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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遐瓒

始兴历史悠久，约在六千年前已有先民、生息繁衍。三国吴永安六年(公元

263年)设置始兴县，迄今1700多年。唐朝名相，邑人张九龄开凿梅岭之后，

南北交往频繁，中原文化大量输入，加速了南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至清朝中

叶，始兴经济已颇兴盛。

始兴自然条件十分良好，县境四周崇山叠翠，郁郁葱葱，中部一抹平川，

誉称“始兴小平原"。由于林茂地沃，全县盛产稻谷、杉木、毛竹、香菇、黄

烟等产品，素有“南山木、北山竹、遍地谷’’之称。 ．

始兴人民富有革命传统，太平天国革命，始兴人民聚众响应，攻占县城。

大革命时期，始兴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积极支援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中

国共产党领导“始兴人民风度抗日自卫大队"抗击日本侵略者，一度解放县城。’

解放战争时期，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游击战争在全县迅速开展，最后迫使国民

党县长深明大义率部起义。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始兴的经济和社会发生

了巨大变化，农业经济全面发展，改变了单一的生产面貌。过去黄烟种植只限

于马市一地，现在黄烟、蚕桑、水果、西瓜遍布全县。林业绿化在全省处于先

进地位，1986年中央绿化委员会授于“全国绿化先进单位"称号，1988年又

被定为全国建设林业生态县，县境东南部之车八岭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建国前，始兴只有数量很少的手工业，现已发展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工

业。在文教卫生、人民生活等方面，始兴都有重大的发展与改善。

盛世修志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始兴县志》自明朝嘉靖十六年(1537

年)初修至民国15年(1926年)共修过十次。1985年中共始兴县委、县人民

政府鉴于修志工作中断近60年，决定抓住机遇，组织第十一次修《始兴县

志》，这是始兴人民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值得庆幸。

志书的作用在于“存史、资政、教化’’。纵览新编《始兴县志》，符合详今

略古，立足当代和以经济为主的原则。全书纵贯古今，横系百业，纲目有序、

记事详实。较之旧志，既有继承，亦有内容和形式上的重大突破，尤以摈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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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志的封建糟粕和陈旧观点，难能可贵。

新编《始兴县志》是一部浩大的系统工程。其得以成书，固有赖于党政之

领导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但致力于实际编撰工作的同志实属头功，他们在长达

八年的时间里，不图名、不图利，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工作，付出了辛勤的

劳动，．终于开花结果、大功告成，他们这种精神和作风值得提倡和学习。

新编《始兴县志》即将出版，县志编辑部同志嘱我写序。始兴是我的家乡，

生长于斯，解放前后一段时间我亦在始兴工作，现在作为热爱故乡的游子，初

读新志，重温昔日峥嵘岁月，怀念故旧师友，始兴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历历在

目，觉得分外亲切。我热烈祝贺新《始兴县志》的出版，相信此书定能发挥它

的社会效应，促进全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更大的胜利。

1992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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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例·1·

一、本志为新编《始兴县志》，记事上限不拘，下限至公元1989年底止，

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60多年，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40年。
。

二、本志遵循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的编撰原则，全志采用分志并列体著述，

除序言、编后外，设32个分志，每志一卷，共143章470节，其排列以大类

为序，但不标明类别；大类顺序为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人物、附录。

三、本志设概述，置各分志之首，部分分志根据需要撰写“小序一，综述

全志或分志概况。
。

四、“大事记"记述本县从建县起曾对国计民生产生过重大作用、影响深

远或难以在分志中表述之要事和有起点性的事件。采用编年记事体，辅以记事

本末体，以时为经，事为纬，专条记述。

五、本志以图、述、记、传、表、录为主要表达形式，照片集中于序言之

后，表、录随文设置。 ，

六、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之政治斗争和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不

专设分志，其应记内容分散于口大事记"及有关分志中。

七、本志记载人物分：传记、革命烈士英名录、党、政、军名人(县、团

级以上)录、科技名人(高级工程师或相当于高级工程师以上学位)录、能工

巧匠及百岁寿星六类。传记以褒扬有重大贡献之历史人物为主，个别劣迹昭著

者亦选择列入。凡在世者，一律不入传。在传记与表、录中未能收入的人物，

则以事系人，于分志中记述。

八、本志采用之史料以档案资料为准，部分口碑资料经核实亦予使用。所

有史料原则上经过整理重新著述；少数价值大但不便改写的资料则节录原文

加以编纂。

九、本志采用之数据，除注明来源及部门专有资料外，以县人民政府统计

局存档资料为依据。

十、本志记述之年代称呼，历史朝代全部用简称并注明公元纪年。如明·

洪武元年(1368年)，“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在各分

志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简称“新中国"，其年代一律用公元纪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凡例一

十一、本志使用之度、量、衡，原则上采用公制，少数无法换算的仍按历史习

惯使用，其字体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等单位，1986年12

月31日颁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十二、本志全部用语体文并加现代标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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