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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采用记、志、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体，共1 0篇、

44章、91节，首冠大事记，末设附录、后记，地图4幅，照片400帧。

二、年代断限：上溯事物发端，下迄2002年。少数内容延伸至脱稿之

日。

三、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

四、人物收录社会影响较大者，记入名录，生卒并收。以事系及1 1 1 2

人。

五、记年：古代采用朝代年号，以汉字书写，括号内注公元时间；民

国纪年用阿拉伯字书写(文化篇部分姓氏修谱概况中的年份用汉字书写)。

1 949年以后用公元纪年。

六、本书资料来源：部分来自《青田县志》、《青田县统计年鉴》、青田

县档案馆资料以及各姓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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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改革开放以来，市、县修志，肩摩踵接；乡镇修志，则鲜与闻。

方山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开局之年编撰《方山乡志>，对于方山

建设新农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作用。

方山四面环山，风景秀丽。1 1个行政村的36个地方，犹如传说

中的36洞天，或以奇拔，或以幽胜。房舍依山而建，梯田循坡而辟，

山林茂密，水源充盈。乡内稻田养鱼，陂池蓄鱼，鱼群五彩缤纷，尤

为游人称赏。所产田鱼，味极鲜美，烘制鱼干，享誉海内外。方山人

聪明灵巧，所镌石刻，巧夺天工。早在明末清初，方山就有人携带石

雕精品漂洋过海，赴欧洲各国挈卖，待得事业有成，便在欧美各地定

居，经商从政，全乡8366人侨居世界28个国家。小小山乡农村，竟

成为青田乃至浙南地区著名的华侨之乡、旅游之乡、生态之乡、田鲤

之乡和石雕之乡。<方山乡志》的出版，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

综合展现，是方山人民的骄傲。

<方山乡志》图文并茂，载体虽小，容量颇大。它从乡土文化、

地域文化视角，突出方山的华侨、旅游、生态、田鱼、石雕等方面的

特色，是一本融资料性、鉴赏性、可读性为一体，让读者看了会骤然

产生亲和力的志书。方山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这里得到充分反映；

青田人“敢闯敢冒、艰苦拼搏”的青田精神在这里得到印证。它是“入

乡问俗”的好向导，为了解乡情，资治、教化提供有力的借鉴。为此，

谨向方山全体父老乡亲，尤其是广大侨胞侨眷致敬，感谢他们为建设

美好家园作出巨大贡献；向本书编者与所有参与其事的同志致敬，感

谢他们为撰写本书的辛勤付出和大力支持。

中共青田县委书记金建新

2003年1 2月



序二

青田编纂新方志起自20世纪80年代之《青田县志》，其后青田教

育、交通、广电、财税、石雕、医院等志书相继出版。《方山乡志》问

世虽迟，却是县内第一部特色鲜明，体例别具一格的乡镇志。

修志不易，创新更难。《方山乡志》另辟蹊径，对各家新志有所效

法，又有所突破。全书40万字，却编入地图、照片400多张，实为一

般方志所末见。《方山乡志》图文结合，互相呼应，浑然一体，以清晰

生动的立体形象反映方山的历史与现状，使读者如临其境。方志源于

古代的图经，《方山乡志》继承了中国文化遗产之精华，深得古人左图

右书之意，正合图经之体，可谓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它适应不同层

