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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张伟烈

序·1·

新编《饶平县志》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出版问世，实为我县一件值得庆

贺的大喜事。这是时代的新篇，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全县人民的共同愿望。稿

成时，编委会嘱我作序，使我不胜感奋之至。

我生于饶平，过去对本县的情况还是陌生的，因我从十五岁起就外出求

学、工作，远离家乡，近年来，经常接触家乡人民和干部，得悉我县过去经济贫

困、文化落后，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

四十年的励精图治，耕山治海，改革创新，物贡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均有可

喜的进展，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各项事

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日趋改善，开始进入了新时代的盛世。在这样的时代里

工作、学习、生活在外地的饶平人，谁都会感到无比的幸福，我经过几次返邑参

观后，也体会到饶平的山河确有很大的变化。

饶平靠山滨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北部层峦起伏的西岩山脉，有香醇的

茶叶特产；山区有陶瓷业的兴起，产品远销海内外；中部有密茂的林果；南部有

交通发达的黄冈商业中心；滨海有柘林湾的天然港口，海岸线长达136公里，

资源物产丰足，海产养殖远销四海。在这开放的年代里，又引进技术，投资加

工，设厂办企业，程控电话通达五洲，更有偌大的进展，是今后发展经济的好地

方。

新修县志，摒弃封建王朝修志的旧观点，代之以新观点，在县委、县政府领

导下，在县志编委和全体修志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以“人民史志写人民"的精

神，以志载盛世的史实，历时七载余，终竣其功，把饶平修志中断了一百零八年

的历史空白填补起来了，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巨大文化工程。 ·

这部新县志，可概见我县历史和现状的全貌，也可探究各项工作之得失，

地方优势之发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彰往昭来，发扬光大，使之前有所稽，后

有所鉴，对于激励今人，启发后代都有重大的意义，是值得一读的一部社会主



·2· 序

义志书，谨此作序。

1991年10月于北京

(张伟烈，现为国家外交部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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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勋拔

序 ·3·

《饶平县志》的出版，是饶平县人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饶平县依山面海，海岸漫长，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资源丰富，人文荟萃。

这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光辉灿烂的革命历史，有勤劳勇敢的父老乡

亲，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良好条件和巨大的潜力。

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海洋运输是国际经贸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纽

带，而深水港又是实施这种海洋战略的“生命线”。世界上的大都市，大部分

在沿海沿江。饶平的柘林湾是粤东唯一的天然深水港，它背靠闽南、梅州、赣

南广大腹地，和南澳岛及福建的东山岛隔海相望，面临台湾、香港，处于汕头、

厦门两个特区之间，近期已着手建设潮州至柘林湾铁路和港口专用公路，使其

与广梅汕铁路及国道32,4线连网，并加强通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

启用集装箱码头，列为国家一级口岸，只要配以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其发展前

途是无可限量的。

饶平在发展，饶平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溶铸百科的《饶平县志》的出

版，为党政领导、社会各界和海外侨胞提供了系统县情，必将对饶平的发展，

起重要的作用。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幸参加了《饶平县志》的审查验收工作，我认为

《饶平县志》是写得比较成功的，它资料丰富，内容准确，结构合理，观点正

确，文字简洁流畅，很有地方特色。

《饶平县志》的成功，是中共饶平县委、县人民政府重视修志工作和县地

方志办公室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成稿过程中，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8年

如一日，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广征博采，深入调查，一字一句，精雕细琢，

真正做到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其严肃认真态度，令人钦佩。

饶平是我的第二故乡，川流不息的黄冈河，云雾缭绕的西岩山，浩瀚无边

的南海，浓绿秀丽的田野，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案头的《饶平县志》，必将

时时唤起我对故乡的思念。

建国以后，饶平人民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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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饶平的山山水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饶平人民日益富裕。我相信家

乡必将建设得更美丽、更繁荣、更可爱。

仅向为《饶平县志》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县地方志办公室同仁，致以最
崇高的敬意。 ．

