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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泓平

序

《榕城区志》的出版，是榕城区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有意义的

事情o

《榕城区志》的起讫年限是比较短的。开初，有人表示怀疑：一个

建立才几年的新区，修志是否必要?今天，捧着这本名副其实的近百

万字的地方史志，我们原来那些担心和疑虑可以消除了。它证明，榕

城区委和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修志决定是正确的。毫无疑问，《榕城区

志》将同其它志书一样，在存史、资治、教化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1992年到现在的这几年，对于榕城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

时期。榕城于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开始辟建，迄今已858

年，经历了好几个朝代。然而，不论何朝何代，有揭阳县，榕城就是

当然的设治之所。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末叶的1991年底，榕城才从历

史地位上发生了根本变化：1991年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批准设揭阳为地级市，设榕城为县级区；1992年8月，经广东省人

民政府批准，从榕城区渔湖镇划出19平方公里设立揭阳经济开发试

验区；1994年5月，中共揭阳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从当时榕城区版

图中划出一部分设立东山区，将渔湖镇划入揭阳经济开发试验区。

这些事件意味着，榕城的地方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榕城踏上了新的发

展里程；同时也意味着，历史上先后编修了八次的《揭阳县志》划上了

一个总句号。然而，历史总是要在不断前进中选择和更换自己的文

字载体。《揭阳县志》的终结，就意味着《榕城区志》和其它相应的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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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城区志

书将取而代之，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赓继地方史的链条。特别是当此

区域重划、隶属变迁的历史时期，最容易出现某些史乘不继的空档，

作为八百多年来一直处于“衙门中心”地位的榕城，就应该在这方面

率先承担起责任和义务。榕城区委区政府于1996年作出编修《榕城

区志》的决定，正是顺应了这个客观要求。虽然《榕城区志》的覆盖不

能及达揭东县、东山区和揭阳经济开发试验区，但是，它们毕竟同源

同宗，这就决定了榕城的个性中有它们的共性，所以，榕城率先修志，

其意义决不仅仅限于本土。

历史的步态有时比较从容，有时又比较迅疾。榕城区初创的这

几年，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1994年榕城

区域再次调整之后，区委区政府重新审视了本区域的优势和劣势，确

立了“先打基础，后求发展，再上台阶”的思路，制定了“搞活心脏，建

固大本营；开放东部，造经济依托；开发南区，辟发展基地"的战略方

针。如果说八百多年来榕城辖属范围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基本上未能

超出其辟建者孙乙的蓝本，那么，今后的榕城，要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突破旧格局，构建新框架，走向现代化。因此，我们下定决心，排除万

难，迁府址，架桥梁，筑道路，昌邮电，导水源，办工业，建商场，兴科教

⋯⋯投入几十个亿，为榕城走向明天的辉煌铺平道路。毋庸讳言，

把这个不平凡年代的史事作为一个单元纪录下来，对于今人和后人

是不无裨益的。

修志必须重视前人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果，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时代在前进，世界在变化，食古不化、墨守成规同样不足取。我

们的态度是：科学求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本成稿于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末的地方志，应该有时代的特征，在篇目编排，信息处理，内容取



舍，述作体例以及装帧版面等方面，都应该与时代合拍。《榕城区志》

努力这样做了，但是，做得显然还不够，她的具体价值，只有交给历史

检验了。

我作为1998年3月离任的榕城区区长，对第一部《榕城区志》的

问世由衷地感到高兴。我真诚地祝愿：榕城千秋繁荣，人民万代幸

福1

1998年8月

(作者系揭阳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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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四大部分构成。

二、专志采取篇、章、节的结构方式；篇、章、节的篇幅依内容繁简

而定，有的有“章”元“节"，而有的“节”中包括一些需分述的内容，用

“一、二、三⋯⋯"加小标题表示。有的篇或章后面另有附录，是对这

些篇章涉及的具体事件的说明、补充和印证，用“附”表示，有2篇以

上附录的，用“附1”、“附2"表示。

三、本志上限为1991年12月7日，下限为1997年12月31日；

1998年是榕城区党政领导班子换届年，鉴于换届是区委、区政府的大

事，是故本志在时间和技术可能的条件下于政治篇中跨下限记述了

1998年5月揭阳市榕城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1998

年6月中国共产党揭阳市榕城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及与此相关的情

况o 1998年的大事附记于“附录"o

四、鉴于今榕城区的地域基本上由原揭阳县时期的榕城镇、仙桥

镇、梅云镇构成，“榕城区”是一个相对的新概念，因此，除了建制沿

革、历史人物等部分必须涉及历史外，其余各专志均无法准确对应历

史，而以1991年12月7日(实际上大多是以1992年5月1日各部门

挂牌办公)为各类专志的肇始时间。

五、本志第二十八篇《人物》中的《知名人士传略》按以下原则编

写和编排：(一)生不立传；(二)入传的人物包括出生于榕城在本地或

3 7



榕城区志

在外地成就事业的人以及外地入籍榕城的名人。本志人物传的榕城

名人基本上按今“榕城区”辖地范围酌定，但因八百多年来榕城与揭

阳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个别古代出身于揭阳的人物虽不属今“榕城”

的范围，却对榕城有深刻影响的，如罗万杰等，亦人传。

六、本志数字可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的，均用阿位伯数字。古代年

代用汉字数字表示，并在其后加括号用阿拉伯数字注释对应的公元

纪年，如：南宋绍兴十年(公元l 140年)；民国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并

在括号中注释对应的公元纪年，如民国13年(公元1924年)o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的度量衡单位一律用汉字表示，如公里、米、厘米、平方

米、公斤、毫升，不用km、m、cm、m2,kg、ml等表示；但温度、经纬度等

则按标准化的阿拉伯字表示，如350C不写作“三十五摄氏度”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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