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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言，

大埔自东晋义熙九年(413)建立义招县迄今已有1500多年，其间县名几

经变易，直至明嘉靖五年(1526)重置县定名大埔，至今也已有470多年。

大埔处闽粤之边陲，扼韩江之咽喉，境内峰峦重迭，溪河遍布，曾有“万

川"之称。大埔人民祖祖辈辈在这里聚居繁衍，劳动生息，用自己的聪明智慧

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披荆斩棘，改造自然，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业迹。由于

本县地少山多，人多田少，不足以养生，向来有不少人外出谋生，尤以至南洋+

群岛为多，在国外开创了事业。大埔人民具有中原文明传统，历来重视文化教

育，’名流志士，代不乏人，从政为官者亦属不少。近百年来，在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I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大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一i

育、科技、社会等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不少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和大批远

近知名的人物。大埔又是广东省陶瓷主产区之一，陶瓷饮誉中外。故大埔素有

华侨之乡、文化之乡、陶瓷之乡的称誉。

忆昔日英雄辈出，创造了大埔文明；看今朝政通人和，写下了大埔新章。

今修志以载，继承历史，反映现实，当有利于建设而有益于后代。编委会嘱我

作序，不胜感奋，义不容辞。
’

大埔修志，始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至民国32年(1943)计修7次。

这些旧志，仅有4部尚保存齐全，其余3部因年代久远篇页有所遗失。尚存的

志书均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受时代的局

限，观点陈旧，资料缺乏，尤以经济方面记载甚少。民国修志至今又近50年

了，其间山川、风俗、社会的不断变化，尤其建国后4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和所走过的曲折路程，把它全面如实记

载，编成志书，是人们殷切的要求，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j，
。

，． ，：

新编《大埔县志》，本着贯穿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搜集了自然和社会

各方面的大量资料，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研究，

实事求是地记载下来，力求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以体现时代特点

和地方特色，特别是建国以后的史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充分反映了大埔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如实地记载了40

年来工作的胜利和曲折，以利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乘胜前进，夺取新的胜



利。

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新编《大埔县志》，从组建班子到定稿

付印，五历寒暑，数易其稿，其工程之浩大，工作之繁艰，可想而知。志书的

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在此，谨向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纂人员和

积极提供资料的部门、单位，精心给予指导的各位专家、学者致谢。

·当前，欣逢改革和建设的兴盛时代，我们要把大埔的事业办好，就要研究

大埔，熟悉县情，从大埔实际出发，运用大埔优势，勇于开拓。只有这样，才

能更好地建设大埔，振兴大埔。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新编《大埔县

志》的目的。

中共大埔县委书记陈文华

1991年1月16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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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例

．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如实记述本县的自然、社会、人文之历史、现

状及其发展变化过程。

二、本志取事上限不拘，下限至1988年，也有少数内容延伸至志书成稿

之时。
．

三、本志记事遵循“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前志断修后

的中华民国后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四五十年间的历史，特别详载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
成就，反映改革成果。对民国以前的历史择要记述，以存历史全貌。

四、全志由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组成，诸体并用。设29

篇122章379节。“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相结合的体例，纵览古今。

图表随文设置。

五、本志继承我国历代修志的优良传统，加以创新，横分门类，纵向记述，

以横为主，纵横结合。各篇冠以短文提示梗概，以追本溯源，综述始末，勾勒

全貌。

六、本志对大埔县的林业、小水电、陶瓷立专篇记述，以体现地方特色。

七、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按。宜粗不宜细’’的原

则，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记述方法，分别在大事记及有关篇章中适当记

。述，并在“政党篇"后附设政治运动纪略。

八、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选取对社会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已

‘故人物入传，以近代、现代为主，按出生时间先后为序。健在而又有突出事迹

者，则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 “

九、本志的统计数据，除注明出处者外，主要依据县统计部门的资料。工

业、农业总产值一律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1955年以前的旧人民币一律换算

为新人民币。

十、清代和清代以前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并夹注公元纪年(同一节

内，只在首次出现时夹注)。民国纪年和建国后公元纪年的年、月、日，均用



凡例

阿拉伯字。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区、机关、官职，均保留当时的称谓。古时地名，

除记述历史沿革者保留并加注释外，其余一律用今地名。

十二、本志凡简称“党一、“中共"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其余较长的名称，

，在志书中首次出现时写明全称并注明简称。志中述说的“建国前一、“建国后"，

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十二、本志度、量、衡单位原则上采用法定公制，少数历史资料无法换算

的，则采用历史名称和原数字。记数、计量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

十三、本志史料大部分录自本县各专志和省、地、县档案资料。部分．口碑

一 资料则经多方查核考证。
’

十四、本志文字除节录引用史料外，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

r? ，P“l j“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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