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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 吉
刖 雷

《安溪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中国

地名委员会《关于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要求，在完成全县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整

理、编印的，是我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

本县地名普查于1981年3月开始，年底基本结束。县地名办公室和各公社、

镇、场从事普查工作的人员，经过深入基层，走访群众，查阅史料，反复核对，

对一些重要地名进行认真的调查考证，按照“法定的书写、标准的读音、健康的

含义”这一原则，进行标准化和规范化处理。经过普查和标准化处理后，整理的

地名一览表、地名卡片、有关文字概况以及I：50000地形图，业经地区地名办公

室组织验收，上报省地名委员会，

本录汇集全县各类地名5552条，其中：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3747条(包括

自然村名称3263条、城镇路、街、巷名称39条)；行政、企事业单位和专业场、

站名称816条；主要人工建筑物名称385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57 l条，名胜古迹

和革命纪念地名称33条。在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名称中，主要收录有独立方位、

起地名作用的单位。有关文字概况资料编印在各类地名之中，关于城关镇和部份

大队更名的决定编在最后，并在各类地名中穿插有关照片。附录有：安溪县地名

来历含义选编、安溪县部份历史人物简介。

《安溪县地名录》经县人民政府审定．上级政府部门批准，它为各条战线提

供比较准确的地名资料，在经济建设、交通旅游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将起重要作

用。今后，各行各业使用地名，均应以此为准。有关地名的命名、更名，必须按

照国务院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发布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报县或

县以上人民政府审批，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随意更改地名。

1。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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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县位于福建省东南部、晋江西溪上游；北纬24。507—25。267，东经

117。367一118。17 7；东接南安县，西连华安县，南临同安县，北邻永春县，西南

与长泰县接壤，西北和漳平县交界，东西长74公里，南北宽63公里，面积2963平

方公里。全县有2985个自然村。至1980年底，人口七十二万余人，除湖头、，剑

斗、白濑等地少数畲族居民外，绝大部分为汉族，均操闽南方言。县人民政府驻

地凤城镇。

安溪县开发甚早，从多处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证明四千年前就有人类生

息。这里，周时为闽越地，秦时属闽中郡，汉初属会稽郡，后为冶县，三国时属

吴之建安郡，晋代为晋安郡，宋齐因之，梁属南安郡，隋大业初仍为建安郡，唐

时为南安县地。唐成通五年(公元864年)置小溪场，五代周显德Z-．年一一南唐

． 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监场事詹敦仁见此处人稠地沃，溪通舟楫，适宜置

县，向清源军(泉州)节度使留从效请准，正式设立县治，以溪水清澈之意命名

清溪县，至宋宣和三年(1 12 1年)改称安溪。明嘉靖《安溪县志》载： 。宣和三

年，寇盗蜂起，睦州清溪洞，时恶其名，改为安溪。”清乾隆《安溪县志》亦

· 载： “宋宣和三年．改日安溪，取溪水安流之意。”

置县迄今，县治均设于凤城。其城因背负凤冠山得名。登山俯瞰，城境状若

犁头，别称犁城。初，全县分设十六里。明朝以县城为坊，共一坊十五里。即：

’

长泰、永安、光德、依仁、新溪、新康、崇信、龙涓、龙兴，还集、感德，常乐．

感化、来苏，崇善。嘉靖年间析还集为还一、还二两里，万历年间又分龙兴为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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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兴二两里，成为十七里，加上在坊里(县城)，称十八里。清代至民初沿

用旧制。民国后期设县城，依新、兴善、来感、长坑，崇龙六个区，领4 8 6个

乡镇。．

1949年9月3日安溪解放，时设4个区；1950年改为8个区，辖137个乡镇；

1958年撤销区的建削，成立28个乡，后建立9个人民公社、186个大队；1961年

恢复8个区，置91个公社、362个大队；1965年再次撤区，重新组成15个公社；

1 98 1年增设1个公社。全县现有2个镇，8个国营农，林、茶场，1 6个公社，

380个大队。

本县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1 929年就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 931

年底；在溪山乡佛仔格成立中共安(溪)南(安)永(春)中心县委。1933年至

1 934年间建立苏维埃工农革命政府，1 932年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二支

队，以及农会，赤卫队，儿童团、妇女救国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当时，拥有革命

基点村52个，一般革命村179个。党的优秀儿子李南金、陈鸿伍，郭节等同志在

浴血斗争中壮烈牺牲。 1 932年至1 935年，党的组织扩大到安(溪)南(安)同

(安)边区，成立安、南、同特别支部；1948年成立安溪县游击队(后改编为闽

粤赣边区游击纵队第八支队第四团)，开展武装斗争。1949年5月1 5日，游击队

曾一度解放县城。1958年，中共安溪县委、安溪县人民政府在凤冠山建立。革命

烈士纪念碑”，碑上镌刻着朱德、邓子恢同志的亲笔题词。
’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安溪有不少人侨居海外，为福建省主要侨乡之·。二

