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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扩州市天河区志>的编纂自
1989年开始，参与编志的区属机关

单位达79个，参加修志人员200余

入，七历寒暑，备尝艰辛。今天，

志书终于编成，这实为一大盛事。

天河区位于广州市东部，正式

建区干1985年5月24日。该志上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下至当代

改革开放的1990年，跨越一个半世

纪，收录了有关天河地区的地理、政治、

史实，值得一读。

序一 ·I-

张挂芳 黄叠瑞

经济、文化、人物等各方面的重要

天河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用自己双手创造的历史。读《广州市天河区

志》，不仅可以看到近代天河先辈们艰苦朴实、努力裔斗的身影，而且可以

看到现代天河风云际会，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建区后在改革开放大潮推

动下呈现的由农村向繁华市区转变的崭新面貌。从而，爱我天河之情油然而

生，建设天河之志更加坚定。

古人称“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社会在发展，

历史在延伸。修志者面对昨天，直书其事；但作为阅读者，尤其是领导者，

则应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善于从历史中寻求借鉴和启迪。只有了解天河的

昨天，才能更好地建设天河的今天和明天。让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创造出

史册中更加灿烂的一页，以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来者。

天河是一块宝地，是未来广州现代化国际城市的中心。天河人热烈欢迎

海内外人士和港澳台同胞前来投资建设，共同建设美好的天河。但愿志书能

够为投资者们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投资指南，更好地为建设和发展天河服

务。

(r-州市天河区志》的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感谢广东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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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各方专家学者们的关怀指导，感谢各部

门各单位的支持配合，感谢天河修志人员的辛勤笔耕。如有疏漏和不当之

处，祈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中共广 州 市 天河 区委书记张桂芳

广州市天河区区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黄金瑞
1996年3月20 Et



序 二

天河虽是新区，但历史悠久，2000多年来天河

是属番禺、南海和广州郊区的一部分。遗憾的是，

天河长期以来未有单独而全面的历史记载。今天，

天河历史上第一部志书——《广州市天河区志)，经

8年的努力，终于成书出版。这是我区各级领导、

广大干部群众和全体修志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是

我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

可喜可贺。

《广州市天河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序二 ·3·

巢家良

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现代科学

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天河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阅读区

志，使人们全面地了解天河的过去和现在；区志为领导的科学决策和投资者

建设发展天河提供一份丰富、翔实、可靠的资料，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都

很好的教材。

古人云：“盛世而修志”，我看修志也可促盛世。《广州市天河区志>的

编修，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它是改革开放成就与经验教训

的真实写照，是传世之作。望我区干部和群众都来读区志。这样，将会受益

石浅。

“鉴古知今，承先启后”。我们天河有着光荣的历史，有勤劳勇敢的人

民，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又面临着加快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大好机遇。

我相信，金区干部和人民群众，将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高举邓小

平理论旗帜，为天河未来的发展史谱写出崭新的篇章。

原天河区区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梁家良
1997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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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我国历史上曾经编纂过不少都邑志，但是这些

