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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全国第一部市区建设志正式出版

《福州市鼓楼区建设志》曾于1991年1月内部印发。

1991年11月全国建设系统专业志编纂委员会在福州召开评议《福州市城乡建设志》、

《福州市建筑志》时，同时评议了《福州市鼓楼区建设志》。此前，在自贡会议上也评议过这

部志稿。各位评委和有关专家都认为鼓楼区位于福州市中心，历史悠久，建筑、文化名胜古

迹甚多，且有地方特色。公开出版这部志书，具有重要价值。

这是我国建设系统第一部区志，我祝贺它的公开出版，同时也向鼓楼区领导和编纂志书

的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

建设系统专业志编纂指导委员会主任

袁镜身，原国家建工总局副局长，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

(袁镜身)

1992年12月4日



胯 专

《福州市鼓楼区建设志》于1991年1月内部印发，并先后两次在全国性的建设系统专业

志评议会上得到与会专家的肯定和好评。时过年余，该书编纂人员精益求精，继续广征博

采，延伸上下年限，逐句修正，因而得以正式出版。这是对我区在修志工作中坚持态度严

肃、选材严格、逻辑严密，举墨严谨的褒奖，也是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值此即将付印之

际，谨表衷心祝贺!

福州市鼓楼区是八闽历史文化发育、演绎的主要舞台，也是历史文化名城福州市胜迹景

观汇聚的中心。历朝历代政权的隆替兴亡，经济的跌宕起伏，体现在城市建设方面，无不留

下丰富的实物和深浅的斑痕。已湮没无迹的，必铆fe之一举，志之于史；尚存迹址或依稀可

见原貌的塔桥祠庙、亭台楼榭、碑碣坊墙、名术。I。坩等等，要以历史的观点审视其价值，妥

加保护或予以修复’对于展现近现代及当代文明进步的历史文化遗址、故居、街巷、堂馆等

等，则要加以保护修缮，使之成为弘扬民族正气和培育革命精神的场所，成为教育、薰陶、

吮吸精神力量的源泉。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今天和明天的建设文化，这

是建设部门的光荣职责。

改革开放以来，我区的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城市不断扩大，道路拓展延伸，高楼大厦矗

起，正在彻底改变昔日“纸褙福州城"的旧貌。自今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发表后，我区

和全国各地一样，思想更解放了，改革的步伐迈的更大、更快了。伴随城区成片土地开发的

加速，旧城改造的规模更非昔日可比。我们正以俯仰历史的眼光，更科学、更大胆地闯出一

条彻底改造IH城的新路。“三山两塔一湖、一街三坊七巷，，，将在旧城改造中得到妥善保护，

古街风貌将与现代风格融为一体，为榕城景色添幽增秀。这就是未来鼓楼区城建的特色。史

志工作者当投身城建改革的第一线，秉笔直书，记下我市、我区正在进行着的城区建设这一

翻天覆地的变化，积极发挥“存史、教化、资政”的作用。

· 2 。

中共福州市鼓楼区委书记 私沈 (卓家瑞)

1992年9月



祝贺《福州市鼓楼区建设志》出版

(1991年内部印发本代序)

洋洋近二十万字的《福州市鼓楼区建设志》是我区各部门中编纂出版的第一部专业志。

它的出版，对我区从事方志工作的部门和同志，将是一个推动和鼓舞。

修史编志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要想从纷繁浩瀚的史料中撷取历史汇绎的精华，“略

古，，而不遗漏大事，从经纬纵横的案卷里理出发展沿革的脉络，“详今”而不拖沓冗长，还要用

正确的观点诠释、注解，既不厚古薄今，又不拈今摈古，做到秉笔直书，客观公允，若能得

后人一卷在手，获追溯古今，洞明真史的教益，实至难矣!唯其难，所以主其事者必须态度

严肃、选材严格、逻辑严密、举墨严谨，无此“四严”是写不成好文章的，更遑论史志的编修

了。
‘

鼓楼区是个老城区，历史文化蕴涵极其丰富，作为历代设治之所，直到今天其地位之重

要仍有增无减。因此，区委、区政府承担的编修史志的任务十分繁重，而这项工作又非得高

质量地尽快完成不可。负有史志编纂任务的部门，一定要按志史修编的大纲规范和要求，及

早组织力量，认真部署落实。除应具“四严’’之外，还要突出部门专业的特点，渲染地方习俗

的特色，体现资政存史的特性和标帜不落俗套的特别，更需强调科学性和可读性。

我祝贺《鼓楼区建设志》出版，也期待我区一部接一部的史志不断付梓。

中共福州市鼓楼区原区委书记嬲 (赵麟斌)

