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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店、宋以来，天河的祖先就在我们脚下这块七地J：繁

衍，仁息，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开垦出富饶美丽的土

地，造就了星罗棋布的村落：今天，随着广州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城市不断变迁，高楼大厦、道路桥梁替代了昔日的

菜田稻海、蕾可堂村落，天河由传统型农村变成了现代化都

市——』一州的中心城区。面对沧桑巨变，我们在为之振奋

的同时，是否想过，祖辈们T1年的历史足迹如何永世留

存?他们艰苦创业的传统如何代代继承?编修村志，正如

区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所指jf；的那样：是为了抢救“即将流

逝和淹没的历史”， “让这段历史永存于世”，是“刻不

容缓”的大事，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编修村志是当前我区一项重要的文化系统工程。

2001年5月，区政府专门发文，要求各村立即开展村志编

修工作，计划在二三年时间内将全区28条村村志出版齐

全，形成天河区村志系列丛书。

在编修过程中，我们得到省、市有关领导的充分肯

定，受到了社会和传媒的广泛关注，《羊城晚报》、《广

州日报》等报章先后对我区编修村志工作做了专题报道。

为了编好村志，区志办和镇、街的有关领导傲了大量t

作；各村的领导亲力亲为，督促落实；编写人员辛勤笔

耕，数易其稿。为此，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对他们致以

深切的谢意。

让我们进一步发扬天河人“与时俱迸，一马当先”的

开拓进取精神，齐心协力，肩负起历史的重托，认真做好

村志编修工作，以无愧于先人，有功于来者。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区长郑圣凯
2⋯J3年2月17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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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举办中青年素质教育学习班，开展龙舟竞渡，组织成立一支

酉多人的专业卫生队伍，清扫街巷．上门收垃圾，组织治安大队，

加强治安管理等等。

《车陂村志》真实地反映了村的建置沿革。车陂的历史悠久，

隶属关系几经变迁。村名从永泰乡、龙溪村、车陂堡乡至车陂村。

建国后，经历农会、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大队。改革开放后成立

乡政府，转为村民委员会至撤村改制成立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

整个历程。

随着城区东扩，车陂绝大部分农田被征用，规划为住宅区、商

业区。车陂发展成为城中村，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大部分

农民已办理“农转非”手续，成为城市居民，物业经济取代了农业

经济，促进车陂逐步走向城市化。这些在《车陂村志》都有具体的

记述。

本书分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地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乡村建设及管理等章，还记述了车陂历史遗迹、文物和正在消失的

风俗习惯。在不久的将来，车陂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原来的农村

风貌会荡然无存。村民后辈翻阅《车陂村志》，可以看到前辈在大

田劳动、艰苦创业的身影和昔日家园的面貌，同时给研究“城中

村”人士提供可参考资料，故略作介绍，是为序。

中共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街工作委员会书记李霭玲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车陂街道办事处主任张谭均

2t)03卑2B 18日



序三

我国在各个历史时期，大多以府(市)县(区)为单位，编写

一方之志。今天能得以综合一村之情，编写一村之志，是新中国成

立后改革开放才有的盛事。

编写村志，是在广州市天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指导下

进行的。期间，各级领导给予高度重视，布置编写计划，经过一年

多努力，终告付梓。

村志记述，上限为村的发端——唐、宋时期，下限至当代改革

开放的2000年各个时期的活动内容二收录了有关车陂地区的地理、

自然环境、乡村建设、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人物

等重要史实。

车陂历史是村民群众用自己双手创造的。读《车陂村志》既可

以看到前辈们为建设车陂而艰苦奋斗的身影，也可以回顾我辈乘改

革东风，奋发图强，尤其是洗脚上田、遨游商海、撤村改制、告别

农田的各个历程。同时，人们还可以从中了解到车陂往日的农村风

貌、乡土人情、传统习俗和车陂现在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出从

农村架构走向城市化的崭新面貌。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车陂村志》将向车陂的游子们介绍车

陂800多年变化历程，使他们远在千里之外也能了解故乡的变迁，

勾起其对桑梓的各种回忆。

鉴古知今，也许能使村民中的年青一代有志之士，从《车陂村

志》了解到车陂的今天和过去的历史；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启

迪和吸取教训，从而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努力建设车陂的今天和明

天。

《车陂村志》是在上级领导、广大村民、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

助下得以出版成篇。在此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配合。如有疏漏和不当

之处，望给予赐教和谅解。

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梁树湛
200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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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记述范围，以车陂村地域为主。各个时代管辖

车陂村的机构及与本村有渊源的人和事均记人本志。

二、记述年限，上限为唐、宋时期村的发端，下限

至2000年，对某些事物的叙述，按需要适当下延。

三、体裁、采用述、记、专志、传、图、表等，以

专志为主体。

四、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以

前用传统年号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 El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年代”是

指20世纪的年代； “现在”、“今”一般是指2000年。

五、本志的“省”是指广东省， “市”是指广州

市， “区”是指天河区，“村”是指车陂村， “党”是指

中国共产党，“团”是指共青团。

六、本志所用资料、图片，基本来自本村存档、村

民回忆、实地丈量、区(县)志摘抄、现场拍摄等。除个

别引用的图片注明出处外，其余均为本村提供，概不注明

出处。

(了裔
I竺向一
。_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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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珠水，经风雨，饱受炎凉。今回首，珠玑流徙，尘世几沧桑。 乡关何

处是，龙溪落户，辟地垦荒。看村中氏族，共振纲常。商贸工农展翅，相携

手，奋发图强。修村志，车陂纪要，业绩永流芳。

——调寄《满庭芳》

千年古村龙溪长流

车陂是广州东部的千年古村，始建于唐宋时期，南临珠江，北眺崇山。

村民聚居面积约1平方公里，由四约(苏麦约、郝约、苏马约、苏梁约)、东

岸(简约、王约、黎约)、沙美(梁黄约)共8个约3部分组成。有宗祠的姓

氏9个，世居村民近一万人。民风淳朴，村民一向和睦相处，团结一致。农

闲时，村民自行组织八音锣鼓等私伙局；年初元宵期间，有盛大庙会；一年

一度的端午龙舟竞渡，习俗相沿至今。

车陂绝大多数农田自流灌溉，旱涝保收，陂泓物阜。村外，十里田园，

菜绿稻飘香；村内，池塘潋滟，鱼肥六畜旺。三十多米宽的龙溪小河，从村

中间流过，人们在河中捕鱼、捞蚬、游泳，在河岸古榕下乘凉嬉戏。

民国时期 民不聊生

民国时期，车陂佃农占人口80％以上，有少部分人在东圃墟经商，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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