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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唐、宋代以来，天河的先祖就在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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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桥梁替代了菜田稻海、祠堂

村落，天河由传统型农村变成了现代化都市——广州的中心城区。面对沧桑变迁，

我们在为之振奋的同时，是否想过，祖辈们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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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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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对我区修村志工作做了专题报道。为

了编好村志，区志办和镇、街的有关领导做了大量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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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对你们

致以深切的谢意。

让我们进一步发扬天河人“与时俱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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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圣凯

2003年2月17日

(郑圣凯为广州市天河区区长)



序 二

((石牌村志))出版之时，正是新世纪的开端，这是石牌村的一件喜事，

化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意义十分深远。

《石牌村志》是石牌村建村700多年来的首部乡村史。图文并茂，它服务于当代，存史

后世。 志书记载着代代世居在这里的先辈村民在这块秀丽富饶的土地上，从事13出而作、

日落而归的辛勤耕耘。他们在与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搏斗中，养育和繁衍着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的后裔， 不断创造出石牌村光辉历史的新篇章。

元朝晚期，此地只不过是广东道广州路番禺县辖内永泰乡属下的几条不大知名的小村庄，

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繁衍与创业，到清朝早期，石牌村已成为广州府番禺县鹿步司石牌堡中

的一条知名大村。20世纪20～30年代(俗称。陈济棠时期”)，开始在这里修筑公路、建

学校等， 石牌村周边开始步入城市化，特别是从80年代初起，改革开放，政通人和，石牌

地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至IJ90年代中期石牌村的土地已全部被国家征用，村民结束了世代

耕田种地的历史， 农业被第三产业所替代，昔13田园风光的石牌村变成都市里的村庄，是

目前广州市典型的“城中村”。

1997年5月石牌村村民委员会建制撤销，成立了石牌三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这是石牌

村步人城市化的标志和里程碑。石牌村将向着更美好的明天迈进。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要谋求持续发展，必须懂得历史。古人云：观今宜鉴古，无古

不成今。 《石牌村志》是石牌村的一部地方全史，志书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石牌村的历史

与现状，实事求是地记述历代村民的创业伟绩，让后人悉知前人筚路蓝缕之艰辛，。诒谋后

世，克绍箕裘。 《石牌村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编排合理、文风朴实、贴近民意，广

大村民通过阅读村志， 可弘扬先人功德，保存乡粹，可谓功在千秋。

《石牌村志》自1999年初成立编纂领导小组以来，历经三度寒暑，在前无村志可鉴的

情况下， 通过编志人员的努力工作，深入走访老一辈村民，到有关各地搜集资料，：发掘有

价值的乡粹，精雕细刻，数易其稿而成书。志书的编成是编志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村民及各

方面人士支持的结果。在村志付梓之际，谨向全体编志人员及各方面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人

士表示深切谢意。

本志虽已成书出版，但因缺乏经验，存在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祈望读者指正及谅解。

潘树勋

2002年8月

(作者是中共石牌三骏企业集团委员会书记、石牌三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原石牌村民委员会主任)



序三

方，指四方、地方、区域；志，即记载、记录。所谓方志，即记录地方之事。关于方

志的定义，众说纷纭，大体可以说是兼具史地、注重人文、详今略古、纪实求真，包括自

然与社会的百科全书。编修方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地方志在各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共识。全国上下都掀起了

编修方志的热潮，形成“盛世修志”的可喜局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区别方志的类别，一般地说，应以地方行政区域和记事范围作为区分标准，因为方志

是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编修的。记述一个乡、镇、村情况的志书，可统称为乡镇志。 ((石牌

