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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修志，始于雍正年间黄大鹏纂修的《鹤山志略》。但该书已佚，至乾隆十

九年和道光四年，各修过一次，于今已中断170多年。民国期间，曾有人发起修

志，但未能成书。本届《鹤山县志》，起步于1986年，历时十载有三，由于志书断

修时间过长，档案散失严重，遇到很多困难，惟鹤山县委、县政府重视，方志办

的同志甘于奉献，历尽艰辛，终于编成出版，实属可喜可贺。

我有幸参加过《鹤山县志》的验收，浏览过志稿。我认为《鹤山县志》基本上

是成功的，是一部可信、可用、可读的资料性著述。它观点正确，结构合理，内容

丰富，史料准确，文字畅顺。其优点有四：

一、资料丰富，内容全面系统

鹤山县地处西江下游南岸，是一个低山丘陵区。建国前，鹤山经济处于自给

半自给的自然经济中，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但是，鹤山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光

荣的革命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鹤山县委和县政

府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面貌发生很大

变化，国民经济飞跃发展，跻身全国百强县(市)行列。1993年，全市国民生产

总值为19．6亿元(现行价)，全市农村经济综合实力在全省县(市)中居第17

位，跨入全省20强行列o《鹤山县志》系统地、如实地记述了鹤山县261年的历

史，尤其是建国后44年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轨迹，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

教训。

全志分为26篇、86章；另加“续志”部分，由概述、专题和统计表组成。资料

丰富，门类齐全，内容涵盖百科，全面、系统、具体。对每项主要事业，都追溯其

渊源，记述其演变、发展，如建置沿革、华侨的由来、姓氏源流等，过去的《鹤山

县志》和其他地方史料，或无记载，或语焉不详。本届修志人员，不避艰辛，广泛

搜集史料，查阅典籍，对建县前鹤山历史沿革作了较详尽的记述。又如红烟、茶

叶，是鹤山著名特产，建国前一直是该县主要经济支柱，但过去的志书偏重于

记生产，很少涉及销售，特别是出口状况，记之不详，缺少具体数字。本届修志

人员，多方收集解放前的档案、公报等文字资料和民间口碑材料，对生产、销售

作了详尽记述，使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其产销发展脉络。 ‘，

《’



·2·序一

二、求真存实，史料准确可靠

鹤山修志工作者坚持“求真存实”原则，使用史料，必反复查核，力求准确。

以唯物的、历史的辩证方法，如实记载历史与现状。不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对

成绩和问题，都给予客观记述。如对建国前历届县政府的功过，抗日战争时国

民党驻鹤山的军队在抗击日军中作用等，都实事求是地作了客观的记述；对建

国后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土地改革中“左”的表现、合作化中的“共产风”等也没

有回避，而是实事求是地记述。对历史人物坚持历史地、辩证地评价，如鹤山

“大天二”何柏，对其“围剿”革命老区的罪行，给予揭露；而对其在抗日时期及

胜利后，在稳定本县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

三、体例有所创新

鹤山市在修志过程中，既注意继承传统，又注意吸收当代最新修志成果，不

为传统所囿，对志书的体例作了可贵的探索。《鹤山县志》的下限原定为1985

年o 1993年鹤山撤县设市后，县编纂委员会为提高志书的现实价值，使读者对

鹤山新貌有更深的了解，决定将下限延伸至1993年设市时止，为避免全面返

工和重复，1986年至1993年材料，采用“续志”的形式。鹤山市志办在省志办

指导下，锐意创新，大胆探索，打破传统机械按逻辑概念分类、面面俱到的体

例，以概述、大事记反映全县发展变化。各项事业情况，则根据本县具体情况，

选取最能反映本县全貌的最具特点的18个专题，以专题形式记述。这样既能

较全面地反映全县新貌，又能突出重点，加强记述深度。这种探索是很有意义

的。

四、时代特色与地方特色兼备

时代、地方特色是体现新志书质量的两个重要标志o《鹤山县志》在这方面，

比较注意。对有特点的事物，采用设立专章、专节、增加记述份量等种种方法，

多层次、全方位地给予展示。

鹤山是革命老区，志书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鹤山地区革命斗

争、社会变迁、社会建设的基本情况，记述了鹤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解

放、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对开放改革后的鹤山建设成就，除分散于各章节反

映外，还在“续志”中予以充分集中展示。

鹤山地处珠三角，-9粤西山区相接，境内岗峦起伏绵延、为珠三角水乡中的

唯一一块低山丘陵区。鹤山又是全国著名重点侨乡之一。这些地方特色，在篇

目设置上都得到体现，内容也比较充实。

志书是信息的载体o《鹤山县志》是人们了解鹤山最好的工具书和教科书。

愿此书出版之后，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利用，以发挥它资政、教化、存史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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