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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穿越时空品青阳文化知
电梦回大宋赏名邦风采V

宋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

科学方面，宋朝的科学技术有非常高的成就，值得中国人骄

傲的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都是在宋朝发明的，

宋人的各类科学笔记和著作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以

致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

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

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金融商贸方面，宋朝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商

业繁荣，商品经济水平创新高，城市、市镇繁荣，货币流通扩

大，世界最早的纸币 交子，就是在北宋出现的。南宋的海洋

贸易成就巨大，所缴纳的税占全国税收的十分之一。

工业方面，北宋时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

矿藏，而且全国各地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加工工

厂。如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厂、织布厂、火器厂，还有各地的

官窑等等。据美国学者都若贝估计，在宋神宗时期，中国的年铁

产量在 7.5 万吨到 15 万吨之间，相当于 1640 年英国铁产量的

2. 5 倍3'IJ 5 倍。

农业方面，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最高，是古代中国农业发展

的一个高峰。

文学艺术成就方面，宋朝的文学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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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人是宋人，宋词的成就更不必说。唐代唯

有诗可与宋词媲美。若是论及古文、小说、金石等，中国历史上

没有比宋朝更繁荣的了。宋代四大书法家的书法成就世人皆知，

闻名遐边的《清明上河图》出自宋代的张择端。钱钟书曾说: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

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要说到

宋代。"

宋代是中国思想与宗教的昌盛时期，儒家经典的再阐释与再

造就的高峰，朱嘉对儒学的贡献与士大夫精神的形成是这个时代

最为突出的亮点。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型时期，是现代社会的雏型，宋代

所形成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性格特征、文学艺术、民俗民风

等，许多都沿袭至今。

宋代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

古代是空前的，是古代中国又一个新的继续发展时期，它对中国

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著名

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

于赵宋之世"可以说，宋代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时期

中值得骄傲的一个时代。

宋代青阳是一个辉煌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中值得书写的一

页，更是萧仙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章。

萧田市，雅称?有阳，也称兴安、兴化 o 早期的土著居民是闽

越族，其具有闽中特色的间越文化已存在数千年 o 据史载，西晋

末年，中原战乱.八姓入间，部分民众迁徙到萧阳定居.中原先

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也随之传入青田，与|玛越文化融合并占主导

地位，形成了既有中原文化元素.又有问越文化元素、海洋文化

元素的极具鲜明特色的青仙文化。葡阳地灵人杰，沃田万顷，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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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丰富，但这一切不是上天赐予的，而是历代勇敢、勤劳、智慧

的青阳人一手创造出来的。葡田原是一片汪洋，由于地壳运动.

"沉七州. ì手背回"在宋之前，兴化平原一带大水泛滥，蒲草丛

生.荒野千里。然自勇敢的萧田人拦溪筑陕，筑堤围海.挡住肆

虐的洪水，使得万顷滩涂变良田，稻谷飘香.荔枝透红，甫田成

为鱼米之乡、水果之乡。葡团的神奇更在于内涵厚重的人文，尤

其是在宋代.更是群英芸萃，灿若星空。葡田文化在各个领域，

在八间大地，在全国乃至世界.都书写下了可书可贺的业绩。

一、重教兴学，科甲鼎盛

宋代是青仙文教科举的鼎盛时期青田旧习俭啬勤力，衣

服古朴，重荣耻惜行俭，以读书为故业，科名之盛.甲于闽中。"

(弘治《八闽通志》卷 3 ((地理·风俗)).上册，第 67 页。仙

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甲于他邑。"宋黄岩孙:宝拮《仙溪

志》卷 3 ((衣冠盛事)) .第 55 页)据统计，在宋代，南籍状元 16

人，其中文状元 5 人，武状元 i 人，释褐状元 2 人，特奏名状元

月人，一甲第二名楞眼 6 人;宰辅 13 人(含两人因功赠)。葡籍

进士 1781 人 o 据考证，宋代所取进士中，每 39 人中就有一个是

蒲团人，一代名相王安石为此赞叹"兴化多进士"。值得一提的

是，宋代蕾阳出现了武状元，少林武风在宋代葡阳十分盛行。

宋代，需仙重教兴学风气极为浓厚，书堂、书院之盛冠于全

间。青阳民众视书如命，认为书籍才是人生的真正财富，故宋代

蒂固藏书家多、藏书量丰富而为后人所称道。据考证，宋代青回

民间藏书之多在全省都是名列前茅的。南宋时，青田私人藏书总

数达二三十万卷，仅方氏藏书就在十四五万卷之间，为福建私人

藏书最多的地方。宋代需阳的藏书家在福建省内是最多的，共有

39 人，占全省藏书家总数( 89 人)的 44% .其中有 17 家设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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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楼、室，其中藏书数万卷的有郑寅、方于宝、方格卿等 o 可

