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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仙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是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但就当地的烟文化而言，

其源流发端之早，其内容特色之异，大概还是鲜为人知的．因为，在历代文献中，未

曾出现过一本关于莆仙烟草的专史或专志．观代莆田人姚旅所著的《露书>也只点

到烟草．
’

’．
．。

’令人可喜可贺的是，在莆田市烟草专卖局成立十周年之际，1：福建省莆田市烟

草志>正式出版了．这不仅是莆田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都烟草志，也是福建省第一部
、 ．

地、市烟草志．
。

，～． 。；⋯一。。 ，‘

纵观本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形式完美，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一是

突出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特色，基本上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其

二是突出了烟草行业的特点，与烟草密切相关的内容基本上均予记述，其三是突出

了莆、仙的地方特点，反映出兴化独特的烟文化内涵。． ‘．

编志人员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精心编纂．每个章

节，重点分明，详略得当，充分反映了境内烟草传入时间早，烟俗的独特形式及烟业

产生的深远影响，记述了烟草种植面积大，曾经是福建省晒烟主产区的重要史实，

“又挖掘了烟草加工的一些独特工艺。着重叙述了烟草经营的流通面之广l既纵述了

公卖、专卖制度的沿革及实施状况，又突出了20世纪80年代打击走私外烟的斗争

成效I既记载了烟草体制的演变、烟草税利的数额，又详述了莆田市烟草专卖局的

管理情况，还辑录了一些著名烟商的传记。各部的内容既独立成章，又相互联系，浑

然。体，有机融合．此外，本志还附有照片、图表及若干文献，较全面、系统、真实地

反映出当地烟草行业的发展轨迹。
‘

福建省烟草行业志书的编纂尚无前例，无规可循。l：福建省莆田市烟草志>尝试

在先，时间匆促，烟草资料的征集或许有疏漏之处，但能有这样的质量水平确属不

易．
。

，



此志的出版·必将在_存史资政-方面产生有益的作用，也必将促进福建省

烟草行业修史编惠工作的进展，丽且必将对莆田市乃至福建省的烟草发展有所裨

益· ．+

是为序． 、

。t

中共福建省烟草专卖局党组书记

福建省烟葶专卖局局长姜成康
福建省烟草公司经理

199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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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

地记述莆田市的烟草历史与现状I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本志体裁为。述、记、志、传，图、表、录．概述为金书之纲I大事记

以编年体为主并结合纪事本末体，为全书之经，志即各章，为全志之纬，传即人

物传记，荟萃与烟业有关的历史人物事迹，图即图片，表即表格，揽大势于方寸，

录即附录，辑附有价值的若干资料．：’’ ．；一·’1：
、’

兰本志上限追溯到本市烟草行业的发端，下限至1992年12月31日·根据

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j尤其是1984年7月莆田市

烟草专卖局成立以来的情况．记述地域范围。限于1983年9月建市后的行政管辖

区域．原属莆管，丽1983年9月后已划出的地域不予记述，但是1949年以前j兴

化烟商在省内外的活动影响深远，略作记叙．’。

四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纵写始末的结构，‘力求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

行业特色．
、‘ 五本志对1949年10月以来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为准绳．
“

．

六本志人物章分传记、名录．传记收已故重要烟商的史迹，以传主的卒年

为序排列1名录收在世人物．

一 七本志采用规范语体文，述而不论，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洁、流畅．专

用名词在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之后用简称．历史纪年、机构、地名，职务等依当

时历史习惯书写，旧地名括注现地名i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乡(镇)村地名

前冠以县、区名，人名直书其名． 。一

八本志数字书写执行1987年2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

公布实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I标点符号的运用，执行1990年

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修订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统计数

字的采用，遵守1983年12月1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各级统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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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市古称。兴化一或。兴安一，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位于福建省沿海中

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西起东经118。277，东至东经119。56’，南自北纬25。2’，