都邑志均不是城市区志。其原因是当时城市区的行

政实体还没有存在，而真正的城市区志编纂是始于

本世纪的80年代初期。较早出版的有南京市的《白

下区志)、洛阳市的《涧西区志》、沈阳市的《沈河

区志》、淄博市的《临淄区志》和杨州市的《广陵区

志>等，，现在《广州市天河区志>将问世了，她是

城市区志大家庭中新的一员，为城市区志增添了新

鲜血液，

一f’ |

L!竖＆一、产．．-．’‘-。qJ

关履权

广州市天河区既是新区，又是开发历史悠久的地区。说它是新区，是因

为天河区只是在1985年5月24日才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市属行政区。但这

个地区开发历史较早，从该区龙眼洞飞鹅岭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许多磨制石

器和陶器中，证明在2200～4000年前这里已经有入定居，并从事生产活动。

先秦的时候，广州地区(包括天河地区)是越族聚居之地。秦始皇二十八年

(前219年)，派尉屠雎率领50万大军，分五路进兵，一军处番禺之都，即

广州，后来秦始皇平定岭南以后，干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在岭南设

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由皇帝直接委任郡县长官管理。从此，岭南地

区的社会和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南海郡的郡治在番禹，天河当时属番

禺县管辖，至今已达2210年。

天河建区时间虽然比较迟，但城市化发展并不迟。这里，早在本世纪

20年代就开始了城市化发展的进程，而且发展速度较快。特别是建区后，

这里的交通发达，高楼林立，工商业繁荣．尤其是大专院校、文化体育和科

研单位众多，成为广州市科教文体中心。

《广州市天河区志>共有24篇，男有“概述”和“大事记”在前，“人

物传”在后；正文之后，还有“附录”和“修志始末”；全志110多万字．

图片190多幅，体例完备，资料丰富。

《广州市天河区．--2。>中各部类的比重安排也十分恰当?《广州市天河区

志>24篇中，经济部类有9篇，为各部类之首，以充实的资料反映天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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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脉络，尤其是重点反映建区以来经济腾飞，城市建设面貌目新月

异，展示出天河迈向未来广州现代化国际城市中心区的美好前景。其次是政

治部类，有8篇，重点记述自鸦片战争以来，天河地区重大的斗争史实，尤

其是充分反映出中共党组织光荣的斗争历史。在记述党政群团时，不只是简

单地记述其机构人员，而是重点记述这些机构职能部门如何运作，怎样为人

民服务、办实事的情况。文化部类虽篇幅不多，但能抓住重点，体现天河地

区大专院校众多、科研单位密集、文化体育设施先进的优势。

城市区志的作用，有人认为是“综区之情，供市之料，补市之缺，详市

之略”，这是可以的。地方志是一方之志，区志是一区之志，单纯追求大而

全，与全市之志重复过多，显然无此必要；但区志应该综合记述一区之情，

为市志的编纂提供资料，补充市志的不足，详载市志无法详载的人和事，却

属必要。城市区志和市志都是城市志。市志是记述一个城市的全部，区志只

是记述一个城市的局部。它们之间有个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记述的角度也不

一样，区志要写出地方特色。而《广州市天河区志>正是注意了这些关系和

角度，写出了天河的特色。

政府文件、工作汇报、会议记录以至有关领导的报告、讲话、文稿等都

是地方志使用的原始材料，其史料价值不容低估，必须善于利用。《广州市

天河区志>的各篇章中，融汇了这些原始资料。编纂者并’没有照录原文，而

是经过融汇后，用志体的文字写出来；有些资料则整理成为各类表格，反映

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并进行分析比较各种数量及其关系。

这些表格是<广州市天河区志>编纂者辛勤扒梳史料的结果。这样’给读者使
用．时提供了方便。

《广州市天河区志>经历七番寒暑，终于编写成功，实在可喜可贺。这

是天河志人甘于清苦、不求名利、勤笔耕耘以及天河区各级领导重视、各方

面协作支持的结果。鄙人曾参与天河区的编志工作，在区志即将付梓出版之

际，略作评述，是以为序。

l关履权lI．．．．．．．．．．．．．．．．．．．．．．．．．．J

1996年8月27日

注：关履权是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聘任为广州市天河区地方志编委会、广州

市地方志编委会等修志单位顾问。1996年9月3日，在广州病逝，终年79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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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

反映天河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

二、记述范围，以现天河区的行政区域为主，但因历史上本地区的管理

区域多次变动，故对一些重要史实仍按当时区域记入本志，以保持历史原

貌。

三、年代断限，上限一般为1840年，下限一般为1990年。对某些事物

的记述，按需要可超出断限。

四、体裁，采用述、记、专志、传、图、表、录等，以专志为主体。为

加强志书的整体性，还设概述、综述、无题小序等作宏观记述。

五、划分门类原则，是从现代城市行政区社会分工的实际出发，以现行

的管理体制为基础，参照学科分类和志书门类设置的传统进行分类。其中，

专志的部分以篇、章、节、目4个层次对各专业的历史与现状作全面系统的

具体记述，共设24篇、105章、366节，合共110余万字。

六、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以前用传统纪年加括号

注名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后，简称为建国

前、建国后。

七、人物的记述，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排列以卒年为序。应记的

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或以录、表等方式入志。

八、本志所用资料、图片，基本来自各单位提供的分志初稿或资料长

编，也有来自各方面的档案、口碑和实物资料，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的文字、标点、数字、计算单位等均按照国家所规定的规范书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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