谓是书香遍苦仙。据《仙游县重修县学记》记载，当时的情景是

"自井邑而达于田野，诵之声远远相阁"不管是富家子弟还是贫

穷人家，均以读书为荣，故有"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之

誉。值得称道的是，箭仙在宋代就开启了捐资办学之风。据《八

闽通志》记载，咸平元年 (998) 方仪、陈划等诸生带头捐资 30

缮，创办兴化军学，这是有史籍记载的背田民众的第一次捐资办

学活动。

宋代甫仙人的著述颇丰。据周雪香统计，仅在宋朝，萧仙人

就有 45 人在《二十四史》上留下青名，著述达 2632 部，其中

《四库全书》著录 641 卷，存目 6 部 15 卷，有 11 个词人的作品

被收入《全宋词>>， 50 人的诗被收入清代的《宋诗纪事儿(周雪

香《萧仙文化论述》第 197 页)他们当中不乏全国知名人物，如

"朱嘉兄事之"的理学界泰斗林光朝、史学界的郑樵等，文学界

的刘克庄等，书法界的蔡京等，政坛上的陈俊卿、陈洪进等，更

有兼书法家、文学家、农学家、政治家为一身的蔡襄。

二、戏曲音乐，古韵清雅

萧阳是戏曲之乡，需仙戏原名"兴化戏"，因宋代萧田设置

兴化军而得名，有着"南宋戏剧活化石"之称。在葡阳大地上，

古色古香的民间音乐比比皆是"十音八乐"是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据史载"十音"可追溯到汉唐时代的宫廷音乐，其曲调颇

具特色，节奏徐缓，旋律委婉，风格古朴优雅，保留着唐宋长歌

的韵味。至今，在萧仙大地上还活跃着数百个葡仙戏剧团，这无

疑是地方文化的奇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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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壶公山，拜水木兰股"。

木兰陕是著名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全国五大古院之一，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木兰阪有诸多历代名人留下的不朽诗篇，

文化内涵十分深厚。木兰溪是需阳大地的母亲河，木兰漠发源于

德化县戴云山脉的笔架山，入仙游，经需田，注入兴化湾。干流

全长 168 公里，集雨面积超过 2000 平方公里，为全省八条主要

水系之一。然而在宋代前，木兰溪两岸的兴化平原，频遭上游冲

下的洪水和下游漫上的海潮侵害，谷物歉收，民不聊生。宋代钱

四娘、林从世、李宏、冯智日等先贤前仆后继，历尽艰难，终于

建成木兰肢，把木兰溪的水引入苦田南北洋平原，灌溉 16.5 万

亩良田。据说，需田水稻由此开始一年两季。木兰肢还兼有工业

用水、航运交通、水产养殖等综合社会效益，造福千秋万代。钱

四娘等建院者不辞劳苦、不怕牺牲的精神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四、古建之花，灿烂辉煌

星罗棋布的青阳古建筑是一幅甫阳历史的立体画，是一首葡

阳人民谱写的历史乐章，是一部葡阳人民的建筑史诗，承载着青

阳厚实的历史、丰富的人文、独特的民俗等。见证了葡阳的辉

煌。其中，有"北有都江堪，南有木兰肢"之誉的宋代水利工

程，有传承道教文化的三清殿，还有记载妈祖信仰历史的平海天

后官等等。据统计，需田现存宋代古建筑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

有四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八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十九

处，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四十多处，还有十多个尚未核定

为文物的宋代古建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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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航海发达，商贸繁荣

自唐朝起，中国对外贸易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到了宋朝，随

着科技的进步，指南针在航海中的使用以及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

降板的平底船和布帆的使用，更促进了宋朝海上贸易的蓬勃发

展。 1078 年，宋神宗命人建了"灵飞顺济神舟"可载五千石货

物和五六百人。这些海上"巨无霸"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海上

贸易，中国的丝绸与瓷器大量出口到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

伯国家以及非洲东海岸诸国，而进口的则有香料、矿石等原材

料，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据史载在宋代，福

州、泉州、漳州和兴化(萧田)都是全国重要的造船基地"啕《宋

会要辑稿》载"漳、泉、福、兴化(青田) ，凡滨海之民所造舟

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宋代背田的海上贸易已十分发达，

《宋兴化军祥应庙记》碑文有"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

牟利于他郡、外番者"其中有"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

的记载。三佛齐国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巴琳旁。可见，当

时需田的船只已在南洋一带经商了。蔡襄《荔枝谱》载"水浮

陆转入京师，外至北戊(今河北)、西夏(今宁夏银川东南一

带) ，其东南航行新罗(朝鲜)、日本、琉球、大食(今阿拉伯)