百年前即有邑民南渡，茶叶经营为特有原因。至今，华侨，华裔及港澳同胞约计

28万人，侨居新加坡为最多，达8万多人；次为印尼及马来西亚，各7万多人；

余者旅居缅甸、越南，菲律宾、日本，美国，老挝等地。蓬莱，官桥为著名侨乡．

本县是台湾同胞祖籍之一。据安邑海外同乡会引证，在《台北二十五姓族谱

叙例》中，有十姓源于安溪，台湾澎湖县望安村，即安溪乡民前往开拓，以怀念
●

●

故土而命村名，台北、台南的岭顶、塔美内、科榜三社翁氏系，也是从安溪龙门

科榜乡移居，并沿用祖地村名。台湾苗栗县杨氏大多由安溪崇信里三洋乡分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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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白氏同乡会资料载述，仅安溪龙榜镇白氏世裔在台湾就有五千多户，二万

六千多人。从本县移居台湾的乡民，大多供奉。清水祖师”，台北、基隆、澎湖

等地仿建了六十三座。清水祖师庙”。
‘

(二)

安溪地处戴云山脉东南坡，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多山，海拔千米以

上的山峰有125座，大多分布在西北部。最高山峰太华尖，海拔1600米；次为人

仔头山，海拔1588米；佛耳山为第三高峰，海拔1532米。主要山峰还有同发山、

朝天山、大太湖山、银瓶山、五阆山、铁峰山等。从湖头盆地西缘的五阆山(海

拔1256米)，至官桥盆地西缘的跌死虎(海拔1047米)一带，为本县地形的天然分

界线．线以东称外安溪，地势较低，平均海拔300一400米，以低山，丘陵、串珠

状河谷盆地为主，河谷比较宽阔，丘陵起伏平缓，人口居住密集，线以西称内安

溪，地势较为高峻，海拔800米以上峰峦叠嶂，平均海拔在600一700米之I"7，以

山地为主，坡度较陡，河谷狭窄，水流湍急。反映在土壤和植被上，外安溪多残

积土，水稻田以黄泥、沙土为主j具有南亚热带植被的特点。内安溪多灰化红

壤，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

安溪河流分属晋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河系发育深受地质构造影响，呈格

子状。水利资源丰富，据普查，全县水力资源蕴藏量为二十万千瓦．晋江上游西

溪(又名蓝溪)为本县主要河流，源于桃舟、棠棣和永春一都，由北流向东南，

经南安县汇入晋江，境内流程105公里。其支流小蓝溪，龙潭溪和双溪等，纵横

逶迤。西部的福前溪、白枵溪和举溪等，流程较短，自西北向东南注入九龙江。

由于地势高低悬殊，不少峡谷悬瀑数十丈，以长坑还集寨及虎邱大坪之“百丈涤”

为著。在水流湍急之处，形成不少深潭，如白濑的跳鱼潭、金谷的渊港，龙门的

龙船港等，可用于水力发电。剑斗，湖头、蓬莱，龙门等地，尚有温泉多处。

本县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由于地理上存在着内，外安溪的差别；形成不

同的气候特点，外安溪夏季长且炎热，冬季短而无严寒，年平均温度19—20。C，

年降雨量1600毫米左右，雨季大部分集中在暮春，夏初和七、八月份，故有。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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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芒种雨，五月无干土，六月火烧埔，七月水流芋”之谚。全年无霜期350天左右，

农作物一年三熟。内安溪地势较高，地形复杂，山脉走向各不相同，有。隔山不

同风，同时不同雨”之喻，年平均温度一般16—18。C，年降雨量1800毫米上下，

无霜期260天左右，全年四季分明，秋冷较早，春来稍迟，作物生长普遍比外安

溪迟一个节气，一般可种双季稻，少数山高水冷的地区只宜播一季中稻．

(三)
i

．本县山多耕地少。山地约占总面积的63％。全县耕地面积41万亩，粮食作物

以水稻、甘薯为主。主要经济作物有花生、大豆、甘蔗、烟叶等．解放后，大兴

农田基本建设，生产条件显著改变。到1980年，共兴建引水工程1 3400．多处，蓄

水工程540座，拥有抽水机249台，农用水轮泵87台，有效灌溉面积23万亩。现有
q

水力发电站380处，电机41 3台，装机总量25515千瓦。各社、镇、场和82％的大

队用上了电。1 980年粮食总产3亿3千3百多万斤，比1 949年增长1．75倍，农业

总产值7529万多元。

安溪是特种茶类一一乌龙茶主产区之一，名茶铁观音的故乡，茶叶生产在国

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由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云缭雾绕，多数山地属多量或中