次的读者，具有雅俗共赏的价值。

志书的地方特色，源于客观真实的反映。方山是青田著名侨乡，

在外侨胞8366入，多于在乡入口。他们分布在四大洲、28个国家。《方

山乡志》特辟《华侨》篇，分设起源发展、分布职业、奉献地位、侨

团四章，记述百年来方山华侨的发展历史，尤其突出他们爱国爱乡的

赤子之情，将捐资办学、兴建文化娱乐设施、造桥修路、改善饮水等

善举，记述于全志有关篇章。通过全方位浓墨重彩的记述，和盘托出

了侨乡的地方特色，对读者大有教育意义。

《方山乡志》的资料除查抄档案、古籍文献外，更重视进村入户

实地调查。全乡有多少华侨、侨居何国、从事何种职业、老人幼儿现

状等等问题，逐户登记，查得一清二楚，成为研究青田华侨史最翔实

可信的资料。50年来，全乡新建1～6层，各式结构民居1 300座、4246

间，新建公路1 9．930公里，自来水主管线长23500米，平均1．97户有

电话1部、百户有电视机83台。凡此种种，均以具体资料论证建设成

就和事业发展，于资政，教化具有特效。

首次修志，方山各界人士不论在外在乡，均极关注。侨胞捐资近

20万元，作编纂梓印经费。乡政当局数度开会，遴选人员，布置乡村

干部帮助搜集资料，全力协作。编纂诸公，年事虽高，不遗余力，搜



集文字资料数十万字，照片近千张，耗三年之功，反复讨论，悉心修

订，终于成书。其成就为海内外方山人士及各界读者所共见。

我受聘为《方山乡志》顾问，在修志过程中，曾有所参与，付出

不多，得益不少，当志书即将付梓之际，感慨万千，特为之序。

陈慕榕

2004年5月1日

注：陈慕榕<青田县志》、<青田县教育志>主编，副研究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事记

唐

大中年闻(847～859)

悟性寺建于松树下村。元至正三年(1343)，添置铁钟一El。

北宋

嘉椭年间(1056—1063)

邵姓迁入邵山村。

南宋

淳熙年间(1174—1189)

季姓由高湖移居裘山村。

宝张年间(1253～1258)

倪姓迁入倪岸村。

戚淳年间(1265～1274)

吴姓迁入龙现村。

元

至元年问(1335—1340

帮姓迁入郑岸村。

谢≮／‘旌谱

明

洪武年间(1368—1398)

方山属兴仁乡钦明里。

永乐年间(1403—1424】

陈姓迁人奎岩庄村。

永乐十五年(1417)

石门头季文魁考中举人。

永乐十八年(1420)

倪岸村倪琛与县城陈诏等16人同榜考中举人。

万历初年(1580年前后)

根头村林瑙在灵溪坑造路。

2 大事记

E∑一
悟眭寺铁钟

方山早期同外面联系的吉遭
(蚌埘j



崇祯四年11631)

秋，大承，桥梁及沿溪两岸房屋．田地多处被毁。

清

顺治五年(1648)

五月，吴岙(危山村北)陈光魁等响应油竹、彭括乡民何兆龙等聚众起事，次年二

月占据县城，后被官兵击败。

康熙二十一年(1682)

垒县划6坊18都，方山属二都．雍正六年(1728j，每都划分为十源，方山为五至十

源。

乾隆二年(1737)

七月初五，连续七日大雨，龙现村后山发生泥石流，全

村被毁，仅吴姓宗祠数间及街路头一屋幸免，稻田大部被毁。

乾隆三十一年(1766)

八月，洪水，方山至谷口(今山口)均遭灾。

乾隆四十五年(1780)

八月二十六日晚，溪水暴涨，田地房屋被毁无数。

道光九年11829】

被花石流冲毁H后修复曲是姓宗裥

八月二十七日，竟日大雨如注，溪流暴满，冲毁田地无数。

咸丰三年(t853)

六月，地震，屋台动摇，

同治元年(1862)

正月二十日，太平军攻占青田县城。二十九日，分兵经方山过白沙岭攻瑞安。驻青

太平军从-fl初三起到方山活动。

同治三年(1864)

邵山村民杨灿勋经好望角至英国销售石雕。

光绪十九年(1893)

秋，大旱，禾苗枯萎，颗魁无收。

光绪二十一年11895)

裘山林馥挂考中进士。

光绪三十一年C1905)

龙现村吴乾奎携茶叶参加比利时赛会，获银牌奖。次年(1906)，经中国驻比利时商

务大臣杨小景介绍，携茶叶参加罗马赛会，获上等奖．杨小景题“簿外观光”匾以赠。

中华民国

元年(1912)