北到北纬25。467．总面积3781平方公里。东西长122．4公里，南北宽80．5公里。

东北与福清交界，西北与永春、德化毗连，西南与永春、南安、惠安及泉州接壤，

东南与台湾宝岛隔海相望。 ，，

地势西背依戴云山脉，地域西高东低，呈梯状倾斜I木兰溪、延寿溪、蔌芦

溪是2 o世纪50年代前主要内河运输航道，腹地是福建四大平原之一兴化平原。

发源于戴云山脉的木兰溪横贯境内，注兴化湾入东海．境内海岸线长223．9公里，

周遭有大小岛屿156个．主要港湾有兴化湾、平海湾、·湄州湾，主要港口有秀屿

港、三江口港、枫亭港，民国时期航线通往福州、上海：宁波、温州、大连、烟台、

台湾、香港、汕头等海内外各口岸．福厦公路贯穿境内，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直

是主要的运输动脉．以上交通渠道为烟草贸易提供了必要的运输条件。

，，根据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和出土的石器、陶器表明，在氏族公社时

期．人类已在莆仙地域定居、生产·夏商时属●九州一之一的扬州，西周时属

_七闯一地之一l战国后期属闽越国领地，秦时属闽中郡，西汉后期属会稽郡l三

国时属建安郡I两晋时属晋安郡I南朝时属南安郡I陈光大二年(568年)始建莆

田县，寻废，隋开皇九年(589年)又设，再废I唐武德五年(622年)复设I武

～周圣历二年(699年)由莆田县分设清源县，唐天宝元年(742年)清源县改为仙

游县．莆田、清源(仙游)两县相继属丰州(泉州、闽州)、南安郡、建安郡、丰

州(武荣州、泉州、清源郡’『清源军、平海军)．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莆田、

仙游、永福、福清四县交界地域另设兴化县，建太平军领莆、仙、兴三县，五年

(980年)改为兴化军I军治在游洋，八年(983年)军治移到莆田。南宋景炎二

年(1277年)升兴化军为兴安州。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改为兴化路，明洪武

·=年(1369年)改为兴化府I正统十三年(1448年)撤兴化县，辖地分别划入莆

’仙两县，清时兴化府属福建省闽海道．民国元年、(1912年)撤府。莆仙两县相继



隶属福建省南路道、厦门道l 14年(1925年)废道，隶属福建省，22年(1933

年)12月至次年1月，曾相继隶属泉海省、兴泉省．23年7月后，一直隶属福建

省第四行政督察区．’1949年8月21日、8月25日，莆田、仙游两县分别成立人

民政府，隶属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晋江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晋江专区专员公

署)。1970年6月后，隶属闽侯地区。1971年7月莆田地区成立，管辖莆田、仙游

等8县，1973年7月，闽侯县划归福州市，1983年5月福清、永泰、闽清、长乐、

平潭5县划福州市。1983年9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莆田市，管辖莆田、仙

游两县和城厢、涵江区、湄州岛对外旅游经济区，人口280万。

明万历中叶，漳州从菲律宾引进烟草，莆、仙、福州就在很短时间内相继引

种。此后，烟草相继传播到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云南、蒙古、

列匕、广东等地。根据明史专家吴晗的考证，这是烟草传入中国的三条路线中的
一条．

莆、仙境内的烟俗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最早为旱烟，戏班演出莆仙戏时，由

小旦为台前第一排尊者点燃旱烟以示敬意，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已

有水烟l同治四年(1865年)已有吸用从天津进口的鼻烟I道光二十九(1849

年)开始逐渐推广卷烟。

烟草的推广对境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仙游县清代时四分土地，水稻占三

分，番薯、烟草，甘蔗、花生共占一分。20世纪50年代，烟草种植可赢利2倍以

上。烟农们并创造了套种、轮作、春栽、冬栽等耕作方法，发展了精耕细作技术．

烟农们因此迈出家门，走向省内外、海内外，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基本上垄

断了福州、泉州、浙江若干县的烟草市场I 50年代后，卷烟的销售税利年均达1

百多万元人民币，为国家、地方财政收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烟草初因治病祛寒而

传播，以后演变为待客之礼和消费嗜好．莆仙著名烟叶经营者发家后，捐资兴办

公益事业，有徐宁盛、陈端利、陈天高3人受到朝廷的褒封，民国时期，兴化烟

叶经营者成为一股重要力量，影响到境内的社会经济结构，1978年以前，一直是

莆仙商业的主要支柱I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莆田市烟草专卖局成立后，烟草行

业捐助社会的资金累计共有26．6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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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仙境内地处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无霜期长，日照充足，气候温暖，雨

量充沛，年降雨量为1000---1800毫米．境内有福建省四大平原之一的兴化平原，

耕地总面积65173公顷I适宜种植烟草的面积占耕地的74％。优越的自然地理条

件为烟草种植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明万历中叶以后，境内晒烟种植面积逐渐扩大，此后发展成福建省的主产区．

、种植品种主要有古泽本、船本‘南雄本和美国晒烟等I并采用了套种、轮作等栽

培方法和焐晒、架晒、夹晒等晒制方法．种植地域主要在境内平原，产量最高峰

分别在清康熙初年、抗战中后期，年均在2500吨以上l 1949年后由于消费习惯逐

一步改变．烟丝产销逐年下渐，由1500多吨逐年下降，以后再也没有突破这个数字．

1965--',--1981年间，在一二百吨到三四百吨之间徘徊，1982年后只有一二十吨。

境内烤烟l 1959年才开始引种，1979年停种，1991年重新试种。主要品种有

永定一号、金星6007、大金无等，主要试种地区有大济、西天尾、常太、钟山等

地，年均产量在5吨左右．

’兴化烟铺的烟丝加工久负盛名，卷烟加工自抗战中期后才有，且仅限于中低

档烟．。 一
．

，。

烟丝品种有红烟、厚烟、塘头烟、黄条丝烟、建烟、沙县烟、皮沙烟等，牌

号有双荔、香脾、牛印、古田、红葫芦、玉兔、玉狮、斧头、工农兵、和平等。一

般为手工操作，20世纪40年代后才引进电动机械。兴化烟铺的烟丝加工技术各有 、

特色，有的加茶油、豆油、菜油、花生油，有的以火酒炒之，有的拌入兰花、铁

红、五香、桂花等香料，有的加姜黄粉、白末、食碱水等，有的讲究烟叶产地及

晒制方法，有的讲究各等级烟叶的搭配及切丝技术，等等。因而加工的烟丝各创

名牌，各自垄断了一些地方的烟丝市场．如_双荔一牌烟在闽、浙‘赣三省一带，

。· _建烟一在浙江省内，。厚烟一在台湾、山东、天津等地．_香脾打烟在闽南地区，

。黄条丝一烟及。沙县嚣烟在福州一带，。塘头刀烟在闽中各县，。虎头一牌烟、

_工农兵一牌烟在莆田、仙游、福清等地均为著称．20世纪40年代以前境内烟丝

‘年均产量在2000吨左右．此外，福州的兴化烟铺年均产量2000吨，泉州的兴化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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