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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主修《河源县志>编纂委员会领导名单

(1990年11月一1999年6月)

主任刘法奎(1993年2月一1997年12月)
叶祥昌(1998年3月一1999年6月)

副主任 朱深寿(1990年11月一1999年6月)

傅振兴(1990年5月一1996年3月)

李为民(1996年7月一1999年9月)
杨耀初(1996年7月一1999年9月)
刘 刚(1996年7月一1998年2月)
李守征(1996年7月一1998年2月)
黄来明(1998年3月一1999年9月)
梁国华(1999年12月起)

委 员 刘荣英 朱乃治 陈 汉 陈良木 李德初 周伟雄

李国兴 陈茂质 杨成林 梁金发 缪运传

二、撤县设区后县志编纂委员会领导名单

主任游镇强(1990年11月一1993年3月)

副主任具铁祥(1990年11月一1994年8月)
委员 陈 汉 陈茂质 杨成林 陈良木 何观南

高仁泽潘炳西 蓝庆云 许文恭 刘桂连(女)

李德初‘曾 亢 何 亮 殷罗先 张火林

邹国松 黄振中 梁金发 丘汉堂 刘国标

郑梅生 l刘寿榕f f马 鸣f

三、原河源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领导名单

主任 张汉卿(1985年1月一1985年12月)



副主任黄春尧(1985年1月一1987年12月)

黄汝贤(1985年1月一1987年12月)

卓佛坤(1985年1月一1992年9月)

叶祥昌(1987年7月一1987年12月)

赖佩燧(1987年7月一1987年12月)

陈振青(1985年1月一1987年7月)

l郭衍波l(1985年1月--1986年5月)

委 员 刘福康 李石佑 张德淡 程如光 黄智林

邹映波 张定中 张月泉 黄振中 毛史平

曾颜球 李毅光 杨成林 I马 鸣l l陈天生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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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工作人员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主编

副主编

编辑

绘 图

摄影

河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杨成林(1985年7月一1999年9月)

谢其森(1992年3月一1999年9月)

何小伟(1991年4月一1994年12月)
丘文生 欧阳建朋 赖超清

《河源县志》顾问

欧阳裕 马 鸣 欧阳轲 刘寿榕

朱深寿

傅振兴

李德初

赖新彩

刘锦兴

邓罗文

张呈泰

河源县志审定委员会

曾令强

周伟雄

利荣桂

黄万荣

肖 茂

彭观胜

梁建民

吴添能 欧阳红 钟作新

梁金发 欧阳国成 潘启强

曾庆阳 蓝金云 黄海泉

黄木林欧一平 刘耿

邹法明

《河源县志》编辑部

杨成林

谢其森何小伟

丘文生 张家坤(聘请) 欧阳建朋 陈福宏(聘请)

黄润枢曹鸿利

欧阳建朋 欧阳宏新 古敏生 厚 高 谢状雄 黄小梅

●●I●llI}Lk，I}■『■■●●■■■■_-

llIi●IiI



主 任

副主任

工作人员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主编

副主编

编辑

绘 图

摄影

河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杨成林(1985年7月一1999年9月)

谢其森(1992年3月一1999年9月)

何小伟(1991年4月一1994年12月)
丘文生 欧阳建朋 赖超清

《河源县志》顾问

欧阳裕 马 鸣 欧阳轲 刘寿榕

朱深寿

傅振兴

李德初

赖新彩

刘锦兴

邓罗文

张呈泰

河源县志审定委员会

曾令强

周伟雄

利荣桂

黄万荣

肖 茂

彭观胜

梁建民

吴添能 欧阳红 钟作新

梁金发 欧阳国成 潘启强

曾庆阳 蓝金云 黄海泉

黄木林欧一平 刘耿

邹法明

《河源县志》编辑部

杨成林

谢其森何小伟

丘文生 张家坤(聘请) 欧阳建朋 陈福宏(聘请)

黄润枢曹鸿利

欧阳建朋 欧阳宏新 古敏生 厚 高 谢状雄 黄小梅

●●I●llI}Lk，I}■『■■●●■■■■_-

llIi●IiI



主 任

副主任

工作人员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主编

副主编

编辑

绘 图

摄影

河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杨成林(1985年7月一1999年9月)