量有机质红壤，‘茶叶栽培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土壤条件，产茶历史悠久，相

传已逾千年。据《泉州府志》载：五代越王钱f叔幕僚黄夷简，于北宋统一中国

时，，退隐安溪别业，其山居诗有。宿’雨一夜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之句。

《清水岩志》亦有宋时寺僧植茶之记载。明嘉靖《安溪县志》称： 。安溪茶产常

乐、崇善等里．货卖甚多”。乌龙茶原是全省红、绿、青、白四大茶类中青茶之

一种，因其产量在青荼类中为最多，产地亦最广，制法独特，品质优良，是不同

于红茶(全发酵)和绿茶(不发酵)之半发酵茶，在茶叶市场上颇负盛名，解放

后遂由荼种之名升为茶类之名，产量逐年增加，。畅销东南亚及日本、美国、英国

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铁观音”为乌龙茶之极品，选育栽培已有二百多年历史。

相传为清乾隆年间，由尧阳南岩士人王士让制成，携赠侍郎方望溪，方转进乾隆

皇帝，赐名为。铁观音”．又一说为尧阳松林头村老茶农魏饮所发现，其质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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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香高味醇，独具一格。近年来，一茶叶生产发展较快，全县现有茶园十万～多

亩，d980年茶叶总产421万多斤。国营安溪荼厂常年精制茶叶340万斤，为本省外

贸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 一

‘。
’

r ： ·j

林，果生产相应发展。全县山地面积330万亩，有林地。216万亩，一森林复盖率

49％，林木蓄积量约一百万立方米。国营丰田、白濑，半林林场以及感德公社等

为本县主要用材林基地。现有果园3万1千多亩。芒果为传统特产，于17世纪由

台湾引进本县，现年产量近1万担，居全省首位。产柿历史也相当悠久，‘城厢后

按、龙门光孝素有柿乡之称，所产柿饼为闽南名贵食品。其他果树还有荔枝，柑

桔、龙眼、杨梅等。

，矿藏以铁、煤、石灰石储量最多。潘田为主要铁矿产地，共有七个矿体，分

布长2000米，，宽为100至800米，工业储量1416万吨。省属潘洛铁矿在其地设立采

区。煤矿有10个矿点，主要分布在剑斗地区，县办后井煤矿储量930万吨。石灰

石质地优良，主要矿点6个，分布在湖(上)珍(地)一带。

解放后，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加速工业建设，昔日僻静的剑斗，已成为本县

新兴工业基地。全县现拥有工矿企业174个，其中国营企业37个，主要产品有化肥、

水泥、原煤、石灰、铁矿石，电石、机制纸、农业机械和瓷器、食糖等，1980年

工业总产值3765万多元。社、队企业近年来也有较大发展，，以陶瓷、铁器、木器、

竹编等为主，1980年总产值2318万元。

全县有14个集市贸易圩场，各社、镇、场建立商业经营管理机构，农村大队

办起代购代销店，1980年商品零售总额7242万元，外贸商品出口总值1001万元。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昔日交通闭塞的状况有很大改变，全县公路总长

．798公里，以风城、t湖头两镇为中心，沟通各公社、场，百分之八十四的大队可通

汽车。还兴建公路钢筋水泥桥和石拱桥158座，总长4381米，连接鹰厦线的漳(平)

泉(州)铁路通过境内，已通车至剑斗。 ～

(四)

安溪置县迄今已阅一千余年，人文荟萃， 有不少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从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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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四年至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097至1898年)，全县进士达八十一人之多，

见于《福建通志》、《泉州府志》和《安溪县志》的历代知名人物不下百人．以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本县文化最盛时期。康熙九年(1670年)李光地登

进士第，宫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身居相位十载，以理学名臣著称，所撰

《榕村全集》，包罗天文，地理、数学，音律、哲学及文学；系珍贵的文化遗产．

本县山川明秀，风景佳胜，前人称为“龙凤之区”，历代不少名士隐居于

此。唐末诗人周朴，五代越王钱傲幕僚黄夷简，，开先县令詹敦仁，宋代直讲张读

等，均隐于安溪。据传，南宋太尉刘铸大破金兵后，挂冠归隐，于安溪终老，员

潭吴王墓就是他的归宿地，现为县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南宋理学家朱熹，羡安溪

山水幽奇，多次游览，品题“清溪八景”，“仙苑”石碑相传亦为其所题。全县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八处，以清水岩寺及安溪文庙为最著名。清水岩寺始建于北宋元丰

