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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临海1日城村志>是本村第一部史志。本志立足当代。

通贯古今，详今明古，上迄不拘，下限断至2009年底。

二、记事范围：1949年以前原旧城村的地理风貌、历史文

化古迹及其他；1949年以后新的旧城村各方面情况；新中国成

立以来旧城和新城两村共享的公益事业概况。

三、历史纪年：民国前采用历史纪年法．括号内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以公元纪年。年、月、目及文中数

字均用阿拉伯数字记载。

四、志书体例，述、记、志、录、图、表、照俱全，表格随

文附插．便于查阅。

五、本志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对现任县(市)级机关

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副教授以上科技人员，则用“简介”形式

栽入．按年序排列。

六、入志资料来自地方志旧志、档案、宗谱、专著、报刊以

及经过核实的口碑资料。均经考证，鏊别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

处。 ·



序

序

旧城——我可爱的家乡．历史悠久，文明古老，是浙江省台

州沿海明代最早的抗倭古城。它位于台州湾北岸人海口，临海市

滨海地带．依山傍海。风景秀美，气候宜人，土壤肥沃，物产富

饶。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

统．热爱祖国和热爱家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热爱祖国首先要

热爱家乡，而热爱家乡要了解家乡，只有了解家乡，才能更好地

建设家乡。家乡不仅是古代的战略要地，抗倭的前沿阵地，而且

是山海自然风景优美，人文荟萃，民风淳朴的乡野小村。同时村

民向学之心奋发，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旧

城人。千百年来，勤劳质朴的家乡人民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为我

们留下了古城、古村落等宝贵文化遗产。

《临海旧城村志>一书，贯穿古今、明古详今、纵述历史、

概述现状。以科学考证的态度，务实求真的精神。在大量收集资

料的基础上，踏遍了村庄的山山水水，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广泛地征集史料．系统地整理编写，以丰富详实的材料．全面系

统地展示了旧城村的面貌，反映了旧城村的历史变革，实事求是

地总结了旧城村的发展历程，详细介绍了旧城的兴衰变迁、名人

踪迹、民情风俗、山川风光、名胜古迹。它涉及到地质、地貌、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汇风光、民情、历史和

现实于一体，内容丰富，语言简洁。图文并茂。特色鲜明，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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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了解旧城、认识旧城、发展旧城、建设旧城，提供了科学依

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这是一本记录旧城村历史

和现状的小百科全书，是综合反映旧城风貌的通俗读物，是对青

少年进行乡土教育的辅导教材，是宣传旧城的常识手册。

<临海旧城村志>的编写，旨在追溯古人，激励今人，教育

后人，将为当代和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史料，它弘扬着旧城村源

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激扬着真挚的爱乡

之情。它不仅提高家乡的知名度，而且激励旧城儿女继承优良传

统，奋发进取，为家乡的发展增光添彩。

昨天已载人史册，明天有待我们去创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村委会带领全村人民坚持科学发展观，抓住机遇，发挥优

势，开拓创新，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旧城社会发

展谱写了新的篇章。

时代在前进。家乡在呼唤，父老乡亲在期盼，面对养育我们

成长的家乡，我们旧城儿女要热爱家乡、关心家乡，肩负起历史

赋予建设家乡、振兴家乡的光荣职责。欣慰《临海旧城村志>

出版，作为在外工作的学子，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思念着生之

养之的家乡，情系着育之教之的父老，衷心祝愿家乡繁荣昌盛，

千年古城生机勃勃，故乡更加灿烂辉煌。

李恭学

2006年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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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旧城是江南翼龙化石之乡、临海市上盘镇的一个古村落，是

明代抗倭军事卫所、抵御外侮的前沿阵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相

继是滨海乡、新城乡人民政府和上盘镇人民政府新城办事处的驻

地。

旧城位于临海市东南部，地处东经121 037’58．04”，北纬280

47’18．55”，距离临海市区70公里，台州市45公里。背陆面海，

东南濒海，西邻联合村，南临新城村，北与国家地质公园——桃

渚镇连盘鲤鱼村、大勘头村、方山村、蒲兰头村接壤，村域面积

O．13平方公里。有耕地面积1056亩，其中水田900亩、旱地

156亩，另有林业用地500多亩。

旧城，历史悠久。据考证，唐、宋时期就有祖先在此生息繁

衍。据史料记载，明代洪武二十年(1387)九月，在旧城设抗

倭千户所，用珊瑚岩修筑了抗倭古城——下旧城，成为台州沿海

最早的抗倭前沿城堡和古战场。明天启年间(1621—1627)杜

桥大汾的李姓迁于此，而后，各姓氏村民陆续从外地迁入，逐步

形成了村落。

民国时期，旧城村民大多数身居茅屋，以耕作、捕鱼、晒盐

为生，过着贫苦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旧城村广大干部群众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用勤劳的双手建设家乡，使贫穷落