村志》即是其中之一。

新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其应遵循的原则是：
“

详今略古”、 “古为今用”， “资治、教化、存史”。对照起来看， 《石牌村志》是按此

要求编写的。 内容广泛而丰富，记载了该村自然环境、宗族人口、建制改革、生产方式、

社会生活、基础建设、文化教育，精神风貌、地方物产、风俗习惯、古迹文物等各方面的

史料，堪称石牌村的小百科全书。

《石牌村志》真实地反映了该村的发展沿革。石牌村历史悠久，自南宋咸淳九年(公

元1273年)建村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其隶属关系多经变迁，

由一个比较大的城郊农村，自20世纪20年代后发生较大变化，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建国

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广州城市中心的东移，石牌地区

已成为新的市中心区和科技文化教育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牌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女,1841年5月底，村民们参加了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

1923年11月，村民组织义勇队协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队抗击陈炯明军的进犯；翌年10月，

参与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事后孙中山曾赠送“为国杀贼”牌匾以示表彰；1925

年，协助国民革命军平定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建国后，村民们投身于减租减息、

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 。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

动，辛勤地建设自己的家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石牌村民在其党政班子的正确领导下，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进行各项体制改革，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首先是城乡结合

发展， 农民重视科学种田，后推广农业新技术，使该村成为广州市“菜篮子”工程的重要

基地；同时实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调动了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至1987年，石牌村第

三产业的总收入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1989年实行股份合作经济后，村经济得到飞跃发展。

其次是从农村型经济向城市型经济迈进。随着广州市区建设的发展，石牌地区于20世纪90

敌j



年代中期已基本进入了城市化。为使经济持续发展，进一步深化农村股份合作制和改革管

理体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加快农村型经济向城市型经济转化，石牌村在天河区首先改

革原村体制，撤销村民委员会，于1997年5月成立广州市天河区石牌三骏企业集团，由村委

会的行政体制改为企业集团的经济实体。

《石牌村志》还记载了村民们在建设文明村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如在公共设施方面，

建立老人之家、敬老楼、幼儿园、小学教学大楼、教师宿舍、村文化活动中心、村牌坊等；

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加强文化教育和对村民进行思想教育，举办中青年农民素质教育

学习班，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多次获得广州市、天河区的文体各类奖项。并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改善环境卫生，被评为广州市创城市卫生先进单位。可以说，

《石牌村志》是一部进行“爱国、爱乡、爱集体”教育的生动教材。

((石牌村志》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突出记载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详

细地记述了建国以来石牌村所走过的光辉历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天翻地覆

的变化和各行各业的巨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石牌村是

广州市郊一个著名的乡村，其发展颇具代表性。通过本志书，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悠久历

史的乡村是怎样逐步走向城市化，村民们是怎样当家作主和勤劳致富的历程。

《石牌村志》史料翔实，所用材料主要是档案等原始记录、实物和从群众中搜集来的

调查资料，加以整理，使资料更加真实可靠和具有典型性。随着时代的久远和社会的不断

发展， 石牌村有些历史遗迹、文物、民俗习惯现在已经遗失、失传或者消失，而在Ⅸ石牌

村志》中却永久性地保存了这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

文化财富。

((石牌村志))不仅是该}寸700多年沧桑的历史记录，同时也将为该村今后的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本书的出版，丰富了我国乡镇志的宝库。略作评述，是为序。

张晓辉

2002年5月27日

(作者是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广东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广东省统战研究会理事，暨南大学历史系

党总支书记、教授)

丫



凡例

一、 《石牌村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全面地记述石牌村的历史与现状，为石牌村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记述范围，以现石牌村行政区域为主，为保持历史的原貌，对历史上有管辖关系的一些

重要史实，仍按当时的区域记入本志。

三、年代断限，上限不限，下限到2000年。个别内容适当下延。

四、体裁，采用述、记，专志、传、图、表、录等，以专志为主体。专志部分采用章、节

结构。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以前用当时的传统纪年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建国后。

六，人物记述，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排列以卒年为序。应记的在世人物以表、录方式

或以事系人人志。

七，本志的文字、标点符号、数字、计量单位等均遵守1992年2月修订的《<广州市志>编写行

文通则》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书写。

八、本志所用的资料、图片是来自各方面的档案、记录、口碑和实物的资料，并经过严格

考证，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有些内容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说法不一致，则采用多种