六年(1083年)，其后维修、重建、改造达二十多次。寺字依山而建，背负巨

石，面临深壑，肃穆壮观。周围分布一系列宫亭碑塔、奇石古树，山泉清冽，风

景幽雅，曾有“蓬莱仙境”美称，为闽南游览胜地，在海外也颇有影响。安溪文

庙始建于宋成平四年(1001年)，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其间经过三十

多次维修、重建、扩展。庙宇系宫殿式建筑，以大成殿为主体．构成一组宏大建

筑群，气象庄严，结构优美，蟠龙石柱，木雕斗拱，极精巧之致；庙门遥对笔架

山，天工巧合，游客叹专观止．故有“八闽第一”之盛誉，充分显示前辈劳动人

民的才智和当时安溪文化之兴盛。 ·

解放后，’文教卫生事业更加兴旺发达。全县现有中学19所，小学353所，1 980

年在校中小学生i 3万多人。文化设施方面，建立县文化馆，下设16个文化站；县

图书馆藏书3万多册；有县办电影队17个，高甲戏、木偶戏专业剧团各1个；各社，

镇，场，建立广播放大站，有线广播遍及城乡，最近正在兴建一座电视差转台。医

疗卫生普及全县，现有县办医院，公社卫生院17所，病床730张，各大队普遍建立

医疗保健站，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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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 城 镇 概 况

凤城镇为安溪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位于县境东南部，北与魁斗公社接壤，东，

西、南三面紧邻城厢公社。面积14．14平方公里．城区分为6个居委会，郊区25个

自然村，4个大队，78个生产队。全镇26主4户，19800人。镇人民政府驻地在南

街大同路下巷，北纬25。047，东经118。10 7。

风城地处西溪左岸，属河谷小平原。晋江上游西溪干流及其支流小蓝溪在城

厢公社仙苑大队交汇而入本镇．至此河道开阔，水流平缓，沿河两岸地势平坦。

境内凤冠山海拔530米，为全镇最高峰，其余皆为小山丘。因城区座落凤冠山麓，故

称凤城。登山俯瞰，城境状若犁头，又名犁城。安溪置县以后，此地均为县治，

称在坊里。民国为县城区，后改称第一区，解放后属第一区城厢乡；1 958年为城

关公社综合大队；1964年建立城关镇，1968年并入城厢公社。‘l 9 8 0年恢复镇的

建制，因与其他县城关重名，1981年10月易名为凤城镇。

本镇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21。C，气温最高39。C，最低零下

1。C，无霜期340天，年平均降雨量1600毫米，四季长春，土壤吧沃。全镇耕地

2471亩，粮食作物以水稻、甘薯、小麦为主，1980年总产240万斤，一部分作为

蔬菜基地，生产蔬菜以供应城区。现有茶园550亩，年产茶叶500担；山地10453

亩，其中有林地9897亩。另有果树582亩，油茶919亩，甘蔗460亩。金镇农业收

入43000元，占总收入22％。镇办企业有综合厂、化工厂、牛奶厂，机械厂、建筑

社和服务行业等，1980年企业总收入121万元。

解放前，凤城是一个建筑简陋，经济落后的小山城．解放以来已逐步建设成

为繁荣的山区集镇，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崭新楼房鳞次栉比，

街道修建一新，商业繁荣。县办农械厂、轻机厂、糖厂、印刷厂、食品厂，轮胎

翻削厂、福利厂、制药厂等分布城区和郊区，厂房林立。镇内有县人民广播站、

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体育场和各种文体活动设施，省重’点中学安溪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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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小学，县办幼儿园以及县医院，城厢公社卫生院均设镇内。还有4所镇属小

学分布郊区。公路四通八达，水路可直抵泉州。1963年竣工的安溪大桥长达275

米、宽9米，横跨西溪，雄伟壮观，为境内主要人工建筑之一．

凤城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南宋朱熹题的。清溪八景”，其中。凤麓春荫”

