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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二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台山修志，始于明嘉靖二

十三年(1544)，截至清光绪十九年(1893)，成书9部。但由于种种原

因，志书断修百年。进入90年代，《台山县志》终于问世了，这是台山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为此感到由衷的高

兴，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新编《台山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

原则，全面地记载台山自然的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真实地反映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台山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光辉业

绩，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o《台山县志》

的出版，将有助于全市人民和国内外朋友了解台山，建设台山，加快

台山发展。

让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认真宣传读志、用志的重要意

义，正确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为建设富庶、文

明的台山而努力奋斗o

(黎力行是中共台山市委书记，赵瑞彰是台山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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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尽可能追溯到各类事物发端，重点记述1499年2

月台山建县后的史实。下限一般至1985年，个别事物延至1986

年。

二、本志设特辑，分别记述台山县1986年至1991年发生的大

事、要事和各项事业基本情况，以及中共台山县委、人大常委会、政

府、政协、纪委主要领导的变动，以反映这段时期的历史现状。台山
于1992年5月撤县设市，以后续志为《台山市志》o

三、本志由概述、事纪略和各专篇组成。概述和事纪略列于志

首，统摄全书；各专篇根据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相结合的原则，按地

理、政治、经济、文化的顺序，横排竖写，设章、节、目。

四、立传人物为+已故的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人士，按卒年为

序。

五、各历史时期的政府、官职等，按当时的名称记述。地理名称，

均依当时当地历史习惯称呼。

六、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公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o 1955年3月1日前使

用的旧版人民币，一律折成新人民币记述。

七、本志称“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lO月28日台山县解放

前(后)；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馆藏档案、统计资料、单位编写的史志、图

书报刊、社会调查和有关人士的口碑资料。统计数字，一般以县统计

局公布的数字为准，统计局缺的，采用历史档案或有关单位提供的

数字，编写时一般不注明出处o

Z，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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