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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一

《梧州市志>公开出版发行，这是梧州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项重大成果。

梧州市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位于珠江中游的西江之滨，毗邻粤、

港、澳，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依山傍水，山青水秀。梧州是一座具有2100

多年历史的古城。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至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

年)长达316年，梧州曾是中国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岭南大都

会。明朝后期的180多年，梧州为两广政治、军事重镇。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梧州辟为通商口岸。近代梧州是广西以至西南的重要对外通商口

岸和著名商埠。

梧州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孙中山先生和周恩来同志早年曾来梧州

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成立的中共梧州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建立的第一

个支部。大革命时期，梧州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在广

西乃至全国都产生过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梧州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广西现代工业发源地的梧州，现代工

业已初具规模，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商业贸易繁荣兴旺，外向型经济迅猛发

展，城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o

《梧州市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朴实、严谨、科学的编纂

手法，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发生在梧州这块瑰丽热土上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社会、自然等方面的情况，客观地展现了梧州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

揭示了梧州怎样由一个古商埠逐步发展成为以轻纺工业为主体，拥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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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化工、塑料、机械、造船等10多个工业门类的港口和口岸城市变化

的发展历程．昭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梧州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英雄业
蚀
坝o

《梧州市志》纵贯古今，横涉百科，资料翔实，文字流畅，图文并茂，

是一部难得的全面系统的资料工具书，对人们了解和认识梧州，有重要参考

价值。 《梧州市志》记述梧州各历史时期、各社会领域的兴衰变迁，反映历

史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为梧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历

史借鉴，是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

统教育的好教材。它必将激励人们反思过去，认识现在，开拓未来，奋勇拼

搏，积极投身振兴梧州、建设梧州的伟大事业o

(文子忠，中共梧州市委员会书记)

二000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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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胤扩
《梧州市志>即将出版，主编问序于我，乃欣然命笔。

梧州可说是我的家乡，岑溪属梧州市管，说是家乡是可以的。我的少年

时期，有两段相当长的时间在梧州度过。第一段是抗战时期，这是一段既美

好又是血与火的年代，从我来说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躲日本飞机、亲

见日本飞机轰炸梧州的灾难岁月。第二段则是已经解放了，初中毕业后就读于

一间中等专业学校——梧州财经学校，这是一段阳光普照无比温暖的日子。所

以对于梧州，我总有着一种亲切感，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梧州，在我的脑

海里是一个小小的、美丽的、可爱的城市，我总是把她当作我的家乡。

1993年，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把我从高等学校调到广西通志馆工作，

馆党组分工我负责城市志。由于这样，我就和梧州市志的编纂结下不解之

缘。我们在梧州召开了广西城市志工作会议、参加梧州市志编委会议、参加

梧州市志篇目的审定、参加梧州市志各篇章的评稿、审稿到终审。为《梧州

市志>的各项工作，我约略算了一下，可能是六下梧州了吧!我们同梧州市

修志同仁一起，为《梧州市志>的编纂，略尽了绵薄。这样，我对梧州的感

情就更深了。

梧州有悠久的、光荣的历史，有着优越的区位优势。解放前，梧州为广

西乃至岭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梧州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正以新的步伐赶上时代发展的节

拍。梧州，虽然还是小小的，但变得更美丽、更可爱了o《梧州市志>通过

各篇章节目的内容，对此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记述。《梧州市志>确如文子

忠同志《序一>所作的评价，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城市志。

从《梧州市志>我们可以了解到梧州的过去，她确实是有过辉煌。例如

说，梧州是广西最早建成的城市之一，至今已经二千一百八十多年。两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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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一直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镇之一，她是沟通岭南

