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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赤水，曾用名锦水、赤水格，位于德化县西北部，镇人民政府驻狮峰山南麓的赤

水街，海拔970米，距县城26公里。全镇土地总面积90．9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12038．42亩。辖14个村民委员会和1个居委会，87个自然村，114个村民小组。2008

年末人口17120人。均为汉族，另有迁居国外及港澳台地区1000多人。

宋至明代，赤水属集贤乡新化里，清代分属汤泉里和新化里，民国时期为赤水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赤水设立第五区公所；1956年8月改名赤水区；1958

年成立赤水人民公社，辖今赤水、国宝(原称佛岭)、美湖、大铭、春美(原称双翰)

五个乡(镇)；1961年，国宝、美湖、大铭、春美从赤水公社析出，各自建社；1984

年改为赤水乡，1992年7月撤乡建镇。

赤水，历来为闽中军事要地，交通要冲，商业、文化较为发达。号称“闽中屋脊”

的戴云山雄踞东北，西北耸立九仙山，南连云头岐山，北枕罩雾山，属高中山地带，

古为泉州港及闽南沿海各地通往闽西北的主要通道之一。400多年前，赤水街就是尤

溪、大田、永春商贾的贸易要地。民国期间，商业营业额占全县四分之一。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集镇建设发展迅速，设有赤水邮政支局、电信分局，建有戴云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九仙山气象站、变电所、税务所、人民法庭等。

赤水镇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势较高，夏季凉爽，冬季有霜或雪，年平均温度

17℃，年雾期140天左右，霜期165天左右。雨量充沛、湿度大，年相对湿度平均在

80％以上。

赤水镇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森林履盖率74．7％，拥有杉、松和毛竹等林竹资源，

林地面积97080万亩，林木蓄积量60万立方米。泉水资源较丰富，优质矿泉水甚多。

主要矿藏有铁、铅、锌、石膏、瓷土、耐火土、泥煤等。

赤水镇是德化西部交通枢纽中心，省道206线自镇区内猛虎村进入，经湖岭至铭

爱村，境内里程8。5公里；县道351线从赤水街头经锦洋、西洋出境，里程4．2公里。

近年来，相继建成村村铺设水泥路的交通网络。

赤水镇历来以水稻、甘薯、马铃薯为主要农作物。主要经济作物有茶叶、柑桔、

酸梅、柿、桃、油茶、佛手瓜、蔬菜等，反季节蔬菜已成为赤水民众的经济作物之一。

2008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9907万元，镇财政收入15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6021元。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赤水镇志

赤水镇境内有著名的戴云山和九仙山，是闽南的旅游胜地。东半片溪流汇人泸溪，

西半片溪流经美湖人大田、尤溪县境溪流。

赤水镇境内，山川壮丽，钟灵毓秀，地灵人杰。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

在狮峰山建朱文公祠、狮峰书院；民国年间(1912--1948年)有官办学校、私立学

校、教会学校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村村办有学校，赤水中心小学、赤水中学

办学成就斐然，人才辈出，政坛商界、文化科技界等人才层出不穷，在各自岗位上努

力工作，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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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事记

惫

唐龙纪元年(889年)

陈汉，字汝宁，从仙游大圳迁居德化鹏都，越二载五月，又从鹏都迁居戴云。

后梁开平二年(908年)

始建戴云寺。

五代十国

宋

建隆元年(960年)

赤水设立冶铁场。

乾德二年(964年)

设赤水铺，置铺兵5人于双见岭下(今铭爱村)。

端拱二年(989年)

僧怀整重建戴云寺。

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2年)

湖岭设安、永、德三县寨，不久改为巡检寨。

治平元年(1064年)

赤水格岭尾建麻公宫，奉祀麻五、麻八。民国初宫宇倒塌。

兀

元初(1279年)，湖岭巡检寨改名巡检司。明隆庆五年(1571年)又改为高镇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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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司，万历年间(1573一1620年)裁。

明

隆庆年间(1567—1572年)

开拓赤水集市、赤水铺铺兵迁赤水格防守。

崇祯十六年(1643年)

永嘉村许岱二、许岱八倡建永嘉寨。

清

顺治十五年(1658年)

吉岭村许于敬(许逸)，联合永春李高反清抗税，聚兵大尖山。

康熙四年(1665年)

灾荒米贵，民有饿死者。

康熙十五年

置赤水格塘，增兵巡守。

康熙四十九年

十一月，漳平县陈五显率农民起义军3000余人人赤水格。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举人刘鹏霄等，筹资在狮峰山南麓建朱文公祠，创办狮峰书院。

乾隆六十年

粮食歉收，县衙拨米平粜。

冬，赤水街失火。

嘉庆十三年(1818年)

赤水格失火烧街，损失颇多。

光绪五年(1879年)

十一月廿七日，赤水格街尾重修朱熹祠。光绪六年(1880年)，在朱熹祠创办锦

溪书院。

光绪+七年

八月初二日，农民起义军首领陈拱，为反对盐馆食盐掺砂强制配售，率领义军攻

占赤水盐馆，杀盐官，开盐仓济民，清政府派兵围剿。

光绪十九年

义军溃散后，陈拱躲避于吉岭村大尖山蜈蚣仔厝，被清兵捕押至福州杀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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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