后的旧城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老的旧城换新颜。呈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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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日城属于滨海平原粮渔橘区，地理环境优越，土地肥沃，物

产丰富，现除有200亩水稻田外，其余栽种柑橘、西瓜、南瓜、

西兰花等经济作物。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村民很早就从事渔业

生产。现全村渔轮5对，从事远洋捕捞。

1日城文物古迹、人文景观资源颇丰，现存有明代的抗倭古城

遗址，有保存比较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和庙宇，还有现代特色的欧

式小洋楼。人才荟萃，精英辈出，一方水土育一方英才。清乾

隆、道光年问，科举中先后高中2位武举人和7名库生。在沿海

村庄一带颇具影响。

民国间村中设有中心学校。至今本村有大中专毕业生55人。

出国留学3人。长期以来，广大村民深深地懂得知识改变人生，

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改变未来，知识改变家乡，“卖掉饭锅也要

给孩子读书”的风俗沿袭至今。无论在家务农还是在外经商，

做父母的都千方百计送孩子上学读书。目前，本村在省内外工作

的人员中有中高级职称8人，市级机关局级以上干部lO人。

旧城海上交通发达，水陆交通便捷，距台州港临海(头门)

港区lO公里，距黄岩机场55公里，距甬台温高速公路出口处

50公里，杜桥到旧城公交车每天20个班次，上省城杭州交通十

分方便，同时。通讯发达．全村有95％以上村民安装了电话。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旧城村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村

居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5年至今，旧城

村党支部、村委会先后10多次得到台州市委，临海市委、市政

府及上盘镇委、镇政府的表彰。

2009年。全村519户，人口1862人．人均收入7000元。目前，

现任村领导班子带领全村人民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将把旧城建设成为经济发达，环境优美，村庄布局合理，基础

设施完善，社会文明和谐，人民生活富裕的现代化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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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明

洪武十七年(1384)，为了抵御倭寇的侵扰，朱元璋令重臣

信国公汤和(安徽风阳人)巡视海防，汤采纳大将军方明谦

(黄岩洋屿人)的建议，置卫所，筑城防卫。明洪武二十年

(1387)九月。筑成下旧城置千户所设炮台防守。后来，认为此

地守御不易，迁徙于中旧城，再迁桃渚城，历兹三迁。

清

顺治十八年(1661)，兵部尚书苏纳海等至台，撤边海三十

里居民人内而空其地，犯禁者一律处斩。旧城亦属内迁之列。康

熙九年(1670)展复，二十二年(1683)，内迁的居民，陆续返

回故里，允许渔民出海捕鱼。

乾隆三十一年(1766)秋，大风、海潮凶猛，沿岸居民溺

死无数。

嘉庆二年(1797)，海潮复溢。

同治七年(1868)，原驻桐岩岭汛奉准移设旧城，由左营外

委1名把手。兵由桃渚拨，更名“旧城汛”。

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二十八日寅时，下旧城的20余位

村民在城里山头用乱石、木棍打死猛虎1只。留藏虎皮l张，四

周镶衮为号，供大汾李氏合族遇公事时献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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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1912～1949)

17年(1928)，村民陈大潮在旧城老街始设天德药号，兼坐

堂行医。

28年(1939)1月，桃渚区长城乡乡公所驻设旧城回龙殿。

32年(1943)，杜渎盐场所属产区包括下旧城、双峙、隆兴

亭、大岙、阎王殿、小团、白茅、西山头、双峙等lO余处。

3月20日，设置杜渎场下旧城盐仓。

6月，奉令撤销杜渎场下旧城、双峙两处场务分所。

同年，连盘鲤鱼村李致祥将私塾改为旧城小学，校址移至旧

城回龙殿。

34年(1945)4月，在旧城殿后山上出现3名美国同盟军

用望远镜观察海面，并宿长城乡乡公所3—4天。

35年(1946)间。国民兵团某队与土匪发生枪战，村民纷

纷躲避。

36年(1947)7月，长城乡并人连盘乡。乡公所移驻连盘

街道头新堂。

同年(1947)7月，乡长李谦益重建学校。更名为“连盘乡

第二中心小学”。设旧城回龙殿。开设2个班级。

37年(1948)，杜渎盐场设下旧城、大岙、隆兴亭、阎王

殿、白茅等官仓10处，盐入仓后，由监秤员上锁加封。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一)

