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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自汉元鼎六年建县，迄今已2096年，勤劳勇敢的新兴县人民，在奔腾

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为追求政治上光明、经济上富庶、文化上进步，前仆后继，

用汗水和智慧，写下了一篇篇的壮丽篇章。而富饶秀丽的新兴县山山水水，又

孕育了一代代的豪杰英才。

早在唐龙朔元年(661年)，新州(今新兴县)人惠能以“菩提本无树，明镜

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I一一偈而得禅宗六祖之位后，其法典《法宝坛

经》，成为研究中国和世界佛教史、思想史、哲学史的历史巨著之一，六祖和孔

子、老子、孟子等一样，雄踞在不同的殿堂上，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思想伟人。新

兴是六祖诞生和圆寂之所，是。六祖的故乡一、。中国禅宗的发源地"，因而名闻

中外。+

新兴南邻珠江三角洲，北临肇庆，古有“八州通衢"之称，向为军政要地。境

内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一直是广东省重点农业县之一。然而在封建社会中，由

于战祸连绵、灾害频仍、生产力低下，大多数劳动人民过着“朝出一担柴，暮归

一升米"的生活。新兴曾被历代统治阶级称为“新州古难治，山高多盗，地瘠民

贫，轮蹄络绎一的地方。他们把经济、文化落后的根源归究于“境内山地坡陀，亦

土地环境使然一等因素。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

县人民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把县内建设成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

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的新新兴，成为肇庆地区内的粮食、生猪、家禽、塘鱼、

水果生产基地，成为广东省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和全省三个凉果加工基地县之

一，被称为“鱼米之乡一和“水果之乡一，1985年被列为对外开放县份。境内古刹

国恩寺和龙山旅游区被省列为旅游点，成为新兴县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窗

口。

《新兴县志》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记述2000多年来境内自然和社会的变迁，使人一

展卷而知全貌，观兴衰而知得失，通古今而察未来，是认识新兴、治理新兴、振

兴新兴和利于当代、荫及后世的一部地方文献和百科全书。它的编成面世，必

将激励人民，把新兴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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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沉思，感慨良多，仅表数语，权以为序。

(注：司徒绍，中共新兴县委书记)

司徒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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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新兴县志》历经十余载，终于付梓问世，这是自清乾隆以来220多年

的一部新县志，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新县志，是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项重大成果。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编修史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新兴修志，源远流长。置县2000多年，先后9次修县志或乡土志。历代

知县、知事或闻人，视修志为己任。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知县刘芳把编

修县志作为。以验风俗之盛衰，考政治之得失一、。信今传后"、“求其信而有证"，

谓“夫今不修，势必泯没一的重大政事对待。历代《新兴县志》是新兴县人民珍贵

的文化遗产，但旧志的志事重点、范围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自清乾隆二十三年

以来，几经沧桑，县境的自然面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变化巨大，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开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近几年来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使县的

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编修新县志是人民多年的夙

愿，是县人民政府一件责无旁贷的大事。 ．

新编《新兴县志》，非续非补。它保留了历代志书的精华，概括了置县2000

多年来的重要史实，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县境的自然环境、社

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尤其是经济建设的历史轨迹与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充

分反映县的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客观地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进步与曲

折、成绩与失误、优越性与弊端，借以示信未来，服务当代，惠及子孙万代。志书

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纵贯千秋，横及百科，将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融为一

体。它给人以知识、经验、教训，给人以广泛、丰富的信息。它的出版成书，必将

为新兴县的施政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并在对全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共产

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重大作

用。

编写新兴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非合众力难以成功。它自始至终得

到省地方志办公室业务指导处处长莫世全的具体指导，得到海外侨胞、港澳台

同胞及县内外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从事编修县志的专业人员和聘请人员，团

结共事，访迹寻源，谋篇酌句，博采众长，集腋成裘，著成宏篇，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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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书成之际，谨为之序。

(注：刘中德，中共新兴县委副书记、新兴县县长)

刘中德

．一■五—鬟磁砀麓弦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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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专志、附录4部分组成。专志部分设地理、经济、

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7编54章。各专志按事类立篇。

二、本志内容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为指导，按照“详

今略古，详近略远一、“贯通古今，立足当代"的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方

法，力求反映新兴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特别是1978年后的时代风貌和地方特点。

三、本志时限。上限不限，力溯源流，下迄1985年。断限以下附以记和表。

四J、本志文体。记、志、传、图、表、录并用，以志为主。概述总摄全志，有叙有

议。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其余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各项叙事用

语体文记述。

五、称谓。行政区域、地理、政府机构、群众团体、官职名称等，均按当时的

历史称谓。建国后的地名记述，以1981年县人民政府编印的标准地名录为准。

历代政府官员、官职和现代在各阶层、机构任职人员，概不加称呼。

历史纪年，清代以前采用按朝代年号夹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按民国年号

记述，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民国元年以前大事记，沿用农历记述。二十世纪

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简称为50年代、60年代、70年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一。

六、计量单位。建国前按当时历史习惯或加以夹注。建国后，统一按国家规

定的度量衡法定单位记述。1953年3月1日以前发行流通的人民币，均按新

人民币面额折算。

七、文字．使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汉字。数字书写，除特定数码外，概用

阿拉伯数字。

引用原文必要时注明出处。历代著作只加标点，不作翻译。

八、人物。以本籍为主，以善为主，生不立传。以传、表、录记述。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上的方志和档案、图书部门的文献、资料，以及有

关部门、知情人、当事人及华侨、港澳台同胞提供的资料，加以考证，鉴别、筛选’

编修而成。建国后，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数字以县计划统计部门为准。欠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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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各部门史料互为校正、补充。资料来源一般不另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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