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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1984年4月，全省展开修志工作，时值我任东山县县长，立即组建
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业务班子，承蒙各界人士厚爱，推举我兼任县地

方志编委会主任。修志队伍组成后，大家边学边干，不断总结经验，承担
起这个历史赋予的重任。

东山建县历史不长，但从已发现的古人类肱骨化石鉴定，这里远在
一万年前便有先民劳作生息。东山土地面积不大，只有194平方公里，

但海域辽阔，海洋生物资源丰富。更值得骄傲的是东山人民勤劳勇敢，
坚韧不拔，富有开拓精神，历史上既有抗倭、抗日、保家卫国的壮举，还
有远涉重洋、披荆斩棘发展生产的业绩。1950年5月人民政权建立后，

东山面貌日新月异．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改革开放，



序 二

新编《东山县志》在中共东山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经过全体

编纂人员的多年努力，现已出版。这部具有东山特色、记载东山自然和

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反映东山人民革命和建设成就的百科全书，是全县

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值得一读。

东山地灵人杰。1953年，我第一次踏上这个海岛，就被这里美丽的

自然景观和朴实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这里是明代著名学者黄道周的故

里、名将戚继光抗击倭寇和民族英雄郑成功操练水兵的阵地，是1953

年东山保卫战的战场。从1956年起，东山人民在中共东山县委书记谷

文昌的带领下，消灭秃头山，绿化飞沙滩，制服风沙灾害，把海岛变成

“东海绿洲”，逐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蝶岛大地。东山成为

福建省唯一的创汇农业试验区和闽台农业经济技术合作交流重点县，

岛上的水、电、公路、码头、电讯、旅店等基础设施El臻完善；芦笋、对虾

等创汇农业产品远销世界各地。东山人民用勤劳的双手谱写出光辉的

篇章，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新编《东山县志》翔实地记载了这些历史

变迁，资料丰富。这部新编《东山县志》的出版．将有助于海内外朋友进

一步认识东山，了解东山，为更好地开展两个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资料

依据。

借此机会，谨向指导和支持编写这部新县志的各级领导、海内外同

胞和全体编纂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廖进彩(原东山县县长)

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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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新编《东山县志》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问世了，这是东山人民的
一大喜事。

县志记述一．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以及风土人情，使人们“前
有所稽、后有所鉴"，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修好县志，是一项
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

‘东山历史悠久．坑北井心山南坡出土的石刀、石锛，大帽山的贝丘
遗址和华福酒店工地上发现的人类肱骨化石，证明了远在一万年前，人
类就在这岛上劳作、生息、繁衍。至民国5年(1916)始正式建置东山县。

东山县地处闽粤结合部，是福建省第二大岛。东濒台湾海峡，与台
湾隔海相望；西临诏安湾，与诏安县仅一水之隔；东南是著名的闽南渔
场和粤东渔场交汇处。1950年5月12日东山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东山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可喜的成
绩。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方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东山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县

级芦笋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硅砂基地，工农业生产、科技文教卫生事
业和城乡建设都出现崭新的面貌。现在，县内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
逐步提高。这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新编《东山县志》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新编《东山县志》，数易其稿。它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纂而
成。全书本着贯串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真实反映东山的自然和社会
的历史与现状，富有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它必将为本县的施政决策提
供依据，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

在此书出版之际．我谨向参加和指导编写这部县志的全体同志，以
及所有支持这部县志出版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洪我追(原东山县县长)

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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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

东山，苏峰毓秀，玉蝶多姿，资源丰富，途通四海，无愧于祖国东南

沿海明珠的称号。

然而，在数千年历史长河里，东山人民步履维，艮，时常挣扎在战乱

和天灾之中。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山人民英姿焕发，坚定地

走社会主义道路，铲除穷根，织锦铺绣。使东山在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

里，出现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一是植树造林，建成“东海绿洲"，根本改善

自然环境；二是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创汇农业试验区，人民经济收入水

平跃居全省前列。而今，东山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实现第三次飞跃——

建设国际性旅游港口城市而努力，将使这颗明珠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

彩。为了记下这一切，编写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东山历史和现状的社会

主义新县志，诚为至要之事。它可以让后人深刻了解昨天，全面认识今

天，正确规划明天；它可以总结历史经验，稽前鉴后，继往开来，为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如今，新编《东山县志》告成，为其作序．实属幸事!我谨在此向为编

纂《东山县志》献策出力的全体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忱!

