，龙门县长招念慈认为“龙门县志自咸丰初年重修以来，屡

经变故’’，遂邀其友人、曾经编修宝安和番禺县志的邬庆时担任龙门县教育局长兼

修县志。后邬因被请去续修高要县志和主编广州年鉴，对龙门县志，只在咸丰版基

础上“续修"，仅补充了一些民国期间的资料，对经济、生产方面，基本没有涉及。

1980年12月，中共龙门县委转发了县政协关于编纂《龙门县志》的意见，认为

新编《龙门县志》是让全县人民和子孙后代了解龙门历史，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

为龙门今后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历史资料的一件大事。在省、市地方志机构还未成

立的情况下，于．1981年5月抽调县直机关干部11人组成临时县志办公室，在征

集、编写革命斗争史料的同时，组织学习修志理论，参照湖北、江苏、江西等省部分

县志篇目和工作经验，拟定了本县的县志提纲和工作方案，克服了民国时期和建

国初期资料匮缺的困难，粗编成县志初稿。

1986年，龙门县志办公室正式成立。此后，在省、市地方志部门的具体指导下，

经历八个寒暑，前后200多人参与编修县志初稿，八改篇目，四易志稿，总算成书。

新编《龙门县志》虽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能“详今略古’’，如实记载了各行

各业的产生与发展，成功与失误。对人们了解龙门、建设龙门、研究和编纂地方志，

尚能起到“窗口’’、“钥匙”和借鉴的作用。

在此，谨对新编《龙门县志》付出艰辛劳动的编纂人员和县内县外为编纂龙门

县志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深表谢意。

中共龙门县委书记黄双福
一九九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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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序言

序 二

地方志书，我国历代作为“资政、教化、存史”的辅治之书。建国前的“资政"只

局限于统治阶级。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广大人民群众、各

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参政议政越来越广泛，作为“资治一之书的县志，不只为领导

阶层和少数学者研究所需，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的读物了。

龙门现存旧县志，注重山川地域等自然地理的记述，而对经济兴衰所载甚寡。

为总结历史经验，给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资料与借鉴，于80年

代初编修这部新志。在民国时期、建国初期资料奇缺的情况下，编修人员到省、市

档案、博物、图书等馆抄录有关本县材料，广征博采县内外知情人士的口碑资料，

发动69个专业志的编撰人员，在未完成本专业志之前，提供和核实史料，弥补了

一些缺陷。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新材料、新

观点、新方法和时代性、科学性的要求，褒贬依实地选材，记述了建国后本县各项

事业的成就与失误，为龙门县志填补了空白。

作为第一部社会主义时期编纂的新龙门县志，虽然还不够完善，但龙门在建

国前的经济基础薄弱，工业、企业、交通、电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多数是建国以后，

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兴的项目，对这些新兴的基础设施作了翔实的

记载。新编县志将为领导决策、各阶层人士参政议政、咨询县情、借鉴历史、探寻规

律、寻求新径以及提供乡土教材，发挥其积极作用。

新编县志，载入了龙门县自建国半个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亘古未有的成

就；也记述了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工作失误。要正确地认识现在，预见未来。必须了

解过去。这将给人们以启迪，自觉地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规范今后的实践。

龙门县人民勤朴，资源丰富，地理适中，气候宜人。改革开放推动了生产力的

飞跃发展，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将激励全县人民促进经济腾飞，为龙门县谱写更

新更美的篇章，待下次修志时，载入史册，彪炳千秋。 ，

龙门县人民政府县长 朱强
一九九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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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1

凡 例

一、断限，上限不限，下限1987年。但概述大事记的下限适当延伸至1993年。

二、本志首列序言、凡例、概述和大事记。编为全志的主体。各编横排门类，纵

述历史，依事立目。不拘限于现今行政管理系统，相同事物，原则上归类编入同一

专志。全志分34编。133章，412节，多数节下设子目。志末设续记。

三、本志记述用语体文记叙体。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及照片，表随文附。大事记

系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概述略有评点，其余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

中。

四、称谓，明代、清代采用朝代年号；中华民国(1912·1～1949·9)用民国年

号；年号后用括号注明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简称建国后)采用公元纪

年。

凡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区、机构、官职，均按当时的称谓。古地名与今名有异者，

注明今名。建国后地名记述，以1981年龙门县人民政府编印的《广东省龙门县标

准地名录》为准。

． 五、数字和资料，数字采用龙门县统计局法定数字。若缺，则选用有关单位的

准确数字。凡数字有出入，难以鉴别定论，采取诸说并存，并加说明。

凡有文献资料者，采用文献资料。无文献资料的，则用有关部门提供的史料及

口碑资料。

六、数字书写，计量单位名称和符号使用。均依国家出版局《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七：人物入志以“生不立传"为原则。以卒年为序。对有突出贡献的在世人物，

则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不限生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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