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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南海县历史悠久，潜能巨大，生机勃勃，以其毗邻广州、佛山和靠近港澳之优势，名

闻遐迩，是广东省著名的“鱼米之乡”、“纺织之乡”。在历史的长河中，南海人创造了光

辉灿烂的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南海县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这个古老之地，英雄豪杰辈

出，有我国戊戌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我国铁路工程先驱詹天佑，我国第一家民族工业创

办人陈启沅，我国十九世纪著名科学家邹伯奇；有无数辛亥革命先烈，抗日先锋，解放战

争英雄；有无数的革新能手，建设功臣，创业模范。

回顾历史，南海与全国一样，有悲有喜，苦尽甘来。建国以前，南海人民饱经忧患，

多少人几度离乡别井、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地方天灾人祸、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解放之后，南海旧貌换新颜。南海人民吸吮着先辈的乳汁，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雨露，描

绘着一条跳跃发展的轨迹，以重新安排河山的气概，拓展南海的未来。在改革开放的年

月，大潮逐涌，南海更得改革之先机，凭地区之优势，扬起“三大产业齐发展，六个层次

一齐上”的风帆，乘风破浪，直驶两个文明建设的金色海洋。勤劳智慧的南海人，在改革

开放后短短的十数年里，把有史以来南海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转变为以工业为主，各

业并举的经济新格局，走上了致富之路。

抚今追昔，励志进取。面对南海的巨变，我们有责任忠实纪录，让南海在这个伟大时

代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变革，让勤劳智慧的南海人创造的辉煌业绩，载入史册，传于后世。

南海素有修志传统，从明代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首修县志至清代宣统二年(1910年)，

先后七次编修县志。这部新编<南海县志>，较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述了南海县自鸦片

战争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80年间的历史，兴衰成败，展卷可得。它是南海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史，风土、人情、地理、自然的演变史，也是南海解放后，遵循

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所编纂的一部地方百科全书。<南海县志>的出版，是南海文化建设的

一项重要成果，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既能服务当代，又可福荫后人。

县志付梓在即，欣然作序，致以衷心祝贺。值此，谨向编纂<南海县志>做出贡献的

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以及给予过关心支持的单位和各届人

士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愿南海人民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同心协力，励精图治，再谱新

篇。

⋯帐f孕矽戈
2000年11月7



序 二

南海县(市)有悠久的历史，建县至今已有1400多年。南海县长期为广东省省会附邑，

县治长期设在广州。

省会附邑的地位及历史上广州在中国外贸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大大地促进了南海社会

的文明进步。

明中期以后，南海县成为全国率先突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走上以牟利为目的的商

品经济的县份之一，外贸急剧发展，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冶炼、陶瓷、缫丝、丝织业手工

业相继勃兴，圩市大增，商业繁荣，文化发达，教育兴盛，名人辈出。我国近代第一位敢

于面对统治者大声疾呼变法、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首领的康有为，我国铁路工程先驱詹

天佑，我国第一个近代民族工业实业家、爱国华侨、南海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创始人陈启

沅，首制我国第一部“摄影之器”的科学家邹伯奇等一大批名人出自南海，绝非偶然。繁

荣的经济生活，频繁的对外交流，盛极一时的书院开设，使南海人得海内外风气之先，信

息灵通，视野开阔，思想开放，培育了南海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开放兼容、讲求实际

的精神和优良作风。

正是这种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光大，改革开放后，南海又取得骄人的成就，为海内外所

瞩目。1991年在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中，南海县居广东之首，全国第四，1992年上

升为全国第三；1990年以后，南海的财政收入被列为全国十大财政县(市)之一。南海县

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走在全省前头，1992年中共广东省委号召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城市学

广州南华西街，农村学南海县。

1986年南海修志之初，就决心要修一部与南海县的历史和现状声望相称的志书。从

现在出版的《南海县志>看，应该说基本上达到了要求。

《南海县志>观点正确，结构合理，资料丰富，特点突出，文字畅顺，是一部质量较

高的志书，它的突出优点是：

一、资料非常丰富，特别是建国前的历史资料比较充实

在修志过程中，南海县的修志干部，不辞劳苦，四处奔波，收集了历史上的七种<南

海县志>和南海县政季报、月报、公报，摘抄了解放前各种旧报刊有关南海的报导，共收集

各种文字记载和口碑材料2400多万字，这些资料的精华部分，都选用到新志书中。旧志重

人文而轻经济，有部分新志加强了经济记述，却忽略了人文，<南海县志>不论是经济和

人文，都有较充分的记述，使读者通过志书，可以比较系统全面地了解南海的历史与现状。

二、历史发展脉络记述清楚

不论是整个南海县情，还是各行各业的历史沿革，都记述得相当清楚，比如行政区域

沿革，不仅记述了演变时间，也注意叙及改制的背景和原因，再如水利堤围的演变，圩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演变，脉络都很清楚，这和县(市)志办同仁，非常注意研究县情是分不开的。

