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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鼻捧蕞

廖 一

时逢盛世，修志大兴。继80年代开始修纂的怀集、广宁、德庆、四会、高

要、封开县志和县级肇庆市志，以及新兴、云浮、罗定、郁南县志先后出版、发

行之后，90年代着手编纂的地级《肇庆市志》亦已付梓。这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又一丰硕成果。

撰史修志，中华传统。自宋宝庆年间(1225—1227年)肇庆府同知丁伯桂，

至清道光初年(1822—1824年)知府屠英、夏修恕主修《肇庆府志》，四朝六百余

年，共有6部《肇庆府志》问世。嗣后一百多年，国家屡遭外侵内乱，社会动荡，

民不聊生，以致修志荒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肇庆进入了历史发展的

新时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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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回顾走过的历

程，深感运用唯物主义观点总结历史经验，借鉴有益教训，指导实践，开拓进取

的重要性。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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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为更好地发挥方志资治的作用，1992年秋，市人民政府决定从1993年开始

编纂地级《肇庆市志》，填补隔断160年的修志空白。由于与前届修志时间相隔较

长，不少历史资料散失，编纂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幸赖两届政府力主此事，及时

解决存在问题，使编纂工作顺利进行。期间尤赖省史志办的负责同志悉心指导和

审改志稿；市志办公室和编辑部的全体工作人员，五年笔耕，无私奉献，200多

万字的《肇庆市志》终于问世，为肇庆文化树立了一座丰碑。

《肇庆市志》按照全国统一规定要求，体例完备，结构严谨，观点正确，史

料翔实，文从字顺，堪称为一部有特色的地方百科全书。它不仅是各级领导进行

各项建设决策时的宝贵参考资料，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希望全市

人民尤其是各级干部，在进行物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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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我市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再立新

功!

在《肇庆市志》出版之际，市志办约我写序，谨以此应命。

(梁伟发为中共肇庆市委副书记、肇庆市人民政府市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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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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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移寒暑，《肇庆市志》终于付梓。编纂200多万字的新志书，堪称是一

桩宏伟的社会主义文化工程。我除了谨申贺意，并向为《肇庆市志》作出贡献的

所有同志致以崇高的敬礼。

志书，无疑是我国传统文化园圃中独具特色的一株奇葩。作为重要的文化载

体，它包容了丰厚的内涵。长期积累的卷帙浩繁的志书，无愧为文化宝藏。正因

为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所以源远流长、恒久不息。我们继承和发扬志书的优

秀传统，乃是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志书的文化意义自不待言，

即从实际效益而论，能够为当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

据，可以充作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

教材，给予各级领导以市情参考，并便于海内外同胞和国际友人了解地方有关情

况。要之，一部优秀的志书的确可以起到识我乡土，爱我乡土，促进乡土建设的

多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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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十分需要与之相称的新志书。这个钟灵毓秀的地方位于广东的中西

部，跨越西江两岸。它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秀美的山川和富饶的物

产，同时，人民勤劳、智慧和勇敢，兼具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揭开了肇庆历史的新篇章。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肇

庆的面貌更是日新月异。这个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而今呈现出更加绚丽多彩

的新风貌。可见，《肇庆市志》的编纂是必要的：历史需要反映，现实益发需要

反映。

《肇庆市志》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优秀的修志传统，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创

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显然是这部新志书

的主要优点所在。只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才能展示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轨

迹，并对人物与事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亦即作到立论中肯。其次，资料丰

富，亦是本书的又一优点和特色。志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史籍，主要在于它的信

息量的巨大。再次，内容的完整性亦为本书的优点。纵观全书，上溯远古，下限

大抵迄于1992年，确是反映了肇庆的“两千年沧桑”、“两千年辉煌”。横览全书，

则包括了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人物五个方面。共分设30篇。可以毫

不夸张地断言，它完整地展示了肇庆地域社会进程的横断面。此外，本书的结构

合理，文字流畅，附有大事记、附录、地图和照片，也为本书增色不少。

《肇庆市志》的质量上乘，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绩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本书的问世并不是一个句号。随着肇庆的发展，市志当会修订、编纂得更

丰富和更完美。

祝愿肇庆市一日千里1

1998年春·广州

(张磊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省社科联主席、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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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