等地。"当时萧田的航海业在全国航海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出

口的主要货物有荔枝干、糖、酒、铁、瓷器、蓝鼓、鱼、盐等。

可见，宋朝时，常田的造船业十分发达，海上贸易十分繁荣。

六、妈祖文化，四海传扬

海上和平女神÷一-妈祖，诞生于宋代青田。妈祖民间信仰历

经千年，至今仍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妈祖信俗于

2009 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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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全世界有妈祖宫庙近万座，分布于 33 个国家，我国港澳

台及大陆 28 个省市均有妈祖庙，在葡回就有 800 多座，台湾

986 座，全世界有妈祖信众 2 亿多。前国家政协副主席张克辉深

刻地指出，妈祖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延续之久，传播之广，蕴含之厚，影口向之深，是其他民间

崇拜无法比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妈祖文化工作，习

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等 30 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曾对加强妈

祖文化建设工作做出指示。

目前，公认最早的近现代妈祖信仰学术研究著作首推新加坡

传教士尚德于 1842 年发表的《妈祖婆生日之论》一文(注:美

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有藏本)。此外，有 19 世纪美国著名汉学

家 J ustus Doolittle (1824 - 1880 ，中文名卢公明)于 1855 年撰

写的《妈祖婆论))，我国近代对妈祖文化的研究始于顾顿刚、容

肇祖 1928 年在《民俗周刊》上发表的论文《天后》。目前有中

国、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

亚等多个国家的学者研究妈祖文化。当前我固有 11 个省市建立

妈祖文化研究会，福建省有各级妈祖文化研究会 15 个，全国有

30 多个高校专家学者研究妈祖文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数以千

计的论文，出版著作数以百计。目前国内外有妈祖文化交流协会

600 多个。国内外有 100 多个城市的道路等以妈祖命名，全国妈

祖文化产业园有 20 多个，遍布大江南北，投资额达数百亿。

，妈祖之所以为广大民众所信奉，根本在于妈祖文化。妈祖文

化是一种包容四海的文化，是海洋文化与儒释道文化的集成。妈

祖充分体现出人类敢于战胜大自然、敢于拼搏的大无畏精神，她

护国佑民的功劳为历代朝野所铭记，她的"仁爱、正义、勇敢、

和平"的精神理念深入人心，代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体现人

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大爱的向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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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在于其内涵十分深厚，所涉及的

学科达 11 个之多，所涉及的领域有政治、社会、经济、文化、

科技、宗教、民俗、医学、体育、航海、外交等等。妈祖是港澳

台同胞、海外侨胞与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她对祖国的统一，对

中华民族的团结有着深远的意义和现实作用。

妈祖文化是青田的城市名片，也是需田的世界名片，她是甫

田人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青田人民继往开来、开拓进取、

再创辉煌的精神动力所在。

七、民风民俗，独树一帜

宋代的葡阳先民是闽越人与中原移民的后裔，所以，葡仙文

化中既有中原文化、儒释道文化，又有闽越文化的元素，在长期

的沿海生活中，又增加了海洋文化的元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需

仙文化。萧仙风俗多种文化元素兼备，既有海洋元素的民俗，又

有中原民俗的传承，更有白宫IJ 一体的民俗民风。更让人称奇的

是，在弹丸之地自创一体的青仙话，在历史的长河中从不曾被遗

忘，具有千年历史的青仙戏至今在需阳大地传唱，这些都显现出

萧仙独特的文化气质。

八、人文精神，流芳百世

宋代葡阳的人文精神，有被后人誉为福建"岳飞"的陈文龙

身上体现出的民族主义精神，有倾尽家财、勇于献身、前仆后继

的木兰陕建破精神，有饮誉世界的"仁爱、正义、勇敢、和平"

的妈祖精神，有劈波斩浪、敢闯敢创、勇于拼搏的箭商精神，有

郑樵笔耕不缀、严谨治学精神，有着"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

书"的好学风俗，有尊师重教、捐资办学、乐施好善的传统风

气，等等。这些精神同属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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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可贵的精神，哺育着一代又一代黄阳儿女，使得萧阳人