199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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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福州市鼓楼区建设志》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区城建部门的一件喜

事，也是对我局系统广大职工和史志工作者的鼓舞和鞭策。

福州市鼓楼区，建城历史已有2200多年。从秦属闽中郡、汉建冶城，直至元代设福建

行中书省，鼓楼区已处于省城中心地位。历经兴衰，沦海桑田，但鼓楼区在省、市的地位却

有增无减。鼓楼区环境优美，风光旖旎，历代建设者为这块钟灵毓秀之地，流下了辛勤的汗

水，浇育了无数历史英杰，也留下了许多建设精品，其中有的尚依稀可见其原貌。建国后，

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为城市建设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广大建设者奉献

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焕发青春，为城市对外开放增添了魅力。史志工作

者喜逢盛世，抓紧时机，吸取历史的经验和启迪，把城市建设与管理演绎之精华载入史册，

重点记述当今城市面貌之巨变，也直书其不足，当会起到存史、教化，资政之作用。

福州虽有千余年的修志历史，但编纂城市建设专业志尚属开端。我们从1987年12月开

始，组织力量搜集资料，历时三年，三易其稿，成书约16万字，并于1991年1月作为初稿

内部印发，征求意见。

经广泛征求各方人士意见，于1992年7月又着手修订增补。

在前后五年内，参加过两次全国建设系统专业志评议会，承蒙建设部、各省市自治区和

本市、本区有关专家关心、指导，借此付梓之际，谨致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

经修订增补的本版志书，其上限记载明显提前，下限至1990年末，大事记等个别资料

甚至延伸至1992年。对原内部印本中的遗误作了修改、补充，全书增至20余万字。本志尚

有不足之处，敬请各级领导、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 4 。

福州市鼓楼区建设局局长 2霭汔2例只j。玄 (王职德)

1992年9月



(1991年内部印发本)

前 言

《福州市鼓楼区建设志》出书，是全区、尤其是建设系统的一件大喜事。

鼓楼区是福州市的古城区，省会中心，历史悠久、地灵人杰。但翻开旧志书，记述城市

建设的资料甚少，编纂。‘建设志，，更无前侧。本志为建国以来首部区级建设志j当代建设者欣

逢盛世，有幸看到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载入史册，实感快慰。

《福州市鼓楼区建设志》有古城建设历史。有近40年来尤其1978年后城市建设的新

貌，它对继往开来将起着积极作用。一部十几万字志书，用三年时间写成，倾注了编写人员

的辛勤劳动和本系统广大职工的支持。以及上级主管领导，各有关部门和业务行家的精心指

导和热情帮助。借此，我谨向为本志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致以热诚的感谢!

本志编写，时间仓促，历史上资料散失欠缺，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必有不少缺点和遗

误，敬请各级领导、业务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福州市城乡建设志》编纂委员会委员

福州市鼓楼区原建设局局长 嘲 (沈世明)

1990年1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秉笔直书、褒贬得当。

二、遵照“贯古通今"、“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追溯到公元前202年，下限至1990年末，大

事记至1992年末，个别材料延续到脱稿之时。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1978年

以来的鼓楼区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事业，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色和专业特性。

三，按现代社会分工和事业分类横排门类、纵写事实，全志设概述、大事记、人物、文

苑、附录等，并分11章、44节、125目三个层次记述，以志为主，诸体并用，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结合记事本末体。

四、除古籍引文、古人名字外，一律使用规范化语体文、简化字、新式标点符号。

五、对历史政权直抒原称，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直书其名，古地名注明今地，行文使用第

三人称。

六、记述文字较多的常用称谓，首次采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如1949年8月17日福州

解放、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福州市鼓楼区委员会、

鼓楼区人民政府、鼓楼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等，则简称：“解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区委”、“区府”、“区建设局”等。