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要求，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编纂。

二、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溯不限，下限为1992年，而某些部

类根据需要作适当延伸。

三、采用中篇结构，内分篇、章、节、目等4个层次，由概述、大事

记、专志、附录4部分组成。专志共分30篇、t36章、451节，按事物属性

横排门类，纵陈史实。

四、对历史的政区、地名、机关、官职，均采用当时的称谓。古地名、

山名与今名有异者，加注今名。

五、采用述、记、地、传、图、表、录的综合体裁，以志为主，图、

照、表穿插其间。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除概述、综述及无题小述有叙有议

外，其他章节则据事直书，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大事记以编年体

为主，部分采用纪事本末体。

六、历史纪年，民国及民国以前的朝代，均用民国纪年或朝代年号，同

时，每节首次出现均作括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称谓，均简称“建国前”、“建国

后”。

八、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遵循“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设专门章

节记述，散见于大事记和专志中。

九、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仅为具有较大影响的已故肇庆籍人

物(包括部分在肇庆任职的外籍人)立传。

十、本志使用的数据来自肇庆市统计局，个别以部门(单位)提供的数

字为据。数字书写、计量名称和符号的使用，均按国家的有关法规执行。



肇庆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5年3月成立后

主任：张超崇

副主任：邱均梁友贤

顾问：关立邓强陈一平

肇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8年10月调整后

主任：杨茂礼(市政府)

副主任：邓达礼(市政府) 曾 特(地方志办)

成员：陈日奇(组织部) 周子扩(市政府)

邓镇坚(市委办) 谢天聪(宣传部)

彭书宝(经委) 陈雄(统战部)

周润宏(教育局) 李振戟(农委)

崔健(政法) 陈之灿(财政局)

顾问：关立(省顾委委员)

陈一平(原地区行署副专员)

关履权(华师大教授)

办公室主任：曾特(兼)

办公室副主任：王德宽

1993年8月调整后

主任：杨茂礼(副市长)

副主任：陈端(市政府秘书长)

叶沃森(市政府副秘书长)

委员：邓镇坚(市委办公室) 陈日奇(市委组织部)，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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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关立邓强陈一平

肇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8年10月调整后

主任：杨茂礼(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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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汉宽(市委政法委) 李俊瑁(市委宣传部)

陈雄(市委统战部) 李秀焱(市体改办)

潘乃康(市经委) 黎栋辉(市计委)

刘开和(市农委) 梁林盛(市建委)

何松新(市科委) 吕振雄(市财办)

陈之灿(市财政局) 钟兴操(市教育局)

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在市地方志办)，负责日常工作。办

公室主任：叶沃森(兼)；办公室副主任：王振华(市地方志办)。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1998年9月调整后

黄平方(市委常委、副市长)

张成文(市委副秘书长)

黄杰新(市政府副秘书长)

杜朝养(市委组织部) 谭培安(市委宣传部)

李功生(市委统战部) 莫锡凌(市委政法委)

程克青(市体改委) 吴剑翘(市计委)

李强(市工业系统党委) 郭昌淦(市农委)

杨永(市建委) 何松新(市科委)

李耀堂(市贸易委) 刘焕江(市交通委)

李少芬(市旅游委) 黄振平(市财政局)

王林清(市教育局) 王振华(市地方志办)

《肇庆市志》编辑部
1 993年9月成立后

顾 问：吴家仿(市委副书记)

总编辑：杨茂礼(副市长)

副总编辑：叶沃森(市府副秘书长)

李护暖(市委办公室副主任)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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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灿(市财政局) 钟兴操(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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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主任：叶沃森(兼)；办公室副主任：王振华(市地方志办)。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1998年9月调整后

黄平方(市委常委、副市长)

张成文(市委副秘书长)

黄杰新(市政府副秘书长)

杜朝养(市委组织部) 谭培安(市委宣传部)

李功生(市委统战部) 莫锡凌(市委政法委)

程克青(市体改委) 吴剑翘(市计委)

李强(市工业系统党委) 郭昌淦(市农委)

杨永(市建委) 何松新(市科委)

李耀堂(市贸易委) 刘焕江(市交通委)