(黄勋拔是广东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1993年4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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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汤锡坤

序 ·5·

新编《饶平县志》成书出版了。这是饶平县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文

化宝库的新风采，全县人民的大喜事。

饶平地处粤东，界连闽南，襟山带海，风光绮丽；又控扼闽粤交通要道，

素称粤首第一县，是中原汉人南移从东路入粤的第一个落足点。早在商周时期

就有先民在这里创造古代文化。明成化置县以来，人文鼎盛，英才辈出。素有

勤劳奋发、开拓进取、抵御外侮、反抗压迫的精神。宋代张达、陈璧娘忠烈抗

元，气节千秋；明朝张琏农民起义，威震闽粤赣浙一方；嘉靖年间林凤冲破海

禁，沟通中菲文化；清初朱阿尧率师协助郑成功赶走荷兰侵略军，收复台湾；

光绪末年暴发了丁未黄冈起义，推动全国反清浪潮，以结辛亥革命武昌胜利之

·果；。五四一运动开始，燃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火焰。民国14年(1925年)东

征军进入饶平，驱逐北洋军阀出境，民国15年中共在饶建立支部，民国16年

朱德、陈毅率“八一’’南昌起义军一部在饶召开军事决策会议，挥师西向，直

上井岗山。无数革命先烈赴汤蹈火，前仆后继，为饶平写下了光辉灿烂的史篇。

新中国建立后，饶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创了

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沿的优良传统。饶平在明嘉靖八年(1529

年)创修县志。历经崇祯和清代康熙、光绪至民国先后共有七任知县修编与增

补县志，明代还修编了《东里志》，为饶平留下了一笔宝贵文化遗产。然而，由

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存在偏见，未能还其历史以真实的面目。民国8年(1919

年)，县长续补一次，民国12年至25年两任县长续修，但终未见志稿面世。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饶平县于1959年和1962年先后两度修志，全书虽未能

完成，而搜集积累的一大批资料却是难能可贵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

来了改革、开放、搞活的80年代，出现了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新局面。中共

饶平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85年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开展修编社会主义第

一代新方志工作，经过8个春秋，终于成书出版。

饶平新方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饶平的历史和

社会情况。秉承“资治、教化、存史”的宗旨和“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立足

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的原则。纵述历史数千年，横纳百科门类，广征

博采，去伪存真，翔实记载。把物质生产、经济生活、政治体制、科学文化、

自然地理、社会风貌等等，全面地和具体地记述，客观地反映事物发展的盛衰，

是饶平地情书、县情书。它可以为今世和后代作镜鉴，为地方党政领导的施政

提供科学决策的参考和依据，为青少年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

热爱家乡的教育奉献乡土教材。

修编新县志是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也是·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它得到了

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全县人民的支持，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尤其是修志人

员的辛勤劳动，才得完成。工作伊始，县委、县政府便动员全县人民通力协作，

并筹集经费，组织得力写作班子。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在指导完成全县79

部事业专志的基础上总纂县志。县志总纂编辑人员在旧志书大部散失湮灭，修

志中断百年以上，史乘资料极为缺乏的条件下迎难而上，以其高度责任感和忘

我工作的精神，辛勤劳作，夙夜匪懈。从广征典籍，博采口碑到精细稽考，慎

重载述，不惜殚精竭虑，凝聚心血。经五易纲目，三改志稿，历时七载，始得

成书。这种精神应予赞扬，这个成果要珍惜爱护。至于志书中还存在的一些纰

漏和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也是可以谅解的。
‘

、 “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饶平县志》的成书，正是掌握了溯源

沿流，增变创新的编写原则，把县志这一民族文化的长河引入当代，导向未来

的。君若手执一部，时常翻阅，庶几能得到有益的沾溉。谨为之序。

(汤锡坤，是原饶平县县长，现是潮州市副市长)

