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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1·

—T一

德庆是岭南古县，历史悠久。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立端溪

县(德庆县前称)，至今已：8100多年。晋代以后，今县城多为郡、州、府行政

长官驻地，是西江中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j心。德庆修志传统，源远流长。始

于宋，盛于明清，至建国前，已经9次编修。宋代成书有2：萧玢编《晋康志》

七卷和李忠谔编《康州图经》，编名分别见于《宋史·艺文志》和王象之《舆地

纪胜》；明代成书有4：永乐十二年、嘉靖十六年、万历十一年、天启元年修的

《德庆州志》；清代成书有3{康熙十二年、乾隆十九年、光绪二十五年修的《德

庆州志》。历经沧桑，至今还有明嘉靖、清康熙、乾隆、光绪4部志书存世，为

后人研究县情提供宝贵历史资料。继往开来，现在这部新编《德庆县志》，是社

会主义时期本县第一部新县志，也是历史上的第10部志书。

新编《德庆县志》遵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发动群众，采取领导、专业人员、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广征博议，去伪存

真，综合著述，’反复审核，力求科学地、系统地记载县情，为认识德庆、治理

德庆、振兴德庆提供历史研究资料。历经七度春秋，三订纲目，四易其稿，始

达于成。

《德庆县志》是众手成书的，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县志编委会为编纂

县志作了全面策划，具体领导；县志办公室、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为编纂县志

废寝忘餐，辛勤劳动，默默笔耕，各部门及其分志编写小组为县志提供了分志

基础资料；各级有关领导和有关人员对志稿的审核和修改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省市修志领导部门和专家学者对编志的关心指导和全志的审查。在此，谨对为

修志作出贡献的全体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

《德庆县志》的出版，使30多万德庆人民鉴古知今，探本溯源。过去，我

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生息繁衍，披荆斩棘，奋力开拓，创造文明，历史上的德

庆已久负盛誉。今天，德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同心协力，振

奋精神，锐志革新，再展宏图。
’

， 蔡仁秀

1992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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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盛世修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德庆是岭南古县，历史悠久。据史料

记载，曾编纂过县(州)志9次。光绪《德庆州志》是历史上最后的一次修志。

记事到光绪二十年(1894)，距今已90多年。这段时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

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阶段。正是全国人民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英勇斗争，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艰

苦创业，由贫穷落后走向富裕幸福的战斗历程。我生长于德庆，是人民共和国

的同龄人，从长辈的忆述和个人经历，感受到这90年，在德庆的历史上是一段

深刻变化的历程。

近百年来，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德庆是一个严重的水土流失区，崩山

累累，流沙吞噬着大片良田，土地瘦瘠，水旱频仍，粮食亩产平均不过100公

斤。广大劳动人民过着受压迫、受欺凌、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为

了摆脱贫穷苦难的命运，德庆人民进行了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民国37年

(1948)2月28日，德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以

后并配合南下解放大军，才解放全县。 ．

建国后，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团结奋斗，重整乾坤，实行山、水、田、林、路

综合治理。‘整治水土流失，造林绿化，修陂圳，建水库，改河筑堤，促进了农

田稳产高产。办工厂，筑公路，从昔日仅有简单的手工业和落后的肩挑背扛运

输，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四通八达的机械运输网络，各项事业迅速发

展。特另0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发展了商品经济，市场更加

繁荣，百业兴旺，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

现在正是盛世修志的时候，把人tfl利用自然、振兴经济、改造社会、创造

文明的艰苦曲折斗争历程和光辉业绩载入史册，使之彰往昭来，鉴古知今，当

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前任县委书记陈炳华同志，早已有见及

此，于1985年积极倡导修志，县长温振球同志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主持修志

工作。以后历经三任编委积极领导，1990年底全志总纂始克脱稿。我于1991年

7月受理县政，主持编委，自不敢不克尽绵力，加强审核工作，。以促其成。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新编的《德庆县志》记载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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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县从自然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历史和现状，是县情百科全书。让我们通过阅读

《德庆县志》，系统地了解德庆，研究德庆，更好地建设德庆。

《德庆县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县内各部门的密切

配合和全体编辑人员积极工作，始克成书。在此仅表示深切的谢意。

董树海

1992年11月16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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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立足当代、侧重近代、追溯古代。断限上

起所载事物发端，下迄事物终结，未终结的至1987年，个别延伸至本志定稿。

着重前志断修后近百年间史实，尤以建国后近40年为重。力求体现本县环境资

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

三、本志体例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结构为三段式：首立概

述、大事记，综叙县情，贯通古今j总摄全书，中按事物性质设专志，依地理、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次序归类排列，凡35章、177节，横开门类，志述本

末，此为主体；末纂人物，见人见事。附录缀志后，图、表则穿插志中。概述，

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均用记叙文

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四、本志立重要历史人物生平主要事迹，彰善瘅恶。立传人物概立过世者，

以本籍的、正面的、近现代为主。排名以卒年先后为序·

。五、本志文体，采用现代语体文、书面语和规范化的简化汉字、标点符号

书写，数字用法按国家出版物试行规定书写，力求通俗易懂。

。六、本志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均依当时的历史习惯称呼。即

民国以前用帝王年号纪年，阴历I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阳历I建国后用公元

纪年。为便利阅读，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注明今地。

七、计量单位，建国前依历史习惯使用，建国后遵《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除耕地面积用亩外，概用公制。
‘

八、本志使用的。建国前"和“建国后斗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前或后。

九、水土保持关系本县民生极大，本志在经济编中撷取水利、林业方面有

关土壤侵蚀及水土保持建设资料设立水土保持专章，置于林业、水利水电专章

之后，与之并列，以启后人。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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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省、市、县档案资料和正史、旧志、家谱，小

部分摘自采访回忆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建国后数据，一般采用县统计局

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各有关部门数字。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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