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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乐山水奇秀，山之峻伟、水之清灵、洞之幽瑰，世所称著，尤

以玉华洞为首的溶洞群，岩溶自然景观规模之宏大、之幽深、之奇

特。人文景观之丰富，旅游历史之悠久，更是福建省内之最，全国有

数，名声远播海内外。

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全以后，将乐历届县委、县府都把开发旅游

资源、发展旅游事业作为一件大事来抓，锲而不舍，长期坚持投入，

使玉华洞(溶洞群)名胜风景区的建设日新月异，年年有进展。我

在将乐生活、工作多年，数度游历，感受不尽相同。景区风光的神

妙、诡奇，给人的震撼和领受，每有加深；景区建设和管理的发展和

进步。又给人新的欣喜。

语云：“胜景天成。”其实不尽然。奇特的自然景观的形成固然

I是大自然的赐与，是天成的，而成为“胜景”，却离不开人类的发现

与开发。两者孰为轻重，恐难轻易评判。全国知名的风景名胜，包

括玉华洞(溶洞群)名胜风景区在内，能有现今观赏价值与知名度，

应该说是人类千百年对自然景观不断再创造的结果，其中景区文

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新编l：玉华洞志>的修成，是将乐旅游事

业建设者们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再做的努力。该志新编部分把现

代岩溶景观最新研究成果、风景区建设者们的开发建设历程等一

一迸行科学的记述．对我们了解自然，总结对自然旅游资源的开

发、利用的得失，为我们今后更好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有莫大辅益，

同时也是对景区的文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在此，谨向案牍劳苦，

费心尽力的修志工作者表示诚挚的谢忱与敬意。

在新旧世纪之交。中共将乐县委、县府对发展旅游事业提出了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跨世纪的“两圈一线”的构想，即以玉华洞(溶洞群)名胜风景区、龙

栖山与证觉寺各为一圈，以金溪为线。把县内旅游景点联为一体，

充分发挥山、水、洞的旅游资源优势，为开创一个更高的旅游事业

发展的新局面描绘了蓝图。为此，在加大对旅游业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完善旅游管理的同时，还要切实加强旅游文化的建设。新编

<玉华洞志>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更好的旅

游文化建设的新成果出现。

援笔数言，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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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将乐县委书记杨光祺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八日



凡 例

一、本志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将乐县内仅存的清朝康熙
四年(1715)县绅廖鹤龄(字云友)重修的<玉华洞志>，今经点
刊。一为《新编玉华洞志>，主要记述1984年以来开发、建设
洞(溶洞群)风景名胜区的情况。

二、重刊<玉华洞志)依原体例，不作变动；原本竖排，今求
版式，改为横排；原志无标断，今加标断，以便阅读；原志字体
体。为不失原貌，不予更改，异体字经辩认核实，统一为一体。

三、<新编玉华洞志>共六章十七节，前缀概述、大事记，尾
件选录、诗文辑存、编后记等。全志详今略古，上限力求溯源，
一般为1998年。部分章、节有所下延。

四、<新编玉华洞志>采用规范语体文。<大事记>以编年
主。所设章、节依事以类分原则横排，事物一般按时序竖写。

五、<新编玉华洞志)的历史纪年，清朝及其以前朝代用积
写，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六、清朝康熙版<玉华洞志>由将乐县档案局提供；<新编
洞志)资料由将乐县旅游事业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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