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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雄县 志》勘误表
页 行 误 正
码 次

纂嘉定志1 0卷 纂嘉定志8卷
1 8 7 ● ● ●

6月，县城召开万人大会， 1 9 5 0年6月，县城召开万人大会，
3 5 15 ● ● ● ● ●

幅射量 辐射量
2 2 2 8

于l 9 8 4年5月成立 于1 9 8 4年1月成立
4 3 8 7 ● ●

工商科、财粮科，公安局。 工商科，财粮科，税务局、公安局。
5 2 9 15 ● ● ●

雷海滑 曾海清
5 3 8 20

第一四三师四二八团三营 第一四三师四二九团三营
倒数第3行 ● ●

5 5 8 倒数第2行 田心一九团七连袋历 由四二八团七连接防 t

● ●

第十五军第四。五师会师梅关 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会师梅关倒数第7行 ● ●

12
与一四三师四二八团第二雷配合 与一四=师四二九剧第三雷盥已合

● ●

●
、● ●

．

5 7 0 四二八团三营调走：；‘由四二九团 ，t四二九团三营调走，，由四二八团．
● ● ● ●

15

七连接防 七连接防
总数8 8 0 夏季8 8 0 总数8 0 8 夏季3 0 8

5 7 2 4 ● ● ● ● ● ● ● ●

黄可夫为主任 魏振发为主任
5 8 5 9 ● ● ● ● ● ●

出版专业志 1 0部 出版专业志 1 6部
7 l 0 末行 、 ● ●

王名烈(1 8 8 8～1 9 5 1) 王名烈(1 8 8 6～l 9 5 0)
8 O 7 倒数第4行 ● ●

’

l 9 5 1年4月 l 9 5 0年6月
8 0 8 1 0 ● ● ● ●

彩照文字
珠玑楼 珠玑巷北楼

编首 第6版
珠玑巷北楼 珠玑楼

’

彩照文字
《春之歌》 《苗寨新墟》

文化编 (获一九八三年广东省工艺美术 (1 9 8 6年获广东省第三届艺第4版
代会优秀作品奖)优秀作品奖)

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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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创伟绩县志立丰碑
●

、

· 黄．拔
H

』

●

南雄在广东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它“枕楚跨粤，!为南北

咽喉’’，是广东较早接受中原文化和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地区，是古代广东

与北方货物交换的中转集散地，生产技术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宋天禧年’

问兴建的水利工程凌陂，是广I东有史可稽的最早的水利工程之二．。唐玄宗

开元四年开凿的大庾岭新道，对广东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这正如明邱溶

在《张文献公开大庾岭路碑阴记》中所指出盼：“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

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朝之声教日逮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唐宋中原

动乱时期，大批中原仕族南迁，必先驻足南雄，有部分再由此南迁珠江三

角洲。珠江三角’凋有73姓16镞来自南雄珠玑巷，他们至今仍把珠玑巷视为
自己“七百年前的桑梓"，视为自己的根o‘

民国时期，孙中山两次北伐，都以韶关为大本营，以南雄为前哨。1932。
。

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水口镇亲tl指挥有名的“水口战役，，。抗日战

争时期，．由于沿海港口被封锁，南雄成为广东省抗日后方的交通枢纽。建

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雄的经济是广东山区县发展较快的·个县。，’

他们从实际出发，立足山区，充分利用本县的资源优势，开展外引内联，。

农工商综合经营，找出一条具有南雄特色的发展经济的路子，使南雄出现

了新的局面。1987年，省社科联等曾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以南雄山区经济发

展研讨会黟，总结南雄的经验。与会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南雄是粤

北地区全面建设新农村有典型意义的山区县。，，国务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杜润生在《南雄特色研究》一书题词中说；“南雄经济发展的路子j

也是同类型山区将要走的路子。勿

’南雄的这种重要的历史地位，



人民创造了伟大的业绩，县志为人民立了丰碑。它不仅对南雄县的领导机

关了解县情、正确决策、指导工作、教育群众有重大意义，对研究广东乃

至全国历史，也有重大意义。‘
。 《南雄县志》是我省解放后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新县志。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我省曾经编印内部发行了几部县志，如《惠阳新志》、《斗门县

志》、《连县志》等，但作为正式出版物， 《南’雄县志》还是第二本。这是

中共南雄县委、‘县人民政府重视和全县修志人员努力的结果。南雄县志办

公室的同志，．为完成修志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对此表示崇高的敬意。

《南雄县志》具有地方综合志书必备的基本要求，主要是内容系统全

面，资料丰富翔实，-观点正确鲜明，篇目科学合理，文字严谨简朴。除此

之外，我认为《南雄县志》还有几个特点： ，

一一、历史材料比较丰富。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前的材料已不可能

很完整系统。但比起另一些县志来，建国前的材料还算比较多，约占全书

的35％。南雄县各修志部门在收集材料上是下了功夫的；对“详今略古痧

的理解比较全面，选材也比较得当，对历史材料，并没有因为它是“解放

前”的就一概摒弃它o ’