1949年6月23日上午，上盘解放。1日城属鎏桃区。12月，

连盘区建立，旧城属连盘区新城乡。

1950年初，旧城村建立农民协会。

1951年，新城乡人民政府成立．址设旧城堂屋里。

6月，雷门坑海防指挥所负责桃渚天德闸至桃渚港一段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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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下旧城内设点布防。

同年。连盘海防公安派出所警卫海岸线分成8段，一是天德

闸至龙头，二是上四岙至大跳，三是小跳至下盘，四是下盘到上

盘闸。1954年12月。连盘区组成3个海防队，有210名民兵63

支枪。

同年，旧城村实行土地改革。

1952年1月10日，重新组织连盘区海防委员会，下设推船

沟、上盘、新城、龙头4个指挥所。连盘区、垒桃区2区组织

100名民兵联防队，守卫沿海6个闸口。

同年，附近村民陆续拆除明下旧城的城墙岩石，用于建房。

1953年冬，旧城村民十五岁以上齐出动，赤足开凿村西旧

城河。

同年，旧城村组建成4个互助合作小组。

1955年上半年，旧城村发展成2个低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3月，修建拔船岗一洞闸。旱、涝调节启闭蓄泄。

同年，建立新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土地归集体，进

行集体耕种。新城乡联合诊所、农村联合信用社相继成立。

同年，建立新城渔业生产队。

1957年，修建滨海河，长5．5公里，宽15米，挖土14万

方，投入7万工。

1958年，县供销社下设的新城供销合作社成立。

12月1日，开发下旧城海涂，属上盘片首批开发单位。

1961年下半年，旧城村分为新民村与新城村。

1962年建立新民大队。

1965年．筑双峙下塘，堤长2080米，围垦海涂面积1408

亩。

1966年，新民村党支部被群众组织“夺权”，建立了旧城村

革命领导小组，1971年6月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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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大旱，本村粮食颗粒无收，部分村民外出逃荒。

1967年，在麻狸岭脚创办村橘场，栽种柑橘40多亩，品质

良好。

同年，建立新民村革命领导小组，至1979年6月撤销。

1969年，发动全村群众。修筑北洋涂盐滩。

1971年春，杜桥区委发动沿海群众整治河道，旧城至桃渚

港一段进行了开挖、砌凿、拓宽。

同年，在新城街创设集市，定农历四、九为集市日。

1972年，回龙殿里两人合抱的两棵百年古樟，一棵枯死，

一株砍伐卖给白沙渔业队造船。

1972年一1985年．由旧城村小学生组织夜呼队，在村中呼

喊口号，宣传防火防盗。

1973年。建造盐滩160亩，属滨海盐场管理。

1974年，筑白沙海涂，围垦后作盐田晒盐。

同年，李恭学考取宁波农林学校，成为本村第一个中专生。

1975年，在旧城上墩建大队屋(新民大队部)3间两层楼，

砖木结构。1997年卖给村里3户受97年ll号台风影响无钱交统

筹款者，办公楼移至新城小学。

1979年。陈华忠考取浙江医科大学．成为本村第一个大学

生。

1981年4月，临海县地名普查时发现村庄重名．故将新民

大队更名为旧城大队，恢复古名。

1982年下半年，全村集体土地1096亩．山林1050亩，分

配到户，实施承包责任制。

1984年3月，改为旧城行政村。

lO月，村安装30KV变压器I台，村碾米厂开始用电机碾。

11月，村民李恭会家购置14英寸西湖牌电视机l台，为全

村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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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旧城村通电，并安装了电灯，结束点煤油灯的历

