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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莆田市史称“兴化”、“莆仙”，雅称“海滨邹鲁”，又以“文献名邦”名扬古今。境

内物华天宝，英才辈出，文化底蕴丰厚。1 4 0 0多年的历史积淀，一代接一代莆仙人

的辛勤耕耘．使得兴化大地日益以其古府新市和妈祖文化的独特风貌与时俱进，

焕发出无尽的魅力。

盛世修志，泽惠千秋。根据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福建省地方-一3心=

编纂委员会关于开展第二届三级志书编纂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闽委办[2 0 0 3]

24号)精神，我市于2 0 0 8年4月启动《莆田市地名志》《莆田市姓氏志》《莆田市

名产志》《莆田市方志志》四部专志的编纂工作，由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负责

编修。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调查了解情况，收集整理资料，伏案精心编写，书稿

终于大功告成．并且相继出版发行。为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表示热烈的祝贺。

四部专志从各自不同的侧面，多角度地呈现出了莆田市历史文化的厚重，折

射出新时代的辉煌，反映出莆田市的沧桑巨变。《地名志》翔实记载了莆田市地名

的古今嬗变与现实景况，打开了古府新市地域名称的历史画卷，为海内外莆田人

寻根问祖提供了一幅比较详尽准确的“路线图”；《姓氏志》则是从人文的视角，展

示出“文献名邦”生生不息、斑斓多姿的姓氏文化，为莆田人传承地域文化提供了

可追寻缅怀的余绪和遗迹，也为各姓氏族裔慎终追远、访祖还愿，以及寻根期求提

供了历史线索与事实依据；《名产志》着重记述了莆田市独特的地理物候所造就的

众多名闻遐迩的奇珍物产，特别是展现出改革开放以来所催生的丰富多彩的名优

产品，为各行各业提供了宝贵的创新借鉴标本；《方志志》则系统地介绍了记载着

莆田市古今地情地物、民俗风貌的各种历史性文献，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莆田历史

演绎点亮了航向灯。四部专志，跨越千年时空，纵横壶山兰水，内容纷繁翔实，考证

科学严谨，成为我市地方志文化的权威性载体，也是不可或缺的地情风物工具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文化状况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软实力的要素构成之一，而地方志作为功能

独特的文化典籍，它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是传承与发扬优良文化的桥梁。志

书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巨大功用。加强方志编纂工作，有助于发掘、整理和展

示源远流长的莆田传统文化，让广大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研究、利用独特

的地域文化资源，增进莆田人民知乡爱乡的意识与情怀，教育、鼓舞莆田3 0 0多万

儿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而自强不息。温故可知新，它不仅能让人“发思古之幽

情”，缅怀和借鉴先贤，更能够激励创新。而且通过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之

发扬光大，从而加快我市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创造出新的更大的辉煌。同时，

它也向世人进一步展现了莆田古府新市的综合实力，提高文化品位，增强知名度

和凝聚力。

我深信，新近面世的四部专业志，定能发挥其独特的功用，成为海内外莆田人

知晓莆田的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这对于服务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推动莆田“跨

越发展、宜居港城”建设进程，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是为序。

莆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丽冰

2 0 1 0年1 2月



序 二

莆田市地处福建东南沿海中部，依山面海，陆域面积4 1 1 9平方千米，海城面

积1 1 0 0 0平方千米，海岸线长3 3 6千米，拥有湄洲湾、兴化湾和平海湾三大海湾，

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自古以来，莆田就以东南胜邑、文献名邦见称。唐、宋两代，莆田和仙游两县

先后被列为“望县”(一等县)，“山川1奇气曾钟毓于此，其地富饶，其景秀绝。”

境内物宝天华，人杰地灵，名产荟萃，层出不穷。唐元和八年(8 1 3年)莆田平原

形成，境内商业、水产业、盐业和糖业曰渐发展。至宋代，制糖、制盐、制瓷、造

船、酿造等行业兴起，地方经济迅速发展，走向繁荣。宋代，子鱼、紫菜、牡蛎和

荔枝被誉为“闽中四美”；蔗糖、荔枝干、桂圆干名扬四海，仙游茶叶“月中香”成

为贡品。明朝，年产盐4 0 0 0吨，海产干制品畅销省内外，制糖、果品加工业及新

兴的制烟业成为支柱产业。

l 9 5 7年，国家重点工程仙游糖厂及稍后的莆田、度峰、园庄、枫亭5个机

械化大、中型糖厂接踵建成投产。此后，境内生产的白砂糖、冰糖、酒精及核酸

酵母等相继成为名优产品。改革开放前，传统的轻工业独领风骚，国有工业经

济“一股独大”。

1 9 8 7年，莆田、仙游两县被国家计委、农牧渔业部批准为全国“七五”期间第

一批优质农产品基地县。同时，莆田市也是全国龙眼生产基地和南亚热带名优作

物基地。其中，枇杷总面积、总产量分别占了全国的1／4、1／3左右，是全国枇杷最

重要的主产区。常太镇被农业部授予“中国枇杷第一乡”的称号，被省政府确定为

“福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境内的“早钟六号”、“解放钟”枇杷，兴化桂圆、晚熟龙

