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历史沿革 

唐以前 

夏朝初(公元前 21 世纪)相传长寿之神彭祖隐居于此，与两个儿子彭武、彭夷开发蛮荒

大山，后人称其定居之地为武夷山，把二兄弟神化为武夷君。 

夏朝中叶(公元前 19 世纪)武夷山已有古代越族人聚居，其部落首领之遗葬安放于武夷

山岩洞之内(今发现之一号船棺，经测定为距今约 3840 年，即公元前 19 世纪)。 

商朝时期(公元前 16 世纪)古代越族人继续在武夷山生活和繁衍。武夷山遗留的架壑船

棺与虹桥板经科学考察，是当地先民在当时的殡葬遗迹。 

周朝时期(公元前 10 世纪)古代越族人在武夷山一带，从事简单的耕织和渔猎生产活动

(从出土的石镰、石刀、石网坠、石箭镞和丝、麻、棉织品等进行考察论定)。 

春秋(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476 年)武夷山一带属越国的一部分，居民为古越族。 

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 217 年)秦始皇设闽中郡，武夷山一带属之。 

秦末(公元前 207 年)各地诸侯抗秦。武夷山一带的闽越族部分居民参加闽中郡的部队,

北上协助刘邦入关灭秦。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武夷山一带隶属会稽郡，归闽越王管辖。 

汉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武夷山一带归东越王馀善所统治。 

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 116 年)馀善占据会稽郡之地，反抗汉朝中央集权。是时，馀善

构筑 6 座城固守。今武夷山市城村的闽越古城即为六城之一，城内筑有宫殿。古汉城面积

47.3 万平方米，城内探明大型建筑群 4 处，有居住区、冶铁作坊、烽火台、排水系统、道

路等，出土大量陶、铁、铜制生产、生活用具和兵器。可见当时的繁荣景象,为闽中重镇。 

汉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汉朝廷四路出兵入闽平叛，其中一路自分水关进军，直抵王

殿村，摧毁城池，消灭闽越部，将闽越人北迁江淮一带。 

汉武帝时代(公元前 100 年左右)汉武帝刘彻派遣使者到武夷山，用干鱼祭祀武夷君，借

以安抚居民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随后，汉朝廷将这一带区域隶属会稽郡。 

汉永建六年(131)把会稽郡分为东南都尉。东都尉为临海，南都尉为建安。建安这一部

分管辖范围包括今武夷山市一带。 

汉建安十年(205)孙权派遣贺齐将军占领上饶，划上饶的一部分及建安县西北部桐乡置

建平县(即今建阳)，其管辖范围包括今武夷山市区域。 

三国·吴永安三年(260)改会稽南部都尉为建安郡，辖区包括今武夷山市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