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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调集人力，从1986年到1991年，经过6年的辛

勤工作，编成了一部新的《信宜县志》。这部县志卷帙浩瀚，资料丰富，文笔流

畅，是一部具有可读性的“信宜县百科全书’’。新县志分为卷首的《概述》和《大

事记》，及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6编。尤以经济部分最为详尽，以

《概述》和《社会》(包括信宜方言、歌谣、谚语、传说、家庭、姓氏等)两部分为最

具特色。承蒙编委会将书稿送来，让我先睹为快，并要我写一篇序文。我浏览了

新编《信宜县志》，得到了许多教益。至于写序，我愧不敢当，但也不敢有违乡亲

们的重托，就谈谈个人读后的几点感想吧。

首先说说卷首的《概述》和《大事记》中的解放以前(1949年10月以前)部

分，我认为这两部分是编写得好的，在不长的篇幅中，就使读者能够了解到自

秦朝以来信宜县2200多年的历史概貌。2200多年前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年)信宜地区开始归入中国岭南三郡的桂林郡版图时，这里的土著是少数

民族。南朝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信宜地区始建梁德县，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年)改为信义县，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避宋太宗赵光义讳改为信

宜县。信宜地区的汉族居民，是秦朝以后陆续迁入，特别是明代以后大量迁入

的。

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到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131年间，除了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明朝政府曾采用安抚少数民族的政策以外，明朝统治

阶级曾多次对少数民族进行非正义的。征剿”战争，尤以正统十一年(公元

1446年)在高州和雷州的官军和瑶民间的激战，以及万历四年(4Y元1576年)

明朝用兵20万进行的罗旁战争最为残酷。这年瑶族首领肉翼大王在怀乡镇附

近的虎跳峡被杀害之后，战争才结束。从此以后，信宜瑶族人或迁移他处，或与

汉族融合。

县志的《概述》和《大事记》又告诉我们，自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以来，

信宜县人民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12月，中国共

产党人领导的广东南路暴动就发生在我家乡扶龙管理区附近的怀乡镇。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在信宜建立了革命游击根据地。这些光荣

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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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传统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的。

其次，《大事记》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部分虽然按重要性来说是一等

的，但编撰得不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好。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虽然在《经济编》等有详尽的记述，但《大事记》

则反映得未够全面、系统。

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拨乱反正，

一件是全面改革。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之乱，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

误，回到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全面改

革，就是要对从别国搬来的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

理体制的旧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进行根本的全面改革。全面改革

的关键，一个是改革权力高度集中的战时统制型指令性的旧的产品经济体制，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另一个是改革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

严重、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旧的政治体制(旧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逐步建

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体制。

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新体制呢?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26日同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辑吉布尼等的谈话中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

以搞市场经济。他说：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

展的社会主义。学习资本主义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现

资本主义。这也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生产力。他指出：说市场经济

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

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他说：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

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方法上基本和

资本主义相似，但也有不同。这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

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

是社会主义国家。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

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

都是经济手段。’’他又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

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

方法。"

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说：“我们进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

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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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人才。’’关于现行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弊端是什么?他说：“主要的弊端

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艄上面讲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

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改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

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

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4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是沿着这个正确方向，认真地进行改革的，并且获得了举世公认的

伟大成就。当然，完成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南巡讲话中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

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但事实是，我们已经从高度集

中的、弊端重重的旧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中走出来，在一条正确的健康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上大步迈进。正因为这样，中国才经受住了1989年国内政治风

波的考验，也经受住7 1989年到1991年东欧各国和苏联剧变而脱离社会主

义轨道的冲击的考验。实行根本的改革，使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胜利发展，同

社会主义旧模式在苏联、东欧各国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苏联和东欧的剧

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旧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失败造成的。所以，邓

小平在1992年春天南巡讲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

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的指引下所走的改革道路是

正确的。1992年3月以来，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下，正在加快改

革开放的步伐，抓住目前国际国内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满怀信心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以便对人类、对

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较大贡献。

在全国这样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信宜县的前景也是无限

光明的。信宜是一个有百万人口的山区大县，改革开放“年来，它的发展速度

虽然比不上珠江三角洲，但它的经济文化建设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基本上解

决了温饱问题。信宜人民是勤劳、勇敢、聪明的，很久以来，就有数以十万计的

信宜人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港澳等地去参加那里的开发和建设；十几年来，

还有数以万计的信宜人到深圳、珠海和珠江三角洲各地去参加那里的开发和

建设。在广东我几乎到哪里都可以见得到信宜人。我相信，只要解放思想，坚决

地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决地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信宜人是不愁有力无处使的。原来是贫穷落后的浙江温州地区迅速富裕

起来，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这里我祝愿我的家乡信宜县和整个茂名地区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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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富裕起来，成为迅速发展的华南经济区的一部分。