江宏真(原东山县县长)

1993年12月



序 五

东山——明代理学家黄道周的故里，举国闻名的闽南海疆英雄岛，

四海驰誉的“东海绿洲"、开放港口、旅游胜地。1 993年秋，当我登上这

个宝岛时，就倍感亲切与兴奋!
、

我自幼对东山略有所识。上任伊始，粗览民国《东山县志》稿本和新

编《东山县志》正式送审稿，又目睹兴旺发达的现状，不禁思潮起伏!旧

时的东山，战祸频仍，灾害接踵，诸业难举，百姓穷困；今日的东山，林绿

水秀，繁花似锦．百废俱兴，万民康乐．．由此，深感编史修志，借古鉴今，

教育世人，意义确为重大!同时，也深感通过地方志，了解当地自然和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对熟悉县情以便搞好本职工作，极有裨益。感谢辛勤

笔耕的修志人员以及为修志做出贡献的同志们!

东山，如今是福建省的创汇农业试验区和旅游经济开发区，是国务

院批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对外轮开放的口岸。东山人民正在进行全

方位建设，努力把东山建成国际性旅游港口城市。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这个目标定能实现。到那时，续编《东山县志》，所载业绩将更辉

煌!’

东山县县长黄汉河

1994年2月



凡例

凡．例

●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恩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

一●

二、本志上限努力追溯至各类事物之开端，下限为1988年，略古详今，全面记述县境范围

内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志及附录组成。辅以地图、表格、照片。概述列于志

首，总括自然与社会的概貌和要点；大事记随之后，为全志之经；专业志35卷，按地理、经济、政

治、文化顺序排列，卷首设无题概述。卷内设章、节、目，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人物志设传、表、

‘录；附录殿后，载以重要文献、名人诗作等。地图、照片集中于全志目录之前。表格随文插入有

关章节之中。

四、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记述体。概述略有夹叙夹议；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兼记事本末体；专业

志皆用记述体，寓观点于记述之中；附录则按原件体裁载入。

五、《人物》卷中人物传记载对东山各历史阶段影响较大的各界已故人物。对在世人物的突

出事迹，系入有关专业志记述。人物表、人名录，有已故者和在世者，记载历代进士、举人，在县

外任县团级以上(含县团级)职务及高、中级技术职务者，抗日阵亡官兵、革命烈士、东山保卫战

功臣模范、省级(人民政府)以上单位授予的先进人物和在县内任高、中级技术职务者。在县内

任县团级职务者及1950年5月12日后任部、委、办、局、群团等单位正职者，随有关专业志记

之．

六、本志历史纪年表示法：中华民国以前朝代、年号用汉字书写，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

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每卷首次出现时并加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

用公元纪年，阿拉伯数字书写。月、日记法：阴历采用汉字，阳历采用阿拉伯数字。1950年5月

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山，在此之前称“解放前”，在此之后称“解放后”。

七、本志记述地名，中华民国及其以前的按历史惯称，必要时括注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的地名，以县地名普查办公室公布的为准。记述各种机构名称，按成立时正式命名书写，同

章节里重复出现时采用简称。记述人物，一般直书其名，涉及有关职务则按当时称谓书写。记

述专用名词，在章节里首次出现时写全称，如“土地改革”，重复出现时，写其简称，如“土改”。

八、本志所用资料，大部分来自县档案馆、统计局和各部委办局(部门、单位史志资料稿)；

部分来自民国《东山县志》稿本、县外馆藏资料、有关史书报刊、县图书馆，以及有关事件当事人

的口述、笔录。记述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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