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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海内外关注的新《容县志》终于编成了，这是容县历史上的一件极有意义的大

事。

《容县志》是记载容县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作。纵观容县的历史，自

晋代置县后，声名不断提高，尤其唐、宋、元时代，容州军威重震岭南，铜陶制品精

美，福地都峤山香火极盛，容州城商贾云集，文人雅士会聚，朝廷名宦驻足。明以

来，容县重教兴县，全县上下大力捐资办学，送子弟到国外留学。清末全县拥有的

公私学堂数为广西各县之冠，到国外留学学生之多也为广西各县之首。民国时期，

军政名人叠出，容县因此斐声海内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容县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依靠优越的社会制度，继承奋发图强的优良传统，创造了巨大的业

绩，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80年代末至今，容县城乡建设飞跃发展，面貌焕

然一新，为海内外人瞩目。这些史实，志书都记得比较翔实。

容县是广西最早修志的县份之一，自宋代始修《普宁郡志》，宋至清光绪年间

曾先后12次修志。民国时期，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容县人)兼任广西通志馆首任馆

长时，要求容县修志续史，但由于政局不稳等原因，功亏一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容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成立县志办公室，把修志列为政府的一件大事来

抓，1991年5月终于编成了《容县志》初稿。为保证质量，我们二位分别代表中共容

县委员会、容县人民政府对这部《容县志》初稿进行详细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后由

县志办的同志进一步修改。在此基础上，县委、县政府于1991年6月邀请自治区、

地区和地区各县的有关方志专家、学者到容县来，对这部志书进行更深入的评审

修改，县志办根据方志专家、学者在评审会上提出的宝贵意见，反复推敲修改，使

这部志书内容更加全面、系统、准确。

修这部新《容县志》，旨在资政、教化、存史，通过记录容县古今之兴衰起伏，让

当代、后代的容县人，知兴替，明得失，利则用之，弊则避之。所以，我们希望志书出

版后，容县人民、广大侨胞认真阅读它，通过它了解研究容县的历史，继承优良的

传统，汲取有益的教训，发扬可贵的精神，在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中创造出更巨

大的业绩，谱写出容县更辉煌的史篇。

龙观水

李汉金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序二

容县，是著名的侨乡，广西东南部的一颗璀璨明珠。

长期以来，勤劳、智慧且富于革命精神的容县人民，为自己的生存、进步，为祖

国的繁荣、民族的昌盛，在这块土地上抗争、拼搏，前赴后继，创立了丰功伟绩。新

中国成立后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家作主的容县人民，为改变一穷

二白面貌艰苦创业，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全县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锐意改革开放，勇敢开拓，走全面振兴

之路，大大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

人民生活改善，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新局面。

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盛世修志，古有遗训。《容

县志》，历史上曾编修了12次，但自清光绪廿三年(1897年)后，已90多年无人续

撰。今天，新纂修的《容县志》编成出版，填补了这一大段史料的空缺，记下了容县

近百年历史进程，抢救了容县人民这笔巨大精神财富和这块文化瑰宝，供当今以

借鉴，资后世以参考，使容县的千秋伟业，能更好地继前承后，不断推向前进，实为

容县人民的一大幸事。
、

新编《容县志》，是容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这部洋洋150万言的宏篇巨

著，是经过广征博采，搜集丰富的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精心编纂而成。它准确地记述了容县的建置沿

．革，历史大事，方俗掌故，俊杰人物，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反映各行各业的历

史和现状，讴歌各类优秀人物的事迹和崇高精神，记录容县人民改造山河的英雄

气概和伟大业绩；也如实记下了容县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曲折和经验教训。

概而言之，这是一部古今兼蓄、纵横兼备、真实可靠的县情资料书，是详略得体、全

面完整的地方百科全书。

这部内容十分丰富的新志书出版面世，将有助于人们了解容县，认识容县，熟

悉容县，从中看到容县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有助于容县同各地各方人士交往和合

作。对于各级干部，科研人员，科技、文化、新闻、思想教育工作者，和从事工、农、商

各行各业人员以及青少年学生，都具有极其难得的参考和实用价值，都可撷其所

．需，用其所得。也就是说，有助于广大读者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启迪心扉，提高自

我，激发爱国、爱乡感情，弘扬优良传统，继承先人事业，昂首前进，做一个无愧于



祖国，无愧于先人，争取事业成功，多作奉献的当代人。

本志书的编成问世，是一项浩繁艰巨的系统工程。期间，曾几经评审，数易其

稿。在此项工程的进程中，得到自治区通志馆和玉林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指导，

得到各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的支持，特别是全体编纂委员会成员、办公室采编工

作人员和众多撰稿者，从1983年开始，先后历经长达9年不懈的辛勤劳动，付出

了巨大的精力、才智和心血，在此，我们谨向这许许多多的同志表示衷心的谢忱!

新《容县志》刊行面世之际，正值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加快

改革开放步伐，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祖国经济腾飞之

时。我们热切地希望容县乡亲父老，披阅此书，增长一分志气，增加一分力量，在党

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扬满风帆，劈波斩浪，上下同心，奋勇前进，使容县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跨上新台阶，尽快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也真诚地欢迎广大

侨胞、港澳和台湾同胞，海内外朋友，增加一分对容县的了解，增加一分对容县的

厚爱，光临侨乡，和我们携手合作，兴办宏业，共同为可爱的侨乡容县创造更加灿

烂的明天，为桂东南这颗美丽明珠增添更多的光彩!

中共容县委员会书记韩广宗

容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军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

述容县自然、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起于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有的追溯到事物的起端，下限

止于1989年底，有的内容有所延伸。

三、本志采用多篇并列体，横排门类，纵写始末。全志除卷首设图片、序、凡例、

概述、大事记和卷末设附录、后记外，内文分为34篇，篇下设章、节、目。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照片集中于卷首，图

表随文而设。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扼要记录县内主要事项。

六、立传人物均是已去世而较有影响者。对部份知名的科技人员及华侨和港
●

澳台同胞，则设简介记载。入录人物是革命烈士、副厅(师)职以上人员、全国劳模

和先进工作者、高级科技人员、企业名人以及民国时期将官和厅级以上人员。

七、本志纪年、计量单位、行文，均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

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撰写。

八、本志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旧县志以及县内各部门、各乡镇，经鉴

别核实后使用。‘各项统计数字，主要以县统计局提供为准。

九、本志所称“解放后力系指1949年11月28日容县解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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