七、记时：公元前写明公元前纪年，公元后只写纪年。民国前(含民国时期)先书朝代

年号纪年，再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和公

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清朝前(含清朝)朝代年号纪年采用汉字。

八、记数：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1987年1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九、记量：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

令》为准。旧计量单位名称则照实记载，并尽可能加以说明和注明今值。

十、标点符号：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

《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十一、人物：对健在的，在历史上和当代革命和建设中做过较大贡献者、以及曾评为市

级以上劳动模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分子的人物，以传略简介和人物表形式编入

“人物”，并在有关章节中以事系人。

《福州市鼓楼区建设志》编纂委员会

1992年9月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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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福州市鼓楼区，是福建省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中心。1990年，全区总

面积22平方公里，辖10个街道，158个居委会，居民123405户，人口353785人。位于城

区北部，东、西，北面与郊区接壤，南与台江区毗邻。

福州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鼓楼区是这座古城、名城建设胜迹汇聚之地。秦朝，今

鼓楼区属闽中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闽越王无诸在此建都并称冶城，为福州城

市建设之始。宋末、明未曾为临时行都，元设“福建行中书省"，今鼓楼区已处省城中心。自

建城2100多年来，一直为设治之所。全区处于福州盆地之中，区内的乌石山、于山、屏

山，巍然鼎峙，福州因而得“三山"别称，具有“城在山之中、山在城之内"的自然特色。唐朝

已盛植榕树，享有“榕城”美称，宋朝大规模“编户植榕”，使区内“绿荫满城、暑不张盖，，。唐

朝建乌塔，白塔，北宋古建筑华林寺大殿，以及唐宋以后形成的三坊七巷古民居、古园林

等，叙说着悠久的文明史。区中心地带有温泉，为全国城市所罕见，五代凿汤井建汤院用于

洗浴，明清以后普建浴室，人们饱享温泉之福，现已实现统一供热，并已开发用于医疗、生

产，科研等领域。

鼓楼区城市规划建设自汉建冶城始，既顺应地貌变迁，由北向南拓展，又强调中轴对

称。城池逐代扩建，直至明朝石砌“府城’’，总是以屏山为屏障，把三山围在其中、两塔对

峙，唐建罗城后即以南街为中轴，两旁逐渐成坊巷。民国时期曾制定“都市规划"，有意利用

鼓楼区的自然风光建“花园式"城市，但终未实现。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城市建设

开始恢复发展，但因地处海防前线，加上“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城市面貌变化不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建设在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加快了步伐。1984年，国

务院批准福州市总体规划，在批复中指出：鼓楼区系古城区，省、市机关集中区、城市中心

区。经过几年的实施，大街小巷道路一新，名胜古迹逐步修复，昭城改造，土地成片开发，

楼高9层、24米以上有50多座，20层以上的高楼大厦和用地百亩以上的新村小区拔地而

起，市容市貌有了明显改观。
。

鼓楼区市政园林建设源远流长。冶城时已建有道路，唐宋以来南街、南后街就成千道，

坊巷四通八达，至辛亥革命前数百年间道路格局基本不变。清道光年间就已开始民间集资修

建街巷道路。民国初期开始建福新路，环城路、拓建南街和杨桥路等水泥道路，其余街坊多

为土石路面，后因年久失修，人们称：“路不平、沟不通、灯不明。，，解放后，尤其是1978年

后，大街小巷道路建设发展迅速，三直三横主干道、20多条次干道和400多条小街巷的道

路网已经形成，1990年85％近8万米长的小街巷已建成水泥块路面，东街口建有环形人行

天桥，五一路、鼓屏路等地建过街人行天桥，紫阳立交桥宏伟壮观。园林绿化建设始于西晋

时期，晋太康三年凿西湖，五代后梁已扩展方圆40里，宋词人辛弃疾称之为“未嫁西施”。

唐宋以来广植榕树，清末又引进珍稀树种，至今尚存百年树龄以上古树名木451株。民国时

期也疏浚西湖建街心公园种行道树。解放后园林绿化建设有更大进展，新建一批街心绿岛、

白马河、晋安河等7座公园，和小街巷内62座小游园、小绿地。五一广场改建成为市中心

区的高密度、多层次、富有南国特色的绿化小区，有20个单位评为省绿化红旗单位。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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