八月二十九日，特大洪水，后金山坍千余丈，冲毁马车坑村民宅7座、陈氏宗祠半

座、田数百亩。

3年(19t4}

奇云山建花岗岩龙宫。

3



1⋯4-年⋯(i92，．5．! 棘i善 ．．-N。il

1倪5馨设信1926挚 。，罐露!j j年( ) t≯*幢孟 !；!· ，

32耋岩庄1943麓笔凳怨繇bzJ,易学于茗茹鬣刚悼。J；鬟敬若年( )，改为方山乡中- ，增设高小班， J?。+， b§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生

5月13日，青田解放。中国共产党方山支部接管方山乡公所。

7月，方山乡归属水南区管辖。

1950矩

10月17日，青田县委土改工作队进驻方山进行土地改革试点，12月结束。

1951年

1月，方山乡分为方北．方南两乡。

同月，中共龙现村支部书记吴芝仁被土匪杀害。

4月，袭山村裘连朝、季玉典等7户农民，组成伴工组，为青田县第一个伴工组。

9月，方山乡国民中心学校改为方北乡中，L,IB学，方山乡中心小学改为方南乡中心小

学。

4 大事记



方山乡供销台作社在石前创办。

1952年

1月，青田县委工作队进驻方山进行土改检查。

7月20日，暴雨成灾，方山受损严重．

冬，推广小麦“矮粒多”优良品种，

1953生

10月，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

方山乡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1955年

8月18 El，贯彻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镑)政策，定购三年不变，定销一年一

变．

冬，试办高缓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盎

4月，方北乡，方南乡合并为方山乡。

9月，方山石刻生产合作社成立。1958年，改为青田县石雕四厂。

9月，改方北乡中心小学为方山乡ep,L,小学，改方南爹中心小学为方南小学。

是年，方山乡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是年，方山乡卫生院创办，院址在石前耶稣堂。

1957龟

7月，奇云山水库动工必建，至1959年1月建成，为青田县第一座高山水库。

是年，方山乡太部分村开通磁石电话。

1958盔

5胃20日，全乡以邵山，龙现为重点摆余粮。仓底、桶底垫上稻草，上置稻谷，向

参观者展示，仓满谷多，余粮多。

5月25—26日，全乡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全体农民，齐上阵，除4四害”，向麻雀

开战。人们分布村庄巷弄，掏雀萤，捉雏雀，上屋顶敲锣呐喊，放鞭炮，吓得麻雀四处

飞逃．

6月，垒部农户参加高级农业生产台作社。

8月，村村办食堂，生活集体化。至1961年1月停办。

是年，中共方山乡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方山乡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各村山林归集体所有。

8月，方山乡改称方山管理区。

龙现村潘连英(女)出席全国杜会主义建设积极

分子大会。

是年，大办钢铁，全民洗铁砂、烧木炭。松树杂

木砍伐殆尽。

1959年

3月，创办方山乡奇云山畜牧场。
青云山裴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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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泻坑至后金4公里长的引水渠建成，未用。

1960正

方山乡在石前村建成5千瓦小型水电站。

1961生

6月11 El至9月7 El，连旱86天，受旱耕地过半。

12月28日，方山管理区改为方山人民公社，村为大队。

1962盎

方山公社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生产队分给社员自留地。

1963芷

方山公社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方山公社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1964生

6月24日至8月3日，4I天无雨，半数农作物歉收．

1965盎

2月24日，方山公牡奇云山林场创办。

6月，筑成白鲜坑至龙空头公路。

1966芷

3月，方山公社石刻小组成立。

loYJ 22日，方山奇云山林场开通电话．广播。

是年，方山公社第六俑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各村造反派成立战斗
奇云山林场一角

队。

1967生

9月，浙江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方山。

是年，“青田县革命造反总部”与“青田县工农兵革命联合造反总部”所属方山两派

在奎岩庄村发生武斗。

1968盎

11月18日，方山公社革命委员会f简称：革委会j成立+

11月，下碓建成5千瓦水电站。1974年停办。

是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各村开垦农田，

1969生

10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方山．

是年，裘山村叶某家失火，殃及邻居3户，毁房12间。

1970盎

春，试膏旱秧．

1月，全乡“五类分子”集中石前裘克岳屋集训两

个月。

10月，方山奇云山一级水电站动工兴建，至1973

年4月建成发电。为青田县第一座高水头(285米J电

站。

6 大事记

奇云山二缓站r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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