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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合浦县志》即将出版了，这是合浦人民百年以来的可喜可贺之事。

合浦自西汉设县以来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这是一个气候适宜，土地肥沃，人

杰地灵，物产丰饶，得天独厚的地方。合浦乾体港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

发港，从唐代开始，又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地区。在这块土地上繁衍

生息的人民，创造了不朽的业绩，也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解放以后，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合浦这个古城出现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当然，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兴衰的变迁，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

息相关。然而，合浦毕竟是祖国的有自己地区特点的一个局部。新编《合浦县

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能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人文，时经事

纬，全面系统深刻地反映合浦的县情，是我们全面地客观地认识合浦这个地方的

百科全书。一个伟人说过，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县志，不仅在予让我们不能忘

记过去，更重要的是，它赋予我们当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借鉴和决

策的科学依据，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毫无疑义，它

也是一部合浦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应该很好地学习的历史教材。同时也是一部帮

助国内同胞以及异邦人士了解以珍珠驰名世界的这个地方的历史和现状的著作。

我是灵山县人，但在北海工作时间较长，曾在合浦担任党的负责人。可以说，

北海、合浦都是我的第二故乡。1988年合浦成为对外开放县后，各项事业都有长

足的进步，一经济蕴藏着很大的发展潜力。穿过合浦的钦北铁路已动工兴建，北海

机场座落在合浦境内，陆、海、空交通畅通，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合浦将更

加繁荣昌盛。正如陈毅元帅赋诗赞颂的那样：“看今朝合浦果珠还，真无价"。合

浦人民只要锐意进取，努力拼搏，不久的将来，合浦不就是象其所产的珍珠那样，

在广西，乃至全国成为一颗璀灿绚丽的明珠吗?我真诚地期待着。

对为编纂《合浦县志》付出艰辛劳动以及支持这项工作的所有人们表示敬意，

是为序。

周国丰
一九九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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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县位于广西南陲，濒临北部湾，素以盛产珍珠而闻名于世。合浦，意为

江河汇集于海的地方。这里江河纵横交错，依山傍海，气候宜人，雨量充沛，土

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广西经济较发达的大县之一。合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始发港，县内铁山、沙田、营盘等港口，可直达全国沿海各城市和东南亚各国；县

境东西、南北都有国道公路贯穿；已动工兴建的钦(州)北(海)铁路正通过城

郊，届时与湘黔线、湘桂线、南昆线、粤桂线相连，形成通行全国铁路网络；北

海飞机场就在县境内，海、陆、空交通十分便利。

素有“南珠故郡，海角名区”之称的合浦县，历史悠久，自西汉建县以来，勤

劳淳朴的合浦人民艰苦创业，荜路蓝缕，在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中，在抵御

外侮、捍卫民族尊严中，珠乡儿女在这块土地上大显身手，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

他们建树的业绩，连同他们的芳名一起彪炳史册，使后人难以忘怀，但是，我们

也坚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时代在前进，合浦在发展。近百年来，多少珠乡儿女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

进步。前赴后继，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立下了丰功伟绩。当五星红旗飘扬在廉

州占城楼上，珠乡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变革，逐步使珠城的面

貌焕然一新。社会的发展，各项事业的兴阳：，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是一个地方，不

同的政治、经济治理，会出现不同的景象。关键在于提高民族素质，发煨生产力，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是一个地方兴旺发达的根本。珠乡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为建设美好的家园，敢把河I山重安排，敢教珠城换新天，几十年间取得

了可喜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浪潮，又把习惯于按部就班的人们，推到了历史的交

叉点。于是，从璋嘉JlJ地到北部湾边，从英罗港岸到大风江口，在三千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百万珠乡儿女不甘落伍，奋力抗争，更加焕发青春的活力，各项事、lk

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所有这监，都值得大书特书。 ．

新编《合浦县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

是地记述了近百年来历史前进的轨迹，而又着重于记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

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史

实。人民的智慧和力蹙，工作中的失误和曲折，都在书中得到体现。这无疑是一

部观点鲜明，资料翔实的乡土教材。总结历史经验，就是为了前有所稽，后有所

鉴，激励今人，启迪后人。新编《合浦县志》若能为凄者认识县情、乡情，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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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从事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资料，这就达到编志者的心愿了。

作为对外开放的合浦县，在广西算是较为发达的县，但跟全国的发达县相比，

就有差距了。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我们必须驾驭历史的契机，励精图治，急起

直追，为使合浦人民更加幸福，使合浦对祖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而努力奋

斗。

我是异乡人，在合浦工作期间，看到了合浦人民的实干精神。这种精神是中

华民族优良品质的体现。我冀望和合浦百万人民一道把合浦的事情办好。值此

《合浦县志》出版之际向辛勤耕耘的全体编写人员，向支持和关心这项工作的各界

人士，向上级有关部门表示感谢和敬意。 ，

吴彩珍
一九九三年三月八日



4凡例

刀 勿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合浦县的自然、社会

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记事时间上至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下至1990

年。部分内容向前追溯，或向后延伸。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卷首设图片、序、凡例、

概述、大事记，卷末有后记，内文分为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教科文卫体、社会、人物、

杂记附录等8篇71章，共140万字。

四、本志中的“解放后”，是指1949年12月3日合浦县解放之后。

五、贯彻“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以本县籍为

主，只记事迹，不作评述，不分人物类别，以卒年为序排列。对于应记载的在世人物，采取

以事系人的办法，分别记入有关内容中。

六、本志纪年、计量单位、行文，均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新编地

方志行文规定》撰写。 ．

七、本志书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旧史志，以及档案、报刊、口碑等。各项

统计资料，主要以县统计局提供为准。志书所使用的各类数据，如不加说明，以合浦、北海、

浦北分合时相对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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