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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焕展

乱世同城防，盛世修史志。

贵屿镇位于潮阳县区之西北，北靠小北山，南濒练江，有襟

江带水，兀山延岭之势。自唐文宗开成四年始，中原祖先南渐至

此，泱泱一千二百年，孕育着既有邹鲁遗风的雅范，又有瀛洲水

相文化的风韵。由于文化较为发达，历代名人荟萃，创造了相对

繁盛的市集和经济，因而也带来人口稠密、耕地不足之忧，9i以

居民昔年就有人飘洋过海，自然也就受到海洋文化的潜陶，形成

此间既有中原文化块桕的积淀，又有外来文化意识的回流。

典籍呵考，南宋乡人吴应宸倾资勤王，明代陈友仁聚众杀

倭，清代铁山主帅杨臣尧举义旗，1927年玉窖、华美、龙港犁民

协会，1944年南阳(抗日)护乡队，都是先民浴血奋战的见证，

构成一幅乱世农民揭竿起义，抗御外侮，匡扶正义的壮观画面。

历史有据，由于邹鲁遗风脉传不息，为民造福、好善乐施的事迹

甚多，如北宋乡宦吴惠成自费建贵屿崎桥，元代延祜年间乡人挖

筑庵仔井，1924年陈柏瑜办船务交通，1926年陈镜衙整修贵屿

街，都曾传为佳话。

对于贵屿当地的沿革和文化块相的考证，虽不算透彻，但从

唐代苏琳置建“彭洲园"，宋代吴高士自筑“仙境园黟书斋，明

代陈江、陈洗倡办街路棚书画联展，清光绪年间创办界河学校，

1925年创办贵屿文学社等，亦可见当地文化氛围的浓郁。这些社

会风尚和文化走向，有力地影响了当地经济的拓展和开发。而贵

屿的古今沿革和人文潜质的嬗变，也与当地人漂泊海外付出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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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密不可分。侨居海外的乡亲确实为家乡带来了骄傲。昔日的艰

辛，换得今日的奋进发达I家业兴起又不忘生于斯之乡梓，慷慨

解囊，促进了家乡的兴盛。他们将流芳百世，为后代所共钦。

这部((镇志》的出版，共分六章加大事记、人物，杂录等内

容，可分可合。合则经纬交织，构成贵屿的宏观图史，分则描绘

细部，介绍了贵屿不同时空的微观事物，不但可作宝贵的历史资

料，还可慰藉客居海内外的贵屿籍游子的乡思。但愿这部《镇

志》送达海内外乡亲手里，将增强“爱我家乡，振兴贵屿，建设

贵屿黟的凝聚力。 ·。

愿贵屿迈开阔步，开拓更加灿烂的锦绣前程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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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 例

一，本志编写过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

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编写原则。 ．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自唐代，下至1991年。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明、清时代、民国时期编写的志书，

县、镇的档案资料，报章杂志，各有关单位提供资料及社会人士

的口碑资料。

四，历代称谓沿用通称，如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

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
’

五，建国前使用历史纪年(年号)，夹注公历年份，建国后

以公元纪年；纪年书写，清代以前用汉字，民国时期和公元纪年

用阿拉伯数字，农历用汉字。

六、各时期的政治机构、官佐姓名，依当时历史习惯称谓，

不加政治性定语。对人物直书其姓名，不加称呼和褒贬性定语。

地名使用今名，用古地名时要夹注今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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