廖盖隆
r

一九九二年九月三日

(注：廖盖隆，信宜县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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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信宜县志》问世了。这是一部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新体例编纂

的新型志书，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两千年来，延续不断。编纂地方志，是记

述一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自然与社会，提供决策依据和历史借鉴的好办法。

我县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修志，到民国末年，先后编纂9次，现存志书4部，其

中最后一部是清光绪《信宜县志》，距今已逾一百年。这些志书，在历史上起过

不小作用，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然而，一百年来，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尤其

是1949年之后，我县经济、政治、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迫切需要一部新的县

志。因此，中共信宜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秋成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从1986年春起，组织人力投入新县志的编纂工作。在编纂过程中，全体修

志人员，本着对人民、对历史、对地方志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殚精竭虑，艰苦

工作，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访迹寻源，广泛搜集资料；并以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进行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同时严谨选材，

精心谋篇，反复斟酌，务求科学。六经寒暑，三易其稿，终于编纂出一部比较科

学地展示信宜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概貌的志书。特别是对1949年以来信宜经济

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不足，经验和教训，优势和劣势，长处和短处等，作了

客观的记述。新编《信宜县志》，内容丰富，纵贯古今，分f7别类，横及百科，基本

上达到了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结构合理、记述客观的要求，体现了时代特点和

地方特色。

开发信宜，振兴信宜，繁荣城乡，富裕人民，这是百万信宜人民的共同心

愿，也是关心信宜建设的各界人士以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共同心愿。新

编《信宜县志》的出版，将为领导机关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各界人士了解信

宜、认识信宜、投资兴业、合作发展提供资料，为在各地工作的乡亲、港澳台同

胞、海外侨胞以及所有关心信宜的人士提供信息，为教育子孙后代提供乡土教

材。相信广大读者将从这部新志书中受到启迪，获得教益，更好地为信宜的建

设献计出力。

在这部志书编纂过程中，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茂名市地方志办公室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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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专家学者给予各方支持，县内各镇、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级领导干部

哿各界人士给予大力支持。谨此，我代表中共信宜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向为编
纂《信宜县志》而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人士及给予过关怀、支持的所有单位，表
示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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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爱国主义精神，客观地记述信宜县范围内的

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定，下限为1988年，但乡镇概况、姓

氏和大事记，则分别截止于1990年、1991年和1992年。

三、全书由概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和附录组成。

全志分6编63章257节，概述、大事记和附录不列入编的序列，也不分章节。

四、概述，简要地综述县情。大事记，纵贯古今，记叙信宜县历史的大事、要

事。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编的各专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并按事物

性质分章，不受现有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同类事物均编入同一章内。经济编

和文化编各章之首，均以无题小序简述概要。人物编，分为传记、烈士英名录、

人物表等3章。附录，收载信宜县重要文告、碑文，修志史、历代县志序文、古诗

文和历代进士、举人名录。

五、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志，不另立章节。

六、本志以文为主，表、图穿插其中，辅以照片。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并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概述，有叙有议；大事

记，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只记事实，不加评论，力求寓观点于材料

之中。

八、鉴于专志内容需详略不阙，本志保留若干同一事物交叉互见的记述，

但记述的角度和侧重面各有所不同。

九、政区机关名称，历代职官，均按当时的称谓。地名，除少数因特殊必须

用历史名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部分古地名加注今名)。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本志简称建国前(后)。

十一、历史纪年，建国前，除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军队、群众

团体和人物活动用公元纪年外，其余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同一段内只在

首次出现时夹注)；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十二、本志数字书写，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等

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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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志各项数据，建国前的，用历史档案资料；建国后的用信宜县统计

局数字，统计局缺的，用各有关单位的统计数字。建国后历年各项经济数字，除

注明是某年度不变价外，均为当年价。

十四、计量数据及计量单位，建国前的，按当时历史习惯，不换算为公制；

建国后的，除面积用亩外，其余用公制。

十五、历代县志序文和古诗文，由编者加标点，但不翻译、不注释。

十六、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入传人物限于已故者；以对社会发展有

较大贡献者为主，也选择有代表性的其他人物；以本籍为主，亦载少数长期活

动在信宜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物。人物传只记事迹，不作评论，不分类别，排列

以卒年为序。

十七、本志选录的艺文包括：信宜籍人士的专著(含主编、合著)，建国前的

以历代县志所载及有关记载的专著，建国后的是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专著，

以及参加省级以上展览，或受省级奖励，或在省级以上(含省级)报刊发表的美

术、书法、摄影等优秀作品。

十八、本志资料来源：有关档案馆、图书馆所藏档案材料，省志、府志、县

志、正史、家谱材料，有关报纸、杂志、专著材料，有关部门提供的专门材料，有

关人士的口碑、回忆录材料，均经核实鉴别后载入，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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