谢其森(1992年3月一1999年9月)

何小伟(1991年4月一1994年12月)
丘文生 欧阳建朋 赖超清

《河源县志》顾问

欧阳裕 马 鸣 欧阳轲 刘寿榕

朱深寿

傅振兴

李德初

赖新彩

刘锦兴

邓罗文

张呈泰

河源县志审定委员会

曾令强

周伟雄

利荣桂

黄万荣

肖 茂

彭观胜

梁建民

吴添能 欧阳红 钟作新

梁金发 欧阳国成 潘启强

曾庆阳 蓝金云 黄海泉

黄木林欧一平 刘耿

邹法明

《河源县志》编辑部

杨成林

谢其森何小伟

丘文生 张家坤(聘请) 欧阳建朋 陈福宏(聘请)

黄润枢曹鸿利

欧阳建朋 欧阳宏新 古敏生 厚 高 谢状雄 黄小梅

●●I●llI}Lk，I}■『■■●●■■■■_-

llIi●IiI



主 任

副主任

工作人员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主编

副主编

编辑

绘 图

摄影

河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杨成林(1985年7月一1999年9月)

谢其森(1992年3月一1999年9月)

何小伟(1991年4月一1994年12月)
丘文生 欧阳建朋 赖超清

《河源县志》顾问

欧阳裕 马 鸣 欧阳轲 刘寿榕

朱深寿

傅振兴

李德初

赖新彩

刘锦兴

邓罗文

张呈泰

河源县志审定委员会

曾令强

周伟雄

利荣桂

黄万荣

肖 茂

彭观胜

梁建民

吴添能 欧阳红 钟作新

梁金发 欧阳国成 潘启强

曾庆阳 蓝金云 黄海泉

黄木林欧一平 刘耿

邹法明

《河源县志》编辑部

杨成林

谢其森何小伟

丘文生 张家坤(聘请) 欧阳建朋 陈福宏(聘请)

黄润枢曹鸿利

欧阳建朋 欧阳宏新 古敏生 厚 高 谢状雄 黄小梅

●●I●llI}Lk，I}■『■■●●■■■■_-

llIi●IiI



序 -．

潘仕心黄慕昌

序一 ·1·

河源地处广东东北部，东江中上游，地理位置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

地。河源锦绣山河，地灵人杰，民情温厚，风俗淳朴，人民勤劳勇敢，具有

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半个世纪以来，’河源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

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县人民团结奋斗，重整乾坤，使古老的河

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上下同心同

德，励精图治，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努力开创新的局面，

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把这些古往今来人们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造文明

的斗争的历史与伟大业绩载入史册，传于后世，彰往昭来，发扬光大，使之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无论对于激励今人，启迪后代，都有重大的意义。

．新编<河源县志>本着贯串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广征博采，搜集了
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大量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河源的历史和现状，是一

部比较系统地反映河源县情的百科型资料书，其中，有全县古往今来的地理、

民情和各行各业的发展沿革，有值得借鉴、吸取的历史经验，察古知今，得

益非浅o<河源县志>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

教育，是一部良好的乡土教材。它的出版问世，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河源、

了解河源、建设河源、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o

、值此新编<河源县志>即将出版之际，谨向为本志的编纂和出版付出了

心血的领导、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和全体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

的感谢! ，

1998年6月10日

[潘仕心同志原任中共河源县委书记，后任中共河源市委副书记，现任市政协主席

(已退体，厅级)；黄慕昌同志原任中共河源县委副书记、河源县县长，后任中共源城区

委书记，现任中共河源市委常委、河源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2· 序二

序 二

刘法奎叶祥昌 朱深寿

新编<河源县志>的出版发行，是东源县、源城区历史上的一件盛事。

一本集河源县1504年的漫长历史，记述了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的社会状况、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地理诸方面于一体的志书，对于今天进行现

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研究、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新编志书是一本具有科