十一月，赤水街失火，店铺尽焚。

光绪二十二年

赤水商民集资在赤水街头南侧大石上雕石龟一只，长3．5米，宽2米。2007年，

省道206线经过此地，石龟被土方埋没。

同年，商民在赤水街中水巷建七星池，在街尾建德水殿(后改锦水殿)，祀玄天

上帝。

光绪二十三年

天主教神甫在赤水街建天主教堂，

光绪二十五年

基督教会牧师林玉章到赤水传教，

堡内建礼拜堂。

招收教徒传播教义。

会友李道乔献地，联合王、潘等姓会友在三吉

光绪二十六年

永春籍商民在赤水街头内侧建妈祖庙，内设永春会馆。

光绪三十年

赤水格塘改为赤水格汛地，驻兵防守。

宣统元年(1909年)

赤水基督教会在水巷下新建福音堂，东侧建牧师楼。

同年秋，狮峰书院改为公立狮峰小学堂，开始教授国文、算术新课程。翌年校址

迁狮峰山腰刘汉臣楼房。

宣统三年

十二月，赤水格雇工吴福参加苏亿义军。次年二月义军上天花寨整编。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年)

春，狮峰小学堂改为德化县第二高等小学校。

8月，赤水格汛地把总陈亚炮联合葛坑乡大正寨总团练陈其泗，攻打天花寨不克，

退回赤水。陈亚炮恐苏亿反攻，请厦门巡防队派兵协守赤水。

9月8日，苏亿率义军5个营围攻赤水，激战7天，退回天花寨。

民国2年

春，德化县成立禁烟(鸦片)总社，赤水设禁烟分社。

夏，赤水设团练，取代赤水格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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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年

赤水街王行礼在其锦狮堂设仙伯坛，拜空中教，俗号拜仙伯，力劝群众戒鸦片烟，

前后受戒者有数百人。

民国6年

德化县第二高等小学校改名为狮峰小学。

民国9年

1月15日，靖国军参谋长林菁华放火烧赤水街。

民国10年

12月，下大雪，林木折毁甚多。

民国11年

7月27日，梓溪民军周三率队到李山(今戴云村)抢劫财物，烧毁民房77幢，

抢走耕牛63头，打死农民13人。

民国12年

春，王天赐(锡三)在赤水礼拜堂创办锡三小学。次年改为育才小学。

同年，护法军团长王天赐，奉令兼任德化县县长。

民国13年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团长许振光，奉省长萨镇冰令兼任德化县县长。年底，许率部

驻守赤水，设团部于永嘉寨。

秋，尊美(今美湖)林青龙派兵火烧永嘉村民房13座。

民国14年

秋，狮峰小学改为锦水小学。

民国16年

李金标在赤水街水巷下建机械厂，制造土步枪及子弹，发行信用票，派赤水民众

缴交枪支款。

民国17年

秋季，锦水小学校舍被驻兵强占而停办，学生并人育才小学。

民国19年

永德大公路工程指挥处测量从德化经赤水到大田公路线。

民国20年

赤水设立官盐分局，盐价大涨，贫民以辣椒代盐。

民国21年

陈得荣任县建设委员会主任，督建赤水段公路。6月17日，德(化)大(田)公

路通车。

秋，锦水小学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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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2年

设立泉德汽车公司赤水车站，开始客、货运输。

民国23年

1月20日，林青龙联合民军旅长张雄南攻打赤水。陈得荣配合商民后备队坚守数

日，林青龙放火烧街，躲在店内的商民被烧死、打死28人。

夏，赤水设立第三区公所，所址设在旧朱熹祠。

7月中旬，大雨连绵，旧朱熹祠被山洪冲倒，区公所借用乾德堂。

是年，第三区公所派员到上涌、葛坑等地登记户口，设立保甲，并组成赤水、国

宝、桂涌、葛岭等联保。

民国24年

蝗虫四起，水稻受灾。

秋，建立中国国民党赤水区党部。下设三个区分部。

育才小学停办，学生到锦水小学插班，因生数增多，借用敦德堂为校舍。

民国25年

1月，大雪，竹木被压折甚多。

1月16日，赤水街中晋裕杂货店失火，烧掉店屋30多间。瑞德药房被烧。

2月，中央军某部26旅旅长谢辅三率兵进剿张雄南，下令移民，赤水附近农民移

居赤水格，为时数月，耽误春耕，损失严重。

4月，赤水区公所改名赤水区署。

是年，地方不宁，牛桐格、旧雨亭、蜈蚣湾、割竹仔等地先后发生抢劫。岭边村

草村农民被土匪杀害3人。

民国26年

赤水、国宝两个联保合并，成立锦水镇。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因抗战，民国政府颁布征兵法，锦水镇开始征兵。至

1945年，赤水乡被征捕壮丁200余人。

民国27年

1月，锦水镇公所改为赤水乡公所。锦水小学改为赤水小学。

3月，县政府派土地测量队到赤水丈量田地，分为3等9则，绘图造册，后以田亩

计征田赋。

4月，福建省财政厅长严家淦到赤水，在乡公所召开宣传征收田赋会议。

民国28年

1月，张雄南联合涂友情率兵攻打尊美林青龙，在赤水屯兵数月，强行派饷及绑

票，勒索群众财物。

9月18日，日本飞机轰炸赤水街，一炸弹投落赤水区署地，一炮弹投落赤水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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