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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开平文物志》是一部记载我县先辈在各个历史时期从事生产斗

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科学．艺

术价值文物资料的综合性著述。

编写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自从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

年)开平正式建县治以来，历任县官相继编了好几套县志，但象今天

这样广泛搜集，系统整理各类文物资料的文物专志，这在开平历史上

是件从来没有过的新事。

新的文物志，要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甄则作为

指导。文物志要求以物立志，以物见史，以物见人。编写文物志，

要求做到科学性、资料性和知识性的统一。编写文物志还要抓住重

点，突出特点，照顾全面，符合体例。并力求图文并茂。

编写《开平文物志》，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对歼平现存的各类文物

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抨文物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更有效

地对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革命传统和爱国爱乡的教育。

开平是著名侨乡，无数老一辈华侨，曾为国家民族的荣辱兴衰，

为家乡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开平文物志》用了大量实物资

料，为华侨先辈树碑立传，让子孙后代永远对他们歌功颂德。同时，

也向华侨新一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实他们的根在中国故乡，启遭

他们要学习先辈，为祖国和家乡建设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本志

的重点和一个特点。

《开平文物志》，是1983年我县开展文物辫查以来，从事这项工

作的人员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而编撰完成的。期望它能为我们继承祖

国优秀文化遗产，研究开平历史，特别是研究开平华侨史，提供可靠

的文史资料。

由于这是一顼新的工作，加上时间短促、经验水平所限，本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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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有疏漏不足之处·敬请有识之士和读者不吝指教。

开平要县长 关均溢

198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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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开平县文物志》即将面世I

这是开平县文化事业建设中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也是开平县文

博专业人员多年来开展文物普查、文物征集和精心编写的辛勤劳动的

结晶。我有幸多次看过稿本，愿意说几句读后的感想。

首先，在我看过的已出版和尚未刊印的许多市县文物志中，开平

文物志具有它自身的鲜明特点，这就是华侨文物在该志中占有很大的

比重和显著的位置。这是“四邑打之一开平的县情和文物发现及其分

布状况所决定的。

开平是我国遐迩闻名的侨乡，海外开平籍华侨华人达42万人，分布

予世界上58个国家和地区。近百年来，许多华侨虽身居异域，却心怀祖

国。他们无论在祖国民族危难的关头，或是在振兴中华、建设家园的时

刻，都能以赤诚之心报效祖国。“祖国的兴衰存亡，无不与每一个流落在

海外游子的命运休戚相关。矽这是海外华侨的共同心声。他们以各种

方式和途径，支持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斗争，支援家乡各种公益事业

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留下了许多业绩和珍贵文物。诸如，孙

中山先生写给旅美华侨谭葵开的“聪明才力大者，当尽其能力服千万

人之务I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服十百人之务”题词，既反映了

孙中山先生对广大爱国华侨的殷切期望，又表现了孙中山先生为广大

民众服务的博大胸怀。又如毛泽东主席给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的亲笔信，

周恩来总理在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亲切接见万隆中华总会副主

席关崇简先生的照片，以及经廖承志，何香凝审定的司徒美堂的墓志

手稿等，既说明爱国华侨和侨乡人民对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崇敬爱

戴，也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广大爱国华侨的关怀。还有其他许多反

映开平华侨爱国爱家典型事例的文物史料，如“孙中山与同盟会旅美

支部成员合影"照片、“合山铁桥"，“一等奖章弦，“抗战献金纪

3



忿章耖，。航空救国纪念章一，“航空救国券纾等等。读了这些珍贵

的华侨文物资料和感人事迹，我们深爱激励和教育l

在开平的华侨文物中，还应提到别具一格的建筑物，如开侨中

学、关族图书馆、冈陵阅书报社，华侨博物馆、司徒美堂纪念馆、立

园别墅，以及千姿酉态、中西合鐾的多达1000余座的开平碉楼。开平

碉楼在国内外是引入瞩目和备受赞誉的。编纂者之所以搜集如此丰富

多样的实物资料，正是为了“为华侨先辈树碑立传，让子孙后代永远

对他们歌功颂德扩；我想，这种立意和愿望是正确的，也将世世代代

相传下去。

其次，《开平县文物志>不仅做到编写文物志应当努力傲到“抓

住重点”、“突出特点糟——华侨文物，而且也尽力做到“兼顾全面，，，

。符合体例弦的要求。这就是该志中还有“概述帮、“古代文物"(古

遗址纾，墓葬，建筑和石刻)、“民主革命时期文物"、“馆藏文物，，

和“文物博物工作概况"等其它六个篇章。通过它们，读者可以比较

全面地了解开平文物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它们的价值和意义。所谓符

合体例，就是要符合“文物志"的体例。比如，开平文物志虽以华侨

文物为突出特点，但并不是把它写成华侨史，而是以物为主，以物纪

事(史)、以物见人，图文并茂。同时，我觉得开平文物志的绝大多

数条目，能够傲到材料翔实、立论稳妥，断代准确，详略得体。有些

条目还挖掘得比较深刻，如“墨西哥鹰银元”．。开平碉楼"，等

等。又如古建筑一节，除着重记述“学官矽， “风采堂”(纪念北宋

名臣余靖而建)和“溯源家垫"(祠堂)等主要建筑外，还列表登记

了经过普查的现存的440多座祠堂，逐一查其名称，记其位置，度其

尺寸，考其年代，分析其结构和特点。仅此一例，亦可窥见普查人员

和编纂者用功深细之一斑l

最后，我们相信《开平县文物志>的出版，不仅将有利于文物保

护、文物研究和宣传教育，有利于进一步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发

扬光荣革命传统，而且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也将起

到它的积极作用。

《开平县文物志>的出版，必将迸一步促进开平地上地下文物古

迹的更多发现，促进开平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它的问世，对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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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华侨、港澳同胞、我省人民瓤广大读者了解开平，认识开平、关心

开平，也将起到褥粱作用。

广东省文物志煽辑室副主任 杨式挺
1989年5月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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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所载文物包括古代、近代和现代文物。由于开平是著

名侨乡，很多近、现代文物与“侨”字分不开，故本志重点选收华侨

文物。

(二)本志收编时限l上限从先秦时代开始，下限至1949年止。

纪念性建筑不在此限。

(三)本志所载文物以现存的为主，已湮没废圮的一般不收，有

些在历史上较有影响的，为便于查考，仍酌予收编。

(四)本志的结构分章、节，目等项，有关部分另附图、表、照

片、拓片等。

(五)本志体例以横为主，以纵为辅，即按文物的性质先分门别

类，然后各类文物依年代先后顺序编写。

(六)历代称号沿用通称l如唐、宋、元、明、清、民国等。朝

代纪年：古代纪年用帝王年号，夹注公元纪年I近代和现代均用公元

纪年，必要时夹住帝王年号。

(七)志中碑文，均按原文抄录，另加标点符号。原文中的繁体

字或异体字，尽量改用现行简化字。字体磨损不清的以口代替，如能

在其它资料中查找到原文的，则补填入口内，以示区别。

(八)度量衡采用公制，引文或借用引文叙述中的度量单位则仍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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