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建置沿革 -75・

第一^编

建置区划
第一章建置沿革
第一节建置及隶属

四会县建置沿革表

隶属上级公元年份 说 明年号 县名

桂林郡四会县秦.

四会县 南越国初期
汉

交州南海郡 据《汉书•地理志〉前111 四会县元鼎六年

交州南海郡四会县东汉 25 〜220

三国
广州南海郡四会县黄武五年 226

吴
广州南海郡四会县晋 266-420

四会县古为百越地。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平定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 
郡、象郡；秦代置四会县，初属桂林郡（见《元和郡县志〉）。据说因县境为四水会流之地，故 
名“四会”。县名相沿至今。汉初属南越国。汉元鼎六年（前111）武帝灭南越国，复置郡 
县，本县改属南海郡。辖境包括今四会、广宁、怀集、三水、鹤山、新会、江门、开平、台山、斗 
门等县市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历史沿革如下表：

朝代
国号

据唐《元和郡县志〉。明•黄佐《广东通志〉 
说属桂州郡；清•阮元《广东通志》说属桂阳 
郡。后二说未知典岀何处。

此时划出县境东南部置平夷县，晋改新夷 
县，南朝宋改置新会郡。

前214~前
210

前206〜前
112

始皇帝三十
三年至三十
七年



绥建郡改绥安郡。广州绥安郡四会县480-502

广州绥建郡四会县503-589

广州总管府四会县开皇九年 589 废郡，同时撤销新招、乐成、化成三县并入 
四会县，与化蒙、怀集县同隶广州。

绥安郡复名绥建郡。梁•简文帝大宝元年 
（550）封其子萧大挚为绥建王。陈代又封 
萧摩珂为绥建郡公。

隋 广州总管府改番州。番州四会县仁寿元年 601

废番州，复置郡，此时始昌县并入四会县。扬州南海郡四会县大业三年 607

南海郡改置府，初称总管府。广州都督府四会县武德四年 621

广州南绥州四会县武德五年 622

唐 广州南绥州四会县贞观元年 627

南绥州改侦州。岭南道7贞州四会县贞观八年 634

四会县贞观十三年 639

刘美即帝位,始国号为大越，后称南汉。兴王府四会县乾亨元年 917

此时撤销四会县并入南海县。南海县开宝四年 971

复置四会县，又撤销化蒙县并入四会县。四会县开宝六年 973

北宋
始割属端州，后端州北兴庆军节度。四会县熙宁六年 1073

端州改肇庆府。肇庆府四会县重和元年 1118

五代 
十国. 
南汉

广州中都督 
府
广州中都督 
府
广南东路 
（广东）端州

复置新招、化注（原乐成县）、化穆（原化成 
县）三县，与化蒙等县同属于南绥州。

复置怀集、游安（后改海水）二县属南绥州。 
撤销新招县并入四会县，撤销化注县并入 
化蒙县。

岭南东道广 
州

撤侦州并入广州；此时撤销化穆县并入四 
会县，与化蒙、怀集、游安（涛水）同属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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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南朝
广州緩建郡四会县元嘉十三年 436

宋

郡治在石涧村。此时划出官细乡置新招 县;古蒙乡置化蒙县；银屯乡置怀集县；柑 榄都绿水村置乐成县；大圃都康谷村置化 成县；石涧村置绥南县，同隶属于郡。另又 在县北析置乐昌郡，领乐昌、始昌、宋元、乐 
山、义立、安乐六县。

南朝•
齐、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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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县 肇庆府1127-1279

至元十六年元 四会县1279

洪武元年 四会县1368
明

四会县 華庆府1559

清 顺治元年 四会县1644

粤海道 废州府，设道区。民国3年 四会县1914

撤道设区，先称善后区，后改绥靖区。四会县 西北绥靖区民国9年 1920

四会县民国25年 1936

四会县1949.10

本县与广宁县合并，称广四县广四县1952.5

四会县1954.7中
1955年7月县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四会县1956.2华
本县又与广宁县合并。广四县1958.10人
广、四两县再次分开。四会县1961.4民
县革命委员会取代县人民委员会。四会县1968.3共

四会县1971.1和
四会县1988.1国

四会市1993.11 1993年11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 
市（县级），12月18日正式挂牌改为市。

