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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县(市)志编纂委员会
(共三届，以任职先后排列)．

主任：郑锦滔(1985．3—1991．10)

叶耀(1991．10一1994．8)

李近维(1995．5一 ) 。

，

副主任：姚锦柏 马汉民 林 强 邓木进 黎桂康 陈梅根 梨家裕

成 员：张振球 方达文 l吴应秋l 熊晓光 叶柏青 谢仲光

莫锦满 郑国梁，周致纳 黄创新 石燕飞(女)．～

陈 宏 陈桂明 梁集恒 卢寿维 黎淦波 陈培坤

杜 度 卓永友 莫镇波 方毓兰(女) 李志文
‘ ’

李泽霖 邹金生 钟剑辉 黎爱文 徐泉清 陈 文
· 叶碧荣I袁德辉I傅泽铭 方炯能 徐 昌 黄碧莲(女)

。

叶镜湖 刘锦标 李灿林

《东莞市志》名誉主编

李近维。

《东莞市志》主 编

李灿林

《东莞市志》顾 问

林 若 王 匡 王鲁明 祁 烽 陈越平

张江明 胡守为 张 如 马汉民

《东莞市志》特约审稿

胡屯为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锦全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五湖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张华夏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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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寿祺

曾宪礼

刘志伟

洪永崧

陈 烈

石祖培

唐 森

饶展雄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

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教授

璧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

广州市地方志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东莞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编辑

办公室主任兼主编：李灿林

办公室副主任：匮虱张 应(1994．12)

办公室人员、编辑：张 应 朱利民 谢向阳 张 磊

参加编辑工作：李泽林 陈雪轩 廖振祥匮珂
其他工作人员：梁 坚卢任南 祁素美

专业志、区镇志主要撰稿人

赖 湘 曾来生 谢遇春 黄 谦

房松青 张华强 雷福康 宋观生

李合明 陈展鹏 赵宝琦 蔡景安

黄淦泉 I袁熊坤I黎锦团 黄托安

叶伟才 唐树明 唐云山 陈仲贤

王庶兴 陈锡江 雷习英(女)

谭锦标 叶汉基 王励吾 李振荣

陈秀英(女) 陈 楠 叶镜湖

李福荣 彭启尧 黄伟强 马汉民

周世勤 王普生 翟学良 谢向阳

余道民 蔡引凤蔡信 曾苏贵

劭

李强基 梁家枢 王洪贵

张绍敏 冯湛林 陈志强

叶振明 刘洪汉 萧桂新

张俭东 王 健 陈镜坤’

冯汉辉 钟惠厚 钟亚庭

翟锡昌 }朱 善I邓罗苏
许国华 陈淦林 袁柏根

蓝 英(女) 黄碧莲(女)

叶树荣 邓慕尧 熊顺涛

温满光 罗应培 黄 干

陈合明 I袁树炎l叶振锵
袁建中 殷流稳 袁振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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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锦山碧水，钟灵毓秀，文风悠远，民风淳厚。

中华民族罹内患，抗外辱的近现代史上，东莞是一块慷慨悲

地。虎门销烟，鸦片战争，．标志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大事发生

的大革命时期，先驱俊杰驰骋在这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日革命根据地建立在这里⋯⋯应该说，在中华民族的解放斗

了非凡的足迹。新中国成立后，东莞历史的进程有坦途亦有

困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东莞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

，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由一个农业

体的新兴工业城市。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振兴富强史上，东

篇章。

的理想与斗志，智慧与创造，苦难与热血，为我们留下了光

辈的史绩，继承历史的光荣，铭记历史的教训，是我们的责

志》250万言，工程浩大，历时十载，终于问世。这部宏篇巨

东莞自1912年至1987年的历史轨迹。

下伸延，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实践书写历史。虽则圣贤英杰

山仰止，景行行止，只要我们砥节砺行，如古人云：“白日之

可书者，不可为也”，坦坦荡荡，兢兢业业，时时为人民做好

这一代人续写的东莞历史，也将无愧前辈后人。

。案然羹靴维
1995年8月





．4．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系统记载东莞的自然环境、社会变革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历

史和现况，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4部分组成。采用记、志、传、图、

表、录等综合体裁。首冠概述，综叙市情，统览全貌；大事记以时间为顺序，记

叙全市大事、要事，纵贯古今；末设附录。主体为专志，共26编、148章、516

节，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各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立，不拘限于现行行

政管理系统。

三、本志统合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始于清末，有的事物适当追溯；下

限断至1987年。大事记、书目辑录、附录及人物延伸至1992年。

四、立传人物以莞籍为主，亦收有少数在东莞历史上作过重要贡献的客籍

人士。生不立传。志中也收入个别有较大影响的反面人物。“书美以彰善，记恶

以垂戒”。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

五、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朝代年号，以汉字书写(夹注公元纪年)；民

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夹注公元纪年)或直接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则照实记载。各项统计数字以市统计

局的资料为主，统计局缺数字的则采自主管部门或有关单位。

七、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其

余均为语体文，记叙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市档案馆、图书馆藏籍，历代地方志、家谱、族

谱，有关报章、刊物和专著以及当事人、知情人提供的口碑。经校核鉴别后载

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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