与中原地区的交通枢纽、内河大港口。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开发岭南修筑

灵渠开始，一直到清中叶，梧州这个区位优势和重要位置都一直保持着。到

了近代，光绪二十三年(189r7年)，清皇朝辟梧州为通商口岸，这是梧州走向

世界的标志。梧州进出口贸易额和关税收入都曾达到占广西的90％以上。梧

州的地位是她的地理区位优势形成的。她地处西江的上游，郁江与桂江(漓

江)交汇处，离梧州上游不远，北流河在藤县与郁江交汇；稍下，贺江又在

封开与西江交汇。由郁江西行可上达南宁、百色、柳州、上到贵州、云南

(古代群舸道就是经红水河下柳江汇西江的)；往北流江可上溯到北流转南流

江人海；沿漓江可至桂林经灵渠入湘江，北上洞庭湖。下游经封川沿贺江北

上可通贺州至萌渚岭越岭。沿西江东下就更宽阔了，与珠江三角洲连成一

片，直达港澳。近代以前，水运是交通的主要运输方式，这就造就了梧州的

优越区位优势。在广西现代工业的进程中，梧州也是最先开始工业化迈步

的，工业资本总额曾经占广西的70％以上。我一直以为，广西作为大西南出

海通道的决策，是包括梧州在内的，这是东连粤港澳的一条东通道。

说这些并不是沉湎于过去的辉煌，而在于了解历史，面向未来。从市志

的记述中，我们是否可以说近几十年来，梧州前进的步伐显得弱化了。古代

哲人说“悟既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现在梧州正需要这种精神。当今

世界和中国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不说太远太多，就说香港、澳门胜利回

归，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西部大开发，都将出现经济发展的新一

轮浪潮。这对梧州来说，带来的机遇是无限的，当然也有挑战，就是机遇本

身也是挑战。所以现在是进入了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时刻。作为家乡人，希

望家乡在这新一轮发展浪潮中，迎着潮头获得新的生机。我想，在规划梧州

的新发展的时候， 《梧州市志》的出版，恰逢其时!我想， 《梧州市志》在

梧州的新发展、新进军中，必将发挥它应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梁超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

同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主委、广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广西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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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冬．舀嗡’

《梧州市志>公开出版，这是梧州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世界的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

地位。古人说：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地方志经世致

用，具有资治、存史、教化三大功能。梧州于明朝开创方志纂修之先河，至

清同治年间，所编纂的《苍梧县志>、 《梧州府志>，可查的版本有13种

之多。嗣后因国家遭受外敌侵侮，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以致修志荒辍。新

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修志工作，早在50年代就曾部署

开展新编地方志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刚起步就中途停止o 80年代进入社

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重新开展全国性的修志工作。中共梧州市委、市人民政

府根据这一客观需要，从1981年起，就成立了修志机构，逐步配备了专职人

员在全市范围部署开展修志工作。在《梧州市志>的编修过程中，全市各部

门、单位积极配合，通力合作，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参与市志编写工

作的全体同志，任劳任怨，辛勤笔耕，甘于清苦，乐于奉献。可以说， 《梧

州市志>的问世，既是几届党政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和众多部门不懈支持的结

果，也是全市各部门修志人员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没有这一切，此项巨大的

文化建设工程是难以完成的o

《梧州市志>由87个分志组成，分4卷5册出版。综合卷，含建置政

区、自然环境、人口、人民生活、城建管理、城市规划、市政工程建设、建

筑、房地产、公用事业、园林绿化、环境保护、人物等13个分志；经济

卷，分上、下两册，上册含工业经济管理、农业、商业等25个分志，下册

含港口、海关、交通、邮电、金融、工商、税务等15个分志；政治卷，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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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社团、政权、公安、司法、军事等17个分志；文化卷，含科教文卫

体、新闻、广播电视、宗教、风俗等17个分志。全书560多万字。编纂社会

主义新方志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根据

国务院的要求，本届修志的结束，便是下届修志的开始，全市从现在开始就

要为下届修志做好准备。梧州辉煌的昨天已经载人史册，梧州市美好的明天

有待我们去创造。处在世纪之交的梧州人民，正在努力拼搏，开拓创新，争

取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我们相信，载入未来梧州史册的必将是

更加灿烂辉煌的篇章!

二000年六月

(黄方方，中共梧州市委员会副书记、梧州市市长、梧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主任、《梧州市志：》主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7

凡 例

一、本志编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力

求全面系统地记述梧州市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记述时限，本志记述上限时间因事而异，下限时间一般至1992年，

少数记述有所下延。

三、记述范围，以市志记述下限时间的市城郊行政区划为准。必要时，

兼涉市辖县(市)的个别事物。

四、本志结构，分卷设分志，各分志设概述，分章、节、目、子目四

级。章、节一般设无题小序，横排竖写。

五、本志以志为主体，采用述、记、传、表、录、图、照片并用体裁。

六、本志首列大事记，为全书之经。采用编年体，兼用纪事本末体。

七、人物传略，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人物，以辞世的梧州市籍近

现代人物为主，按卒年为序。同时，列英烈人物名录和任职(称)表。

八、梧州市名称的演变，在建置沿革中记述，其余均用现名。机构均按

不同时期的实际称谓记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历史地名、称

谓用今名。引文用历史地名的加夹注今名。

九、本志除古籍引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专用名词首次出现

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用第三人称记述全志。

十、历史纪年，解放前沿用朝代帝王纪年，括注公元年号；解放后采用

公元纪年。解放前后以1949年11月25日梧州解放之日为界。

十一、计量单位一般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公制。历史

上有度量衡单位的视情况沿用旧制，温度使用摄氏度，货币单位，除加注明

外，按当时的币制。

十二、入志资料取自史书、旧志、档案、图书、文物考古，口碑、采

访、调查或择用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解放后的数据采用统计部门和承编部

门的资料，编纂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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