。龙津夜月’ 。芦濑行舟。 。葛磐坐钓” 。东皋渔舍” 。南市酒家”六景，即在

本镇境内。主要名胜古迹为安溪文庙与雁塔，均列入县文物保护单位．文庙始建

于宋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明，清曾维修重建，规模宏大，建筑石雕艺术精

美，素有。甲八闽”之盛誉。雁塔系明朝万历年间所建，为六角形实心石塔，结

构严密，独具一格．座落在凤冠山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更使山城增

色，其碑建于1 958年，碑上雕刻着朱德同志和邓子恢同志的亲笔题字，碑文记述

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陈鸿伍等十二位烈士的光辉业绩，为人们所瞻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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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户数 人口 ．驻地 曾用名

县

镇

居委会

安溪县

凤城镇

南 街

祥云街

上西街

东北街

小东街

下西街

祥云街

祥云渡

深 内

％ 楼

山 边

上西街

榕树边

池 头

李 厝

西门街

刘厝埔

东北街

镜 湖

信 珍

北 街

后草埔

北门后

,瓦nxT Xi6n

F夺ngch否ngzh吉n

Nanji吾

X16ngyonji百

Sh6ngxTji百

D6ngb善iji百

Xi石od6ngjl百

XiaXTji百

Xi6ngyfn Ji百

X 16ngyfnd0

Shenn6i

H6u16u

ShanbiOn

ShSngxT Ji百

R6ngshobIan

Chit6u

Lfcu5

XTm6n Ji百

LiocuSb0

D6ngb6i Jie

Jfngh6

Xinzhen

B百i Jie、

H6uc60bd

B吾im6nh6u

128851

2624

173

160

’133

154

196

243

160

22

85

33

22

133

36

26

728628

19800

605

664

501

581

764

844

664

122

324

127

85

50l

1 53

88

凤城镇

南 街

大同路

祥云渡

镜湖

东 巷

祥云渡

9

f’

l、

、t／／

湖镜

6

4

0

1

8

8

O

7

8

6

8

r

8

9

O

2

7

7

．1

I|U．1．1

l

9

1

1

4

5

3

2

O

4

1

2

3

5

2

3

3

2

4

扩

扩

伊

扩

扩

街村扩

一

∥

街村扩

扩

r

∥

街村∥

街村矿



类别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巷

，，

／／

西

上

下

巷

巷

巷

×laxT ji百，。．

×iaXT Jl百

ShuTm6n Jl百

H6up已Jle

ShuTm6nwai

×iaodong Ji百

D6ng XIhng

Zhongshan LO

N6n Ji吾

Dat6ng Ld

×丁×i6ng

Sh6ng Xiang

Xia×i6ng

南 门 巷N6nm6n Xihng

陈部居民点 Ch6nbOjomfndi百n

吾 都Wfida

祖 厝Z已cu6

溪 边XTblan

，， 宫 仔

大队 上．

村 小

10

G6ngzTw否i

Shhngshdn

Xi石oI Tng

L吾ngshuTk百ng

Chash百l i60

Y6ndTng

Ch6she’an

户数 人口 驻地 曾用名

243 844下西街

59 198

61 198

83 290

40 158

196 764东巷

152 596

44 l 68

173 605

67 225

3l 103

13 40

13 49

30 1 14 ，

19 74

348 1800祖厝

226 1240

1 10 500

12 60

324 1899小岭

26 148

16 1 18

24。 133

41 271

30 159

街街街街外街．巷路街路

西西门浦门东

山

同下下水后，水小东中南大

村街巷街矿

∥

矿

枞村
∥

尾山岭坑寮顶铵

水畲

畲冷荼岩茶

矿

∥

∥

∥



类别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户数 人口 驻地 曾用名

村

农点

只拣

大队

村

大队

村

贡 尾

上 场

圳古脚

大岭场

山 畲

美 法

龟 山

北 石

寮 尾

水吼尾

墙 围

顶 厝

枫 脚

G6ngw否i

ShSngchSng

Zh吾n95j i石o

Da TngchSng
●

●

Shdnsh百

rvl吾．f6

GuTshan

B首ishf

Li60w吾I

ShuTh6uw6 I

Qi6ngw百

．DTngcu6

Fengj i50

寨仔尾 ZhSizTw吾i

先 ’声

东门外

尾 寮

东岳新村

东门内

大东街

煎冶李

Xiansheng

D5ngm(≥nw5

W首iIi60

D6ngyu言×Tncon

D5ngm6nn6i

D8dongj i百

Qi5nh6ulT

38

146

3

220

838

12

400 。2044 龟 山

13 65

50 269

33 187+·

78 ’389

27 160

42 238

90 463

67 273

493 2314东门外

77 375

187 879
、

50 214

40 ’176

62 318

，77 352

11

∥

扩

∥

∥

矿

矿

∥

矿

伊

矿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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