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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建城2200年前夕，编纂历时14年的<福州市志>即将出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好事。

是福建省省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著名商贸城市，也是国

的第一批14个进一步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o“闽越故

山两塔”、“三坊七巷”记载着古城的沧桑巨变，蕴含着深厚

淀o<福州市志>立足当代，追踪溯源，横陈百科，纵写千

年，突出地方特色，紧扣时代脉搏，客观、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福州

在自然、政治、经济、社会、人文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是把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融为一体的福州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o

“存史资治”o<福州市志>的出版，功在当代，惠及千秋。一方

面，它是市情的信息库，可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福州提供科学依据

和历史借鉴；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可

以帮助青年一代了解过去、开拓未来。

历史正处在世纪之交。愿我们更好地读志、用志，进一步增强省

会意识，掀起新一轮创业热潮，争创第一流工作业绩，为把福州建成

园林、经贸、港口的省会城市而奋力拼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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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县(市)五区，总人口560多万人。境内山川秀丽，人文荟萃，胜景

夺目，古迹繁多。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在南台留下“九轨徐行怒涛上，

千艘横系大江心”的名句，以赞颂宋代福州闽江浮桥的雄奇；理学名

家朱熹在鼓山绝顶峰摩崖石刻上题有“天风海涛”，以称赞福州城的

雄浑；近现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林则徐、严复、林纾均生于

斯、长于斯。福州文化教育事业历来发达，宋时就被称为“海滨邹

鲁"。福州编史修志已有千年历史。现存第一部的福州史志——<三

山志>，修于宋淳熙九年(1182年)，共42卷、30余万字。明正德、

万历和清乾隆等年间，曾多次修<福州府志>。尤其是清乾隆十九年

(1754年)的<福州府志>，达76卷50余万字。又如<闽都记>、

《榕郡名胜辑要>、<榕城志>、<榕城考古略>、<鼓山志>、．<西湖志>、

<福州地方志>(简编)等，作为参考史料，都具有一定价值。加上市

辖各县(市)区志，全市现存志书多达84种500余卷。我们只要拂

去历史尘封，江山旧貌、典章文物、衣香人影，莫不历历在目。自

然。其中的历史糟粕也不容忽视。

自清乾隆至今的200多年间，福州尚未有新志。其间正是福州发

生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时期，有多少悲壮激烈的事件给世人以启

示，有多少辉耀日星的名字让人们去记取，有多少泣鬼惊神的业绩使

“



人们受鼓舞o“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记下这波澜壮阔的画卷。

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基于此，福州市自1984年筹备、成立修志机构以来，参加修志

的工作人员胼手胝足，晨夕无间，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从搜集资

料、拟定篇目、纂写分志、多方评审，直至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可

谓一步一个脚印，一字一身汗水。在中共福州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各部门密切配合，甘苦与共，在市志总纂进入高潮时参加者达

100多个单位，1000余人。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由于同志们的共同

努力，这部观点鲜明、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点突出的

新编《福州市志>终于完成。全书共78个分篇，1000余万字，分8

册陆续出版。

值此，我谨代表福州市人民政府，向为本届修志付出心血、洒下

汗水、甘守清贫、默默奉献的全体编纂人员，以及编纂<福州市志>

的所有领导者、组织者、支持者，深表谢忱，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福州市市长翁福琳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

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力求全

面、系统地记载境内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坚持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贯通古今。志中上限

不限，尽可能追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94年12月。

三、本志以现行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历史上曾隶属于本行政区

域今已划出的，除建置外，一般不作记述。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全志分8册、78篇，各分篇一般设章、节、目等层次。

五、本志篇目设置，以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为原则，横排f1类，

纵写史实，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专业特

色。

六、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以反映福州地

区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

七、本志人物篇分别用传、录、表记述。人物传按“生不立传”

的原则，收入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或重大影响的去世人物，以福州

籍人物为主，兼收对福州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客籍人物。同时，也适

当收入少数影响大的反面人物，以儆戒后人。

八、本志历史纪年用法：凡清及其以前的朝代，采用年号记述，

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其后省略；1949年8月17日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书中“解放前(后)”是以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日为界。

九、书中“×X年代”专指“20世纪××年代”o

十、本志地理名称、政权机构、社会团体、官员职务、礼俗称谓

等均依当时当地典章制度与习惯相称。古今地名不同者，括注今名；

隶属地域变动者，注明今属。

十一、本志计量单位均按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的旧计量单

位，仍照实记载。

十二、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货币单位为现行的人民币，不标

明“人民币”。解放初旧人民币值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值。历史上使

用的货币，括注当时币种。

十三、本志数字用法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

联合通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四、本志的资料来源于重要文献、历史档案、各种报刊、实地

调查、各级志书等，均经核实后载入，除引文和说法不一的史料外，

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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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教 育

福州学校教育始于西晋。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八姓“衣冠南渡”，给福州进

一步带来中原先进的文化。

唐代，福州的主要官吏重视教育，大历七年(772年)，刺使李椅推行教化，并将福州

府学从城西北一里移建于城南兴贤坊。建中元年(780年)，福建观察使常衮到福州“为设

乡校，使作文章，亲加训导”。唐代福州有36人考中进士。唐大文学家韩愈赞福州教育不亚

于京都长安。

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王审知立闽国，在福州设“招贤院”，招聘北方入闽避乱的名士，

设立“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

宋代，福州教育进入全盛时代。首先，官办的府学、县学普遍建立。福州府治所在地既

有府学，又集闽县县学、侯官县县学、怀安县县学于一城。朱熹在<福州府学经史阁记>中

说：“福州府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常数百人。”其二，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涌现，自由探讨

学术的风气浓厚。侯官周希孟与陈烈、陈襄、郑穆倡道学于闽中，称“海滨四先生”。他们

与孙复、胡瑗、周敦颐，开宋朝道学之始。学者杨时则传“二程”之学于闽。大诗人陆游、

辛弃疾，书法家蔡襄及杨时、赵汝愚等人，均曾在福州任职。朱熹曾就此说：“靖康之乱，

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其三，各乡里都有书社。<三山志>记载，“凡乡里各有

书社⋯⋯多至数百人，少亦数十人，间有年四五十者，以不学为耻”，福州府“举进士者二

千二百四十七人”。宋嘉定元年(1208年)，福州“一榜三鼎甲”，破中国科举历史记录，福

州府出现许多“文儒之乡”、“文化之村”。有“海滨邹鲁”之称。

元代，福州教育衰落。终元之世。福州考取进士者只有8人。

明朝建立后，福州文化有较大发展。福州府治所在地的闽县县学、侯官县学、怀安县

学，规模都有扩大。明代福州府有书院16所，其中全省性的大书院2所，还有许多义学与

社学，府治所在地有社学18所，为全国所少见。其中瓜山义学，“置学田百亩，接济贫寒子

弟入学”。福州林瀚及其子孙庭棉、庭机、燎、烃为“三代五尚书”，而且瀚、机、炫连续3

代任北京国子监祭酒。<明史>说：“三世为祭酒，前所未有也。”

清康熙即位后，福州教育逐步恢复与发展。福州有著名的鳌峰、凤池、正谊、致用四大

书院。清代后期，福州各书院的讲学均已停止，每月只举行两次课考，进行科举的模拟考

试。随着福州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扩大，封建教育远不能适应福州经济发

展和革新政治的需要。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龚自珍、林则徐

等有识之士纷纷要求改革旧教育，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福州

出现兴办新学的浪潮，实业学堂、法政学堂、师范学堂、军警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纷纷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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