李少芬(市旅游委) 黄振平(市财政局)

王林清(市教育局) 王振华(市地方志办)

《肇庆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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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治邦(市府办公室副主任)

编 委：谢汉宽(市委政法委) 程金成(市直宣传系统党委)

骆伟门(肇庆军分区司令部)罗伟雄(市计委)

李强(市经委) 陈国平(市农委)

梁清林(市外经贸委) 梁林盛(市建委)

欧阳裕广(市计生委) 黄星伟(市财办)

周润宏(市教育局) 伍宜权(市直卫生系统党委)

陈次荣(市口岸办) 王振华(市地方志办)

《肇庆市志》编辑部下设地理类、经济类、政治类、文化类编辑组，分

别由编辑部编委分工负责。市地方志办负责《肇庆市志》的总纂工作。

《肇庆市志》、《肇庆年鉴》编辑部
1998年9月调整后

顾 问：何熙平(市委副书记)

总编辑：黄平方(市委常委、副市长)

副总编辑：张成文(市委副秘书长)

黄杰新(市政府副秘书长)

编 委：杜朝养(市委组织部) 谭培安(市委宣传部)

莫锡凌(市委政法委) · 陈流骄(肇庆军分区)

罗伟雄(市计委) 李强(市工业系统党委)

陈国平(市农委) 骆世民(市外经贸委)

区达荣(市建委) 黄星伟(市贸易委)

杨钊光(市计生委) 王林清(市教育局)

高佳年(市直卫生系统党委)欧文刚(市口岸办)，

刘伟铿(市地方志办) 王振华(市地方志办)

《肇庆市志》、《肇庆年鉴》编辑部下设《肇庆市志》《肇庆年鉴》编辑室，负责

日常工作。由刘伟铿、王振华同志担任主编工作。



吴治邦(市府办公室副主任)

编 委：谢汉宽(市委政法委) 程金成(市直宣传系统党委)

骆伟门(肇庆军分区司令部)罗伟雄(市计委)

李强(市经委) 陈国平(市农委)

梁清林(市外经贸委) 梁林盛(市建委)

欧阳裕广(市计生委) 黄星伟(市财办)

周润宏(市教育局) 伍宜权(市直卫生系统党委)

陈次荣(市口岸办) 王振华(市地方志办)

《肇庆市志》编辑部下设地理类、经济类、政治类、文化类编辑组，分

别由编辑部编委分工负责。市地方志办负责《肇庆市志》的总纂工作。

《肇庆市志》、《肇庆年鉴》编辑部
1998年9月调整后

顾 问：何熙平(市委副书记)

总编辑：黄平方(市委常委、副市长)

副总编辑：张成文(市委副秘书长)

黄杰新(市政府副秘书长)

编 委：杜朝养(市委组织部) 谭培安(市委宣传部)

莫锡凌(市委政法委) · 陈流骄(肇庆军分区)

罗伟雄(市计委) 李强(市工业系统党委)

陈国平(市农委) 骆世民(市外经贸委)

区达荣(市建委) 黄星伟(市贸易委)

杨钊光(市计生委) 王林清(市教育局)

高佳年(市直卫生系统党委)欧文刚(市口岸办)，

刘伟铿(市地方志办) 王振华(市地方志办)

《肇庆市志》、《肇庆年鉴》编辑部下设《肇庆市志》《肇庆年鉴》编辑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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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王振华

编辑人员：吴才

陈伟雄

陈 华

陈大同

翟 启

冼铁生

吴龙文

黄运邦

陈革新

黎启东

梁桥稳

关中亮

吴定尚

叶汉杰

何国干

潘广权

徐幼珊

林育明

赵志洪

陈奠楚

邓尚彪

周益成

《肇庆市志》编辑室

邝肇星

叶轩

李柯林

杨 丰

钟仕周

叶可道

刘诚

林柏岳

伍新

黄润铿

郑卫新

王 劲

朱明发

邓 军

朱锦新

参与《肇庆市志》撰稿人员名录

(大体按篇、章先后为序)