学性、综合性和全面反映县情的资料宝库。

河源建县自南朝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从龙川县析置河源县始至

建国后1987年的1504年间，仅有明、清两代有过5次修志。清光绪元年

(1875)起，迄今为止已有110多年中断修志。这段历史，正是中国经受

“鸦片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的考验。18世纪以来，全县人

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为了翻身求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披荆斩棘，‘浴

血奋战，前赴后继，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建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了

我县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特别是1978年，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改

革开放方针政策，使我县取得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辉煌成就。
‘

． 人民创造历史，历史反映人民。河源山青水秀，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陆交通方便。广梅公路和广梅汕铁路贯通县境南北

两端，是龙川、连平、和平、兴宁开发经济的南门户，当今的源城和东源又

处于河源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把这些史实载入县志，世代相传，

对激励子孙，启迪后代，继承历史，开拓未来，振兴河源的各项事业，无疑

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新编<河源县志>，是全县人民的重托，是历史赋予
我们的光荣使命o

河源新编地方志书，全面记述了河源县1504年的历史和现状，在编纂

过程中，广征博采，事事考证，字斟句酌，史料丰富，观点正确，词句严
谨，语言通顺，文图并茂，符合规范。为了准确无误地记载河源的自然地

理，社会历史和现状，我们曾拜访过汕头、韶关、兴宁、五华、龙川、紫金

等兄弟单位，到过外省和广州、惠州以及本县档案馆，考查有关史料几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二 ·3·

部，摘抄笔记1 000多万字o 1985年成立县志办，1988年建市撤县分区，时

因工作人员调动而中断3年。1991年后，重振旗鼓，从源城、郊区政府办

抽调人员恢复县志编修工作，经过10个春秋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98年夏

反复6次修改和省3次审定后交付出版。

河源县志书，具有浓郁的河源特色，是一部比较系统反映河源县情的地

方百科全书。它的出版发行，可以让中国人民了解河源历史，让海外华侨及

世界人民了解河源历史：让河源人世世代代了解河源县情，从而激发他们热
爱河源，珍惜家乡，开拓未来，振兴河源的热情。它的出版发行，像东江河

水长流人间，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河源县志书的编纂、出版发行，是原中共河源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

视，源城区委、东源县委和区(县)政府各届领导大力支持，以及各部门通

力合作的结果。县志办5个工作人员中，有3人年逾花甲，他们不辞劳苦，

带病坚持工作，为此书的编纂，不计较个人得失，辛勤笔耕，其认真负责的

精神，令人钦佩。
一

值此新编《河源县志>即将出版发行之际，谨向为此书作出贡献单位和

编纂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1

1998年6月

(刘法奎同志，原任河源县副县长，后任中共河源市委常委，兼源城区委书记，县

志编委会主任，1998年调任河源市委政法委书记；朱深寿同志，原任中共河源县委常

委、东源县县长，1996年5月任中共东源县委书记，县志编委会副主任，1997年12月

调任源城区委书记；叶祥昌同志，原任河源县副县长，后任中共河源市委常委兼东源县

委书记，县志编委会主任，现调任河源市委宣传部部长)



例

凡

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为南朝齐永明元年(483年)置县

1987年。有关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主要情况的记载延

二、本志体裁，包括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采用

语体文，记述体。<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o
r 三、本志编写，横分门类，纵向记述，分类按篇、章、节、目排列，全

志设39篇、171章、488节。

四、人物入志，以“生不立传"为原则，立传人物，以影响较大的本县

籍人士为主，亦载少数长期活动在河源、有较大贡献的外县籍人士；不区别

人物类别，以卒年为序列o<革命烈士名录>按县民政局<革命烈士英名录>
编写。

。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朝代或民国纪年，并括注公元

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称“建国后”，以公元纪年；河源于1949年

9月19日解放，文中“解放前”、“解放后”，即以此为时间界限。

六、本志资料来自省、市、县档案资料和党史、文史、新编区镇、各部

门的专业志、旧志、家谱、报刊和专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经考证鉴

别后载入，均不注明出处。 ．

七、本志所用的各项统计数字，以河源县统计局编的<河源统计年鉴>

为准，如统计局缺的则使用有关部门的数字，所用数据均按当时行政区划。

八、行政区划、党政机构、职官名称及地名、计量单位、货币面额等，

均按当时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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