’． 二、地方特点比较突出。在篇目的设计上，敢于从实际出发，将黄烟
和水土保持与环境保护单独成章，符合南雄实际，、显示了南雄的特色。在

各章的内容上，也注意体现南雄的特点，如地理编记述了南雄恐龙化石的

发现和南雄人口源流，水利章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反映了南雄近千年的水利

建设史，卫生章记述了西医传入南雄的途径，社会编记述了南雄的方言等，

．都富有地方特色o

，三、内容实事求是，不回避失误。比如对厶大跃进擘文化大革命’的失误，
，能客观记述；对解放后耕地严重减少，能实事球是地分析，对实行“纯竹

林’’的失误，能寓教训于史实之中。对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的记述，有一
。定深度二

?总之，我认为新编《南雄县志殄虽还有某些不足，但基本上是成功的。

我热烈祝贺《南雄县志》的公开出版。我相信勤劳勇敢的南雄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创造更光辉的业绩，为南雄的虏史，写出更’
加灿烂的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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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经纬要事j集古今精华

』f 黄 永 彖

’

一 ：

南雄位于大庾岭南麓，史称：“居五岭之首，为江广之冲，控带群蛮，

襟会百粤。”雄郡虽系粤北边邑；但自唐相张九龄开凿梅关以后，文明日进，风 ，

气大开。名宦贤达，代不乏入，物阜民丰，商业繁盛。清代名人朱彝尊《雄 ．

州歌》云：“绿榕万树鹧鸪天，水市山桥阿那边，蛋雨蛮烟空日夜，南来车

马北来船Q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雄属中央苏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

朱德、彭德怀分别五次率部转战南雄。陈毅在油山坚持三年游击战，写下．

脍炙人口的《梅岭三章》。建国后，南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曲

折历程，谱古郡新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绩斐然。《南?。

雄县志》问世，亦为此新篇之·页。
，

为政之道贵于清。一日手脚清净，不贪而取信于民；二日头脑清醒，

知情而正确决策。为政者若以其权而谋其私，则不治而乱；不知情而谋其 一

政j其政必败。县志为一方之全史，录经纬要事，集古今精华。欲弘一方

之文化，必修一方之志；欲掌一方之政事，必读一方之志。承先启后，盛 ：

世修志，为中华文化之优良传统；下车伊始，挑灯读志，．为历代名宦之可

贵风范。古之宦者尚如此，当代之为政者岂能不更胜一筹?!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修人和，百业俱兴，方志编纂研究工作也相应而勃．

然兴起；可谓水到渠成，顺理成章o ‘。

自来雄工作20余年，久视南雄乡土民风，感情甚厚。新编《南雄县

志》始，吾则为编委成员，任县委书记后，即兼任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既负此重任，当不遗余力，为县志之编纂谋划决策，组织人财物力，协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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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使之顺利进行。然由于前届修志距今160多年，案牍散失，文献无稽，

编纂难度颇大。幸赖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凯棠热心此事，不惮辛劳，主

事总纂，修志同仁努力奋斗，上下左右通力协作，并蒙省方志办主任黄勋

散，．暨南大学教授唐森、副教授高国抗，韶关市政协副主席沈会峰，以及

老干部张英裘等之关怀指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谢自立为本志撰写《方言》。

特此表示衷心感谢。新编《南雄县志》从1984年冬开始到1990年冬，历时

六载；斐然成章，总纂终成。通览该县志，体例完备，．史实详确，-条分缕

析，文约事丰，是一部取旧志之长，具有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信今

传世，经世致用之重要文献。县志出版，必有利于南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建设持续、稳定发展。 ’．

县志编辑部多次嘱予志序。今谨缀数言，荐举县志于读者。修志事业，

味曾经历，经验不足，．疏漏之讥，诚有不免，采而补订，踵事增华，企望

后之来者。’是为序o
。



尼

，

一、：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专志、附录4部分组成。专志部分设6编
’

，

44章。各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立，不拘限于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相同事物，．·

不论其隶属何行政部门，原则上归类编入同一专志o ．’

三，断限。上溯不限，下限1987年，但觖事记》中兼述及1987年后

的一些重大事件。
’

三、称谓。历史阶段分期称谓，分古代(清代前、含清代)、中华民国
，

(1912年1月二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简称建国后)。专
●

业事业分期称谓，据各事业实际情况而定，明确注明分期年限。
、

‘

●

‘．．凡行政区划、地理、政府机构、职官名称等，均按当时当地的历史称

谓。古地名名称与今名有异者，注明今名，建国后的地名记述；EAl981年

南雄县人民政府编印的《广东省南雄县标准地名录》为准。
，

’

‘ 、 ，

四、数据和资料。数字采用本县统计局定案数字。如统计局缺乏数字

7则选用有关单位的准确数字。 一、

对事实或数字有出入，不能鉴别真伪时，则两证俱存，并加以说明d

凡有文献资料者原则上采用文献资料，无文献资料的，采用口碑资料，

并加说明o‘ ，

五、文体用语体文记述体a：数字书写、计量名称和符号使用，按韶关



凡例
————

●

市地方志办公室《关于<韶关市志>书写行文试行通则》、国家语

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

。和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实行法定计量单
：7

令》执行o ·

’

_
●

六、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生不立传。立传上限时问一般至

如清代以前的名人未入旧志，或入旧志后发现有新的重要事迹者也

以选顺应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的进步人物为主，对阻碍社会进步

较大影响的人物也适当选入， “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在世人

?记述的事迹，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在有关章节目中记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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