1992年5月



序 四

黄镇恩陈理为

序 ·7·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也是我们民族的精萃。饶平县

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全体同志，默默无闻，辛勤笔耕，历时八载，五易纲目，

三改志稿，完成新编《饶平县志》巨作，经专家审定和省验收合格，于1993

年7月由广东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知名学者詹伯慧、唐森、

汤擎民、高国抗担任顾问，邑人、国家外交部顾问张伟烈和广东省地方史志编

纂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黄勋拔为新编县志撰写序言。这项巨大文化工

程，是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领导下，各战线、各行业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

县修志工作者共同努力而获得的，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成果，

是全县人民的一大盛事，值得庆贺。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发展有它的轨迹，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一

也就没有明天。不了解过去和现在，就不能很好建设未来。运用历史经验，指

导服务当前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优良传统。饶平历史悠久，昔在新石器时代，

境内就有部落聚居，并创造光辉灿烂的‘‘商周浮滨文化一。境内文物众多，海

山岛上有距今五千多年历史的海滩岩和高出海平面7米的燕山期海蚀岩，它

是研究饶平远古地理历史的物证。县志办公室全体同志，艰苦奋斗八年，广征

博采，征集各种历史资料多达3000余万字，并编辑出版地方志丛书79部，700

余万字，为饶平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新编《饶平县志》就是在这基础

止，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纵述古今，横纳百科，全面记述饶平的历史和现状，

并配古今地图和彩照，资料丰富翔实，图文并茂，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是饶平唯一的一部巨型历史文献，既服务当前，又惠及后代。它为党政各级领

导，社会各界和海外侨胞提供了系统的县情，它是认识、研究和振兴饶平的必

备百科全书，也是一部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乡土教材，它将流传千秋万代I

改革开放以来，我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已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当前

正处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时期，为加快发展我县经济，力争本世纪末赶

上珠江三角洲先进地区现在的经济水平，我们要认真总结过去，借鉴历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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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巴此：。为芝二誓加霎对县情的了解和认识，扬长避短，发展优势，振兴饶
j彗堇：．苎_读新编《饶平县志》很有必要。让我们爱我饶平：巅翥蠢；若
共同奋斗吧j

⋯一“～。～⋯

是为之序。

(黄镇恩是现任中共饶平县委书记，陈理为是现任饶平县l县99长3)。

～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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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1·

一、新编《饶平县志》由序言、概述、大事记、专志、图表、附录组成。专志设

32篇168章545节。各篇原则上按社会分工和事物性质设立，不拘限于现行

行政管理系统。

二、叙事时间断限。上溯事业发端，下限至1987年。为反映改革开放成果，

部分章节延伸至1990年。大事记延伸到1992年。

三、纪年。清代以前(含清代)历史纪年用汉字，括注公历年份。民国纪年用

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历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力)，用公历

纪年。习惯所称“解放前、后"，行文称作“建国前、后一。

四、称谓。行政区划、地理、政府机构、职官名称等，均按当时的历史称谓。

古今地名有异者，注明今名。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时采用全称，并加注释，重复

出现时采用简称。

五、数据和资料。本志书的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采用历史地域数

据。建国后，用县统计局历年公布数据。如统计局缺乏的，则选用有关单位提供

的数据。某一事实数据不一，难鉴是非的，则两证俱存，以资参照鉴别。志书力

求采用准确文献资料，缺乏文献资料的，采用口碑资料，并加说明。
’

