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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安溪县志》即将付梓，县志总编室约我作序，作为家乡人，

我为修成县志而欣慰；作为一方之公仆，我倍感义不容辞。

盛世修志，是我国一项有悠久历史的优良文化传统，早在周朝即

有“内史掌八柄之法，外史掌四方之志’’之记载。安溪修志始于宋，明、

清六度续修，最后一部旧志成书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此后县志

失修230多年。民国期间虽曾成立机构，准备续修，却因种种原因而

未果，断修时间之长为全省之最。 、、

昔人曾言，作史之难，莫过于志。然而，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方

显事业者本色。时值1985年仲春，中共安溪县委、安溪县人民政府作

出编修新县志决定，随后遴选人员，部署工作，虽人事更迭，历任领

导仍紧抓不缀，经八度春秋、数易寒暑，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同心协

力，终于编成新志。新志时经事纬，万象纷呈，集古今之大成，汇百

科之精华，为安溪有史以来内容最丰富、最系统、最完整的志书。它

凝集着全体修志人员的心血和汗水，是全县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

我县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可喜可贺!我谨借此向关心、支

持和参加编修的全体同志致以敬意和感谢!

、， 安溪为千年古县，虽地处一隅而毓秀钟灵。千百年来，这里孕育

出无数的优秀儿女，他们在各个时代的许多领域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

统一、富强，为抵御外侵、建设家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业绩历来

为史家所重视；安溪是全国主要侨乡和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旅

居台、港、澳和海外的安溪籍乡亲近三百万人，他们为开发台湾宝岛

和发展侨居地作出卓越的贡献；安溪是举世闻名的铁观音茶的故乡，茶



香飘四海，友谊播天涯。新编《安溪县志》正是一部安溪人开拓进取、

勤劳奋斗的辉煌史诗。

新编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今略古，统

合古今，体例完备，资料翔实。一卷在握，安溪县情前有所稽，后有

所鉴，便于鉴古规今，善今垂后，其存史资政等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当前，神州大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春潮正涌。安溪县沐浴改革

开放的春风，在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陆续推出一系

列重大举措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经济日益昌盛繁荣，社会各项事

业蒸蒸日上，美好的前景催人奋进，勤劳勇敢的安溪人民必将在新的

历史时期大显身手，再创辉煌!

中共安溪县委书记陈昭扬
1993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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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J 一

新编《安溪县志》在第二届世界安溪乡亲联谊会召开之际出版问

世了。这是解放41年来第一部系统记载安溪县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

状的“百科全书”，堪称为安溪的“资治通鉴"。八度寒暑，数易其稿，
成书出版，诚非易事，实在可庆可贺!

安溪，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安溪是

驰名中外的铁观音茶乡、全国著名侨乡和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这里

不仅山青水秀，物华天宝；而且地灵人杰，人文荟萃。仅清代就有名

相李光地及其家族“四世十进士七翰林”彪炳史册。千百年沧海桑田，

勤劳淳朴的人民用汗水浇灌了安溪大地；众多仁人志士为开创历史伟

业浴血奋战，推动社会发展，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解放

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安溪人民努力拼搏、重整乾坤，使安溪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申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大地，全县

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励精

图治，发挥优势，开拓进取，呈现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欣欣向荣的

景象，为史志增辉添彩。古往今来，人民创造历史的宏伟业绩，理当
一 永载史册，传颂后代。

编纂志书，重在资治。安溪自后周显德二年(955)建县至今，曾

于宋、明、清三朝编修过七部县煎但经历沧桑，大都失散，仅存三
部，最后一部系清乾隆二十二年、(1 757)知县庄成主修的，虽有借鉴、

稽考的史料价值，但未免受历史的局限，存在不少缺陷。新编《安溪

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史实、广征博

采，去伪存真，资料翔实，，体例得当、结构严谨，图文并茂，熔时代



特点、地方特色于一炉，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富有鲜
明的时代性、地方性和人民性。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新编《安溪县志》的

出版，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安溪的历史，研究其发展规律，“辩证施治"，

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也有助于国内外朋友进一步认识

安溪，扩大友好合作，增强开发力度。愿全县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同

心同德、振奋精神、锐意改革、再展鸿图，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社会主
义新篇章。．

’

安溪县人民政府县长：陈长昭
1993年10月1日



凡 例 、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反映本县自然

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

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力求

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裁，以志为主。图

表因文所需设置其中。全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门类划分不受机构

隶属关系限制。卷首设概述、大事记，全志分四十二个分卷，各卷首

均设无题概述，卷下设章、节、目，目以下酌设子目。

三、本志记述时限，上限自唐咸通五年(864)设置小溪场起，下

限·般断于1 990年，个别事项因追述事物发端及沿革需要，可不受时

限，文中遵循“详今略古"原则，详述近现代历史事实。

四、本志所用资料取自各档案馆(室)、图书馆藏籍、历代地方志

和实物资料、统计年鉴、有关文件以及当事人、知情人提供的口碑资

料，均经核实，一般不注明出处。凡需加注的(包括引文)，注在有关

卷。

五、本志历代纪年仍沿用其年号，每“节”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号

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并省略“公元"、“年”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志中统计数字、民国年号、公元纪年、月份、日

期均用阿拉伯数字；民国以前的历史纪年、星期几、不定数、次第、习

惯用语、成语中的数字使用汉字。

六、本志酌用“‘解放前”、“解放后’’等文字概指时间，以1949年

叼



8月31日安溪解放的时问为界限；某些较长的专用名称第一次出现时

使用全称，并括注简称，如中共安溪县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委’’)。

七、志中凡一事两见或一事多见，均注明“互见某处"。凡举其事

而不必详者，注明“详见某处’’，以免重复。

八、本志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按国务院1 984年2月27日

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一律采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如米、厘米、吨、公斤等。历史上使用的旧

计量单位名称，尽可能注明今值。旧人民币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值。’

九、本志《人物志》循“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均为已故者，

并以本籍为主，正面人物为主，但也载有一些对安溪做过重大贡献的

客籍人士和个别具有重大影响的反面人物。人物排列(除表先分姓氏

外)一律以生年为序。对部分有贡献有影响的安溪籍在世人物增设

“人物录”、“台、港、澳及海外乡亲名人录’’．作简介，以作存史。

十、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行文力求简明，言必有据，

事皆有证，一般不加政治性定语和评论，寓褒贬于述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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