并存的方法记入。

九、本志的“现”和“今”，一般指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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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石牌村，地处广州市天河区，旧属番禺县鹿步司。

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董氏基祖董裔隆从南雄迁徙南来，结茅定居，

渐成村落，称为董村。后来，邻近散居在董村、谢角湾、蚬壳墙等各姓氏村

民渐次聚居庙边岗，遂成石牌村。至清代初期，石牌村已成为广州东郊人口

众多、规模较大的自然村之一。

石牌建村已有720余年历史，自明代开始，归番禺县鹿步司管辖；民国

26年(1937年)，石牌归属广州市管辖；1946年以后，虽区域建置划分频繁

交替，但还是隶属广州市管辖范围之内。

石牌村历史悠久，人文郁盛。不少名人留下了墨宝，如：清代嘉庆六年

(1801年)进士刘彬华、道光癸未科状元林召棠、光绪年间探花江孔殷、翰

林吴道镕、何荣楷及民国大元帅孙中山等。石牌村在科举考试中有名次者

为：明代隆庆四年(1750年)进士谢龙桥、清代咸丰年间举人余赀、同治年

间武举人董逢昌，还有光绪年间生员(即秀才)池昌鳌、池大恭、董香苑

等。

石牌古迹文物甚多，几大姓氏董、池、潘、陈、冼、梁等均建有祖祠，

全村祖公厅或坊厅共39座，庙宇11座，社神坛15处，门额石刻10余件，

龙亭5座，还有石龟、石狗、石铜鼓、石螺、石马、大猪王等古物。

石牌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清代道光二十一年四月(1841年5月)，石

牌村民参加了广州三元里抗英战斗。民国初期，石牌村民在协助国民革命军

打败陈炯明叛军及平息广州商团叛乱的斗争中曾作出了贡献，孙中山为此亲

笔题“为国杀贼”牌匾派人送给石牌，以资嘉奖。建国后，石牌村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

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基础，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发

展。然而“大跃进”等运动的严重失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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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弥补的损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村政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拓了新局

面。
‘7

石牌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冬无苦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光照充

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北有鸡笼岗陂、澄江陂(后称澄岗陂)等5口陂

塘，南有珠江支流猎德涌，适于种植蔬菜及一年两造水稻。

长期以来，石牌村经济以农为主。石牌藿香(中药材)、柳叶菜心是远

近闻名的名优产品，石牌藿香因质量上乘，远销国内外，年总产量(干品)

最高达两万多公斤。建国前，石牌村以种植水稻为主，蔬菜除供应广州外，

还远销港澳。建国后，石牌逐渐成为广州市的蔬菜生产基地，年种植蔬菜面

积最高达2300亩，年最高亩产达12000公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石牌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

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1988年，集体经济总收人达2600多万元，比1979年增长12倍。1988年底，

全村推行了农村合作经济股份制，1997年，撤销村民委员会，成立了石牌三

骏企业集团，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至2000年，集体经济总

收入20465万元，比1988年增长6．9倍。

四

石牌村历来重视文化教育。清代，石牌村有书院、私塾近lO间，如鹿

山书院[建于清代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同泽书院[建于清代咸丰四年

(1854年)]，以及丽庄家塾、善平书室、瑞藻家塾、龙胜义学、保良书室、

天英书室、西庵书室等。村民子弟人学，多有奖励，如保良书室是由宗族公

有田产(即太公田)出资办学，免收学费。清末民初，始改学制，小学逐渐

取代私塾。民国期间，石牌先建立了番禺县第四区第七小学，后有志诚国民

小学。建国后，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建国初期，石牌小学有9个班，300多

名学生，14名教职工。至1999年，已发展为30个班，1400名学生，80名教

职工，升初中率达100％；村民子弟升高中率达65％；升大学率达26％。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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