眼，“陈紫”荔枝，度尾无籽蜜柚，“霞溪本”、“厝后本”橄榄等水果，品质在全国乃至

世界都一枝独秀，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莆田是海洋大市，滩涂、浅海、内陆水域总面积1 5万公顷，境内水生生物

已查明的鱼类有3 2 3种，还有已鉴定的贝、藻、虾、蟹类1 7 2种。1 9 7 9年6月，

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人工养殖鳗场在涵江创办，拉开了“养鳗之乡”的序幕。

1 9 9 5年底，莆田县从山东引进鲍鱼进行育苗试验取得成功。2 0 0 2年底，莆田

市在全国首创“南北转场”科技养鲍模式，把一粒鲍做成了1 0亿元的大产业，

莆田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浅海浮阀网箱鲍鱼养殖基地。至2 0 0 7年，全市形成

鲍鱼、海参、鳗鱼、龙须菜、海带、花蛤六大品种组合的优势水产品产业带，拥有

名、优、特和传统水产品5 0多种，研制开发烤鳗、紫菜饼、红毛菜饼等一批名优

产品。形成莆田的特色品牌。

以水产品为主要原料的莆田菜肴集悠久的莆仙文化和丰富的原料资源于一

体，既带有宫廷风味，又凝聚了百姓智慧，已有千年的文明积淀。莆田风味小吃有

菜谱可查的1 0 0多种，各式菜肴在色、香、形、味、器等方面均有考究。“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以味见长，深得顾客的青睐，经营莆田菜的餐饮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

国各地纷纷冒出。

改革开放之后，莆田市大力实施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工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以佳通轮胎厂、太平洋电力有限公司i7龙头的一批重工业企业相继落户莆

田．使莆田重工业成为工业增-E的主要支撑力量。轻工产业也根据市场需要进行

技术改造，不断调整产品结构，一批有一定规模和竞争优势的企业集团相继组建，

全市初步形成制鞋业、食品业、纺织服装业、电子信息业、机械制造业、电力能源

业、工艺美术业、林产加工业、医药医疗器械业、化工业十大产业集群。

莆田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包括木雕、石雕、玉雕、铜雕、漆器、编

织品、金银首饰、古典家具八大类共2 0 0 0多种，是福建省工艺美术重点产区，属

国家工艺美术产业特色区域之一。2 0世纪9 0年代后，进入了技术发展的黄金时

期。尤其是木雕艺人把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a-机结合，在木雕的题材、材料、刀法、

理念等方面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既保持了古老艺术的粗犷质朴，又蕴含了现代艺

术的精华神韵，把木雕由简单的生活用品发展为古朴、庄重、优美、典雅的工艺美



术品．从而使这些代表古代文明的艺术品，更自然和谐地融入现代人的文明之中，

坚硬的木材被赋予了生命的内涵。莆田市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内销木雕礼品、工

艺品和仿古家具的主产地、集散地。其木雕和古典工艺家具产量、产值及出口额均

居全国首位，同时也是福建省最大、全国第三的珠宝首饰集散地。工艺美术已跻身

于莆田市十大名片和十大产业集群之列。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快海西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十二五”发展规

划，大力实施“以港兴市、工业强市”战略之际，《莆田市名产志》正式付梓出版，衷

心希望全市各界有志之士通过《莆田市名产志》去了解莆田市特产、名产的发展历

程．激发兴业发展的竞争热情，增强争先创优的名牌意识，努力培育、研发、生产更

多具有地方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名、特、优产品投放市场，为早日迎来跨越发展、宜

居港城的美好明天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我谨向此书的编纂人员，以及参与核稿、审稿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谢忱!

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傅庆定

2 0 1 0年1 2月



凡例

一、本志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贯通古今、详

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莆田市及其所属的县(区)的名、优、特产品。

二、名、优、特产品，系指获得国家、部级、省级认定的优质名牌产品以及国际、

国家、部级、省级创新称号的产品(含相当级别博览会、展销会获奖产品)；少数未

获权威部门认定，但确属当地传统的名、特产品，一并予以收录。

三、本志采用篇、章、节体，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对于获

奖品种众多的工艺美术品篇，则主要以列表记载之，不予逐种展开介绍。

四、本志按照产品门类横排，结合莆田市行业实际，为突出地方特色，某些重

点产品升格，单独设节；某些相关联行业予以合并设章。

五、各产品记述时间上限不限，尽可能上溯至产品的发端，下限断至20 08年

或产品消亡之时。

六、本志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用汉字书写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

纪年用阿拉伯数字--1跨写，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涉及的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 9 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的旧计量单位仍然按实记载。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地方文献、历史档案、各级志-I垮、有关专著及全市相关场、

厂、企业单位，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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