姜福莉

吴奕鹏

饶冠穆

王调真

谢汉茂

陈加锡

蔡展昭

黎华昌

邱坚华

黎炳权

关德松

张良生

孙伯慕

李志文

严 榆

范志远

邓伟彬

何华庆

谭兴泽

钟乎博

邱传民

覃燮中

张平照

李燕棠

林中成

李绍佳

徐民仪

马思健

苏炳区

严汝成

陈正怡

黄振平

龚浣铭

杨锦明

郭浩森

陶烽英

冯永新

陈国才

陈勤仁

肖茂达

张 良

林Et棠

吴国雄

梁启权

姚红娟

苏奉才

梁红东

李福义

谭国基

李 刚

梁洪文

钟信南

廖永清

张超雄

陆爱权

黄仁章

何钦锐

邱晓洪

慕容家

钟天焕

刘焕明

陈洪新

何威豹

植中伟

李 庆

吴达强

梁文廉

林 高

叶林泉

陈剑辉

林祖源

黄华方

陈维志

韩天槐

刘仲英

李建辉

区砺江

哈英良

李廷槐

梁少梅

叶凤斌

谭柏兴

刘福庆

陈次荣

叶方明



主 编：王振华

编辑人员：吴才

陈伟雄

陈 华

陈大同

翟 启

冼铁生

吴龙文

黄运邦

陈革新

黎启东

梁桥稳

关中亮

吴定尚

叶汉杰

何国干

潘广权

徐幼珊

林育明

赵志洪

陈奠楚

邓尚彪

周益成

《肇庆市志》编辑室

邝肇星

叶轩

李柯林

杨 丰

钟仕周

叶可道

刘诚

林柏岳

伍新

黄润铿

郑卫新

王 劲

朱明发

邓 军

朱锦新

参与《肇庆市志》撰稿人员名录

(大体按篇、章先后为序)

姜福莉

吴奕鹏

饶冠穆

王调真

谢汉茂

陈加锡

蔡展昭

黎华昌

邱坚华

黎炳权

关德松

张良生

孙伯慕

李志文

严 榆

范志远

邓伟彬

何华庆

谭兴泽

钟乎博

邱传民

覃燮中

张平照

李燕棠

林中成

李绍佳

徐民仪

马思健

苏炳区

严汝成

陈正怡

黄振平

龚浣铭

杨锦明

郭浩森

陶烽英

冯永新

陈国才

陈勤仁

肖茂达

张 良

林Et棠

吴国雄

梁启权

姚红娟

苏奉才

梁红东

李福义

谭国基

李 刚

梁洪文

钟信南

廖永清

张超雄

陆爱权

黄仁章

何钦锐

邱晓洪

慕容家

钟天焕

刘焕明

陈洪新

何威豹

植中伟

李 庆

吴达强

梁文廉

林 高

叶林泉

陈剑辉

林祖源

黄华方

陈维志

韩天槐

刘仲英

李建辉

区砺江

哈英良

李廷槐

梁少梅

叶凤斌

谭柏兴

刘福庆

陈次荣

叶方明



容秀清

梁顺芝

植伟柏

刘瑞孺

陈雄

莫金华

李冠菲

吴忠勇

刘先旺

黄仲波

王 钢

蔡大经

李 玮

伍书培

梁根长

黄剑雄

黄卫平

苏伟明

李耀

黎文坚

谢志诚

蔡德霏

于如莲

甘木伙

陆志雄

梁汉昌

伍学云

黄志明

李宗麟

叶树基

林望雄

陆剑艺

龙子贵

陈红敏

刘大晟

吴 伟

陈济森

杜长远

唐旭

许建林

王其发

谢章源

罗振才

夏荣生

郑晓星

苏国澄

郭芳圃

徐金华

张帆

欧彩红

梁汝森

江任忠

吴洪亮

覃雁燕

黄桂岳

冯得远

康炳忠

钟兴操

陈光勇

邓巨良

曾太炎

蔡伯汝

钟子亮

董展庆

姚龙生

曾冠群

陈树荣

朱年昌

张梓材

梁汉球

刘铭勋

覃小健

余广林

李敏中

周一萍

伍宜权

林喷

叶就源

何湛元

余志坚

刘佳勋

陈鸣銮

吴宪平

王文侠

古可建

严芳秀

陈流娇

陈棣桓

陈文端

饶树新

李荣桀

梁永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