史。

1988年4月．新建新城中学校舍，占地2400平方米，建筑

面积1049平方米，其中教学楼8间。

1993年，李恭会家安装了程控电话，成为本村第l部程控

电话机。

4月，修筑北洋海坝，长1417米，需土石方5517立方，总

投资92582元。为50年一遇的标准钢筋混泥土堤坝。

1995年，旧城八甲新城农村信用合作社，并人上盘农村信

用合作社。

1997年7月，新城中学撤销，并人上盘中学。校舍改为旧

城小学。

同年，1l号台风在椒江登陆，125年一遇的海潮袭击旧城和

新城。北洋坝海堤全部冲毁，海潮倒灌，盐田全损，渔船冲上堤

岸，损失惨重。

1998年6月．临海市统一实行乡镇村账管理体制，旧城村

设立宣传窗，账务公开，由村民监督。

1999年lO月31日起，全镇实行殡葬改革，村民去世后全

部实行火化，人葬公墓园，结束千年土葬史。

2000年，李恭林家购买上海桑塔纳轿车l辆，为本村村民

最早购买轿车者。

2001年10月，旧城村扩建4间2层村办公楼。

2002年7月，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叶洪芳来村检查“学

教”工作。

6月，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浙江省交

通厅副厅长来旧城村检查工作。

2003年3月，村党支部书记李恭会，被评为台州市“学教”

先进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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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全村安装路灯40盏，实现村庄亮化。

10月，在洗脚潭开挖水井l口，占地1．5亩，深8米，投

资5万多元，解决村民吃水问题。

2004年2月3日(正月初三)凌晨4时。旧城回龙殿3间，

被大火烧毁。同年村民集资(每人50元)重建。

2月4日(正月初四)．旧城村村民委员会召集在外大中专

学生和行政工作人员40余人参加新春茶话会。会上，大家欢聚

一堂。献计献策，共商家乡经济发展大业。

4月，临海市市长叶维军考察下旧城古迹。

6月，旧城村集资30万元，从雉溪童燎水库引水，村民每

户安装自来水、饮用洁净水。

8月24日，市旅游局根据省政府办公厅浙政办发(2002)

5l号文件《关于认真做好全省旅游资源普查工作的通知：》精神，

对抗倭古城——下旧城进行了测绘、建立档案。

8月29日起，杜桥至旧城公交车开通，每日20班次，隔半

小时一班，方便村民出行。

9月，临海市市委书记马世宙考察下旧城古迹。

lO月，对境内的过路坑塘、中央塘、赖债塘等河道淤泥，

进行清理，保证粮食种植，旱涝保收。

11月20日．北洋海塘内的盐场，终止晒盐废场，结束了千

年晒盐历史。

同年，桃渚镇连盘办事处14个行政村投资16万元，建造连

盘鲤鱼村至连盘塘机耕路，长1500多米，宽6米。

同年，台州市委组织部来村拍摄“党建”专题片。

2005年3月20日，村民张贤发老人与杜桥镇何方伟2人，

对下旧城的城墙进行了实地丈量，实测周长为1730米。

4月．旧城村至上盘的公路，实施水泥路面硬化，其中村里

支付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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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旧城至桃渚四岔的公路，实施水泥路面硬化，经费由

市交通部门负责。

同月，浙江省工商局副局长马文博带领省级有关部门领导，

在台州市先进性教育督查组组长奚国斌的陪同下来旧城村指导工

作。

7月8日，由何达兴、彭连生、李敬银撰写的<临海明代抗

倭古城——下旧城》，刊登中国《名城报》第四版。

8月4日，《今日临海>刊登《寻访明代抗倭古城——下旧

城>文章。

2006年2月。村中4条主道路(山脚下、九房、上墩、拔

船岗)，长1500米，宽4米，投资50余万元，全部实施水泥路

面硬化。

5月。旧城村被评为台州市党建示范村。

7月。在旧城村洗脚潭山建造生态公墓。

11月，旧城村党支部书记李恭会，被评为台州市优秀共产

党员。

12月。村内支路实施硬化，投资40多万元。

2007年3月2日，台州电视台二套《阿福讲白搭：》节目播

放《抗倭古城——下旧城：》。

12月。临海市政协主席施士雄到旧城村蹲点调研。旧城进

行河道整治(砌石)，投资120万元，由3村负担。

12月。全部实施清理露天粪坑，每户都安装抽水马桶。

2008年5月23日，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临海市博物

馆工作人员一行4人，对下旧城抗倭古城进行了普查记录测位。

7月，旧城村河道整治，疏浚重筑联合村八甲至旧城拔船

皎。长1400米，宽15米。

2009年12月，在旧城村北后门山建造旧城村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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