六、文体。本志书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述。

七、数字书写和计量名称以及符号使用。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

部委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国务院1984年2月

2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要求执行。个别地方为使语言通

顺，仍用市制表达，如：“1963年，饶平县实现粮食、水稻千斤县"等。

八、入志人物，以“生不立传"为原则。《人物传》和《人物录》的编排，以卒年

先后为序，卒年不详者，按其活动时间酌排。立传人物以本籍和正面人物为主，

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方法，在有关章节中记述。



————————————————————————————————一

目 录

目录·1·

序一⋯⋯⋯⋯⋯⋯⋯⋯⋯⋯⋯⋯⋯⋯⋯⋯⋯⋯⋯⋯⋯⋯⋯⋯⋯⋯⋯⋯1

序二⋯⋯⋯⋯⋯⋯⋯⋯⋯⋯⋯⋯⋯⋯⋯⋯⋯⋯⋯⋯⋯⋯⋯⋯⋯⋯⋯⋯⋯⋯一3

卢}三⋯⋯⋯⋯⋯⋯··’⋯··t⋯⋯⋯⋯⋯⋯⋯：⋯⋯⋯⋯⋯⋯⋯⋯⋯⋯⋯⋯⋯··5

序四⋯⋯⋯⋯⋯⋯⋯⋯一⋯⋯⋯⋯⋯⋯⋯⋯⋯⋯⋯⋯⋯⋯⋯⋯⋯⋯⋯⋯⋯⋯⋯⋯⋯．7

凡例．⋯⋯．．．⋯⋯⋯⋯⋯⋯⋯．．．⋯．．⋯．⋯．．⋯⋯．⋯⋯⋯i．．．。⋯．⋯⋯．．⋯．⋯⋯⋯⋯．．．．．1

概述⋯⋯⋯··⋯⋯⋯⋯⋯⋯⋯⋯⋯⋯⋯⋯⋯⋯⋯⋯⋯···⋯⋯⋯⋯⋯⋯⋯1

大事记⋯⋯⋯⋯⋯⋯⋯⋯⋯⋯⋯⋯⋯⋯⋯⋯⋯⋯⋯⋯·⋯⋯⋯⋯⋯⋯⋯⋯⋯⋯⋯⋯·7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一‘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篇建置沿革

建置沿革⋯⋯⋯⋯⋯⋯⋯103

历史沿革⋯⋯⋯⋯⋯⋯⋯103

境域变迁⋯⋯⋯⋯⋯⋯⋯107

行政区划⋯⋯⋯⋯⋯⋯⋯109

明清时期⋯⋯⋯⋯⋯⋯⋯110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民国时期⋯⋯⋯⋯⋯⋯⋯112

建国后⋯⋯⋯⋯⋯⋯⋯⋯116

县城乡镇⋯⋯⋯⋯⋯⋯132

县城⋯⋯⋯⋯⋯⋯⋯⋯132

乡镇⋯⋯⋯⋯⋯⋯⋯⋯140、，

第二篇自然环境

地理位置⋯⋯⋯⋯⋯⋯⋯141 第一节地层⋯⋯⋯⋯⋯⋯⋯⋯144

位置⋯⋯⋯⋯⋯⋯⋯⋯141 第二节地质构造⋯⋯⋯⋯⋯⋯⋯144

面积⋯⋯⋯⋯⋯⋯⋯⋯141 第三节岩矿形成⋯⋯⋯⋯⋯⋯145

地貌⋯⋯⋯⋯⋯⋯⋯．142第四章气候⋯⋯⋯⋯⋯⋯⋯⋯146
铷形⋯⋯⋯⋯⋯⋯⋯⋯ 第一节气候特点⋯⋯⋯⋯⋯⋯⋯146142 145地形⋯⋯⋯⋯⋯⋯⋯⋯ 弗一下 。弋1哭，忖恳⋯⋯⋯⋯⋯⋯⋯

IIl脯⋯⋯⋯⋯⋯⋯⋯⋯ 第二节气象要素⋯⋯⋯⋯⋯⋯⋯147142 147山 脉⋯⋯⋯⋯⋯⋯⋯⋯ 弗一下 。、豕赞_糸⋯’?⋯⋯⋯⋯⋯‘

椭 岳⋯⋯⋯⋯⋯⋯⋯．1^月 第三节气候区域⋯⋯⋯⋯⋯⋯153地质⋯⋯⋯⋯⋯⋯⋯·144 昂二卞。飞帙匹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