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史料准确可靠

南海县(市)志办同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秉公、为公、存真求实，以唯物的、历史

的、辩证的方法对待历史的事件和人物，对建国前后的成绩和问题，都能比较客观的记

述，不故意抹煞前人的成绩，也不隐瞒建国后的失误，如对“大跃进”中提出要搞水稻亩

产15万斤、番薯亩产100万斤、塘鱼亩产100万斤的荒唐计划，也如实记述，不掩过。

对有所贡献的人物，都歌功颂德，对为国捐躯的烈士，记述尤其全。既有新民主主义革命

以来的烈士，也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中的烈士，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也收

录进书，这是公正的做法。

南海县(市)志办还特别注意县志的各个分志，由最熟悉该专业的人来撰写；对于收集

来的资料，认真研究鉴定查核，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初稿多次送有关单位和有关专家学

者审阅；召开多次审稿会，因而入志资料比较准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南海县在修志过

程中，经过认真、深入的研究、调查，纠正了历史文献中的一些错误，比如纠正了原来历

史教科书和1979年版<辞海>把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创办人陈启沅写为陈启源之误，以及

流传甚广的詹天佑发明火车上的“天佑钩”之误(其实为引进外国技术)，等等，此类事例

甚多，不一一列举。

四、地方特点比较突出

南海县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县(市)，明代，它是商品经济发育较早的地方，还创造了举

世闻名的“桑基鱼塘”、“果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它经济发达，名人辈出。清代，南海

人康有为首先举起变法维新的大旗；在辛亥广州起义的七十二烈士中，南海占了13人。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南海县经济建设也有它自身的特色，对于所有南海的特点。

<南海县志>都给了充分的记述。

<南海县志>全面、客观、翔实地记述了南海县美丽的河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

明；记述了南海先贤古哲的丰功伟绩，仁人志士的奉献精神，创业者的艰辛，革新者的足

迹，包含有丰富的信息，可信、可用、可读，既是各项工作的基础资料，又是一本很好的

乡土教材，它的出版，对于总结历史经验、领导决策、工作查考、信息沟通、科学研究、

教育干部群众，必将起重要作用，有很大的使用、研究与收藏价值。

<南海县志>的出版，离不开几届县(市)委、县(市)府领导的重视与各方面(包括华

侨和港澳同胞)的支持。县(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功不可没。他们以一丝不苟的精神，

刻苦工作，十度春秋，默默耕耘，数易其稿，其艰巨繁难，可想而知，实在令人感佩至

深。这种敬业精神，应该和志书一样永远传下去。

在此<南海县志>出版之际，仅向为此书作出贡献的所有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蒙霆耋茬?辜盍矣萋嘉量柰篓主囊萋爰锨办公室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尺削闪屏一
2000年11月



凡 例

一、记事时限：从1840年或事物发端起至1990年止。但1992年9月23日撤县设

市，为使县史记述完全，大事记和政区建置以及其他方面的重要资料，则下延至撤县设市

时止。 ．

二、记事地限：以撤县前夕的县境为范围；历史事件则以事件发生时的县境为界。

三、全志设28卷，篇目设置以方便查阅并力求以最少篇幅容纳最多信息为原则，不

拘泥于章节间篇幅的平衡。

四、详略原则：清宣统<南海县志>下限以前适当摘记旧志之要，着重弥补旧志之缺

和订正旧志之误；记述重点为当代。

五、行文记事用第三人称，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机构名称、事物称谓均按事物当年

的规范或习惯记述。

六、数字(含纪年)书写，按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同一节内的同一

朝代年号纪年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年份，其后因可按此推算而省略。计量单位按法定标准

记述，需用旧制记述的均加说明。水位按珠江基面计算。人民币均折算为新币币值记述。

七、人物传以生不立传为原则，以本籍人物(含今已不属但当年仍属南海县，且国内书

刊今仍常称其为南海人的)、近代以来人物为主；排列以卒年为序。

八、行文中有时使用一些简称或略语，其中：民国为中华民国简称；建国前(后)特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单称党特指中国共产党，省委、市委、县委特指中国共产党

的省委、市委、县委；对历史时代的概括，“古代”指鸦片战争之前，“近代”指鸦片战争之

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当代”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九、本志是在县内各有关单位撰写的专业志基础上总纂而成(与专志资料不同者是经

过校核订正的)，以官方公布的资料及书刊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辅之以口碑资料。除特

殊情况外，一般不注出处。

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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