嘉靖三十八 
年

路复改府。明征南将军廖永忠权派栗容署 
县事，后由岳镇领印到任，恢复四会县制。

广、四两县分开，并把原属广宁县的江谷、 
江林、黄田、石狗等乡划归四会县管辖。

划也太平都、永义都和大圃都、柑榄都部分 
地区设置广宁县，取广泛安宁之义。

本县10月16日解放，初时由军事管制委 
员会接管政权，12月成立县人民政府。

中华 
民国

1980年11月撤销县革委会，成立县人民 
政府。

广东承宣布 政使司肇庆 府

府改路。初时隶属广南西路宣慰司，至元 十八年改属广南东路。至正年间（元朝末 年）本县曾被淸远千户所占据。

广东省人民 政府，委托 筆庆市人民 政府代管。

广南东路宣慰司肇庆路
广东布政使 司疑庆府

续斗表 
南宋

第三区专员公署
西江区专员公署
粤中区行政专员公署
粤中区行政专员公署
高要区专员公署
江门区专员公署
狡庆地区专员公署
肇庆地区革 命委员会
举庆地区行政公署
肇庆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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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境域变迁

附：四会县名考略

关于四会县命名取义，考诸史籍、旧志，在唐代以前，均未见记述。
目前发现最早阐述四会县命名取义的，是北宋乐史著的《太平寰宇记〉，其略云： 

“四会者，东有古津水，南有2贞江，西有建水，北有流江，四水俱球，因以为名。”（按： 
阮元《广东通志〉、光绪版《四会县志〉津水作肄水，浅江作龙江。）

光绪版《四会县志》主修刘德恒、总纂吴大猷，对《太平寰宇记〉之说作过辨疑考 
究，认为命名之初如果真有取于“四水并臻”之义，则应为沛水、湊水、濯水、郁水。 
其辨曰：子正此书成于（北宋）太宗时，四会已上析置怀集，下析置新会矣。子正第据 
宋县以求四水，此子正之陋也；且混四方以附会并臻之说，此子正之拘也。水非自外至 
不得谓之臻。“记"所称建水、龙江，皆为境内自有之小水。上林水即名津，且未塞， 
其不得与2贞并称四水也明矣。《汉书•地理志〉郁林郡广郁下云：郁水首受夜郎豚水，东 
至四会入海；桂阳郡临武下云：秦（湊）水东南至贞阳入汇0匡）；桂阳下云：汇0匡） 
水南至四会入郁。沛、流、滙至四会入郁。郁至四会入海，是则所谓并臻也。汉时四会

本县位于东经112°25'25”~112°52'35",北纬23°11'40”~23°41'42”,地处广东省中 
部偏西，珠江三角洲西北边缘，绥江、北江和西江的下游。东面与三水县交界，南面与 
肇庆市鼎湖区相连，西北面与广宁县接壤，东北面与清远市清新县毗邻。总面积 
1257.6平方公里。

秦汉时期，县境狭长广阔，西北面至广宁县和怀集县东南部，东南面至新会、台 
山、斗门等县市部分地区。三国吴黄武五年（266）划出东南部设置平夷县（后为新会 
县）。南朝宋元嘉十三年（436）在县内设置绥建郡，划出西北部设置新招县（今广宁县 
横山、宾亨、五和一带，治在妙村）、化蒙县（今广宁县南街、东乡、坑口、螺岗一带， 
治在东乡）、怀集县、乐成县（唐初改化注县，今广宁县古水、木格、洲仔、石咀、清 
桂一带，治在绿水村）、化成县（唐初改化穆县，今广宁县北市、江屯、联和、潭布以 
及本县江谷、江林一带，治在江谷）和绥南县（今广宁县石涧一带，治在石涧）。又在 
县北置乐昌郡，领乐昌、始昌、宋元、乐山、义立、安乐六县，但今地无考。至南朝 
齐，怀集县已析离郡境，而化蒙、新招、乐成、化成、绥南诸县与四会几分几合，至唐 
贞观十三年（639）并为四会、化蒙二县。北宋开宝六年（973）化蒙县又并入四会，县 
境有所扩大。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割太平都、永义都和大圃都、柑榄都部分地方 
析置广宁县。本县境域缩至很小范围。1952年广宁县与四会县合署办公，改称广四县。 
1954年7月广、四两县分开，并将原属广宁县的江谷、江林、黄田、石狗等16个乡划 
归四会县管辖。从此，县境范围固定下来。1958年10月至1961年4月广、四两县虽 
再次合并，但分县时仍按1954年划定的境域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