才辈出，饮誉四海。

仰望星空，历数甫阳先贤的无数辉煌，我们不禁为之骄傲 o

但回眸过去不是对历史的自我陶醉，而是要更好地从先贤身上汲

取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是一种巨大的鞭策与激励，促使我们为建

设"美丽葡田"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是为序。

黄玉各国

2014 年 4 月于苛田学院杨梅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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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凡例

一、本志所介绍名人分为两类:一为甫田籍人物，含出生、

生活于外地，但三代以内籍贯在甫田者，此类名人姓名冠以

"口"表示;二为对甫田历史文化有重大贡献和影响之外籍人士，

此类名人姓名冠以" []"表示。人志标准如下:

1.甫田籍人物

(1)见诸史书和地方文献(含外地府、县志)者，入国家级和

省级人物辞典者，原则上均予收录;有些不太知名的历史人物，在

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或某一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酌量收入;

(2) 县令及以上官员和政治家;

(3) 有著作或作品传世之专家、学者和文学艺术家;

(4) 有成就的收藏家、医师和商人;

(5) 有名望之宗教界人士。

2. 客籍人物

(1)曾经入祀甫田名宦祠之官员;

(2) 寓居甫田，在甫田取得重要成就之文人墨客;

(3) 迁居甫田形成名门望族之家族祖先;

(4) 嫁人甫田之外地女子中有才名者。

二、本志所称甫田名人限于今甫田市所辖仙游县、荔城区、

城厢区、涵江区、秀屿区、酒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北岸开发区

范围之内。其中青田市本级古为甫田县(陈光大二年 (568) 置

县)、仙游县(唐圣历二年 (699) 置县)、兴化县(宋太平兴国

四年至明正统十三年 (979-1448) 置县)。对各个时代的政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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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官职、党派、地名，均以当时名称或通用之简称记述。古地

名均括弧注明今地名。对历史人物的记述，尽量准确把握好历史

交接时期的各项史实。

三、排列顺序按人物生卒年而定，从古至今。对于生卒年不

详，尤其生年不详者，则据其中秀才、举人和进士时间，为官时

间，祖父母、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同年同学等相关人物之生

卒年进行一定之考证推算，然后安排在适当位置。生年相同者按

卒年排列，个别生卒年均相同者，则按成就和影响大小排列。跨

越两个时期的人物，以其主要事迹所在时期而定。

四、人物介绍包括生卒年、字号、籍贯和出生地、受教育情

况、为官或工作情况和所获成就(含著述、荣誉)等。介绍以时

间顺序为主线，力求具体准确。介绍籍贯，可以详细到村，生卒

可详细到日。对于如名号、室名、著作等，尽量介绍齐全。对人

物之间的关系给予了特别的考证和介绍，如祖先后裔、父母子

女、夫妻、兄弟姐妹、师生、同窗好友等。

五、介绍力求避免从辞典到辞典照搬照抄的做法，资料大多

采自相关史籍、传记、研究专著等图书资料，或直接来自调查采

访，也参考相关工具书。对于来自网络的资料，采用时作谨慎求

证。对事实的认定，如果出现多种说法，一般选择权威资料的说

法。无法判定时，采取一说为主，诸说并存的方法，并注明出

处。资料来源均注明出处或注释。

六、本志按传、录、表顺序排列，传、录人物按生年顺序

排列。

七、凡历代年号、农历之月日等→律用汉字表示，公元纪

年、公历之月日等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八、本志用"著"表示专著、作品集，用"作"表示文章、

诗词和书法、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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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人贵，人以地传。甫仙雄邑，名人辈出。兴化儿女，生

生不息，一代又一代的历史人物，可鉴古今。将他们的业绩载入

史册，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教化今人，启迪后人，推动甫

田各项事业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甫田古称"兴化"、"兴安"，别称"甫阳"、"甫中"，又称

"甫仙"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两晋，特别是唐宋，中原人口始

大量南移。甫田五代以来属王氏，继属留从效，继属陈洪进。古

代经济文化发展较慢，地僻人稀，宋朝建立 18 年后，于北宋太

平兴国三年 (978) 陈洪进上《纳地表))，将其所辖漳、泉二州

14 县献给宋廷时，宋廷才取得对甫田的统治。在两宋的 300 多

年中，由于宋初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也因地处东南一

隅，交通不便，免遭兵焚之灾，甫田百姓基本过着平静的生活，

因此在历史社会动荡中保持相对安定。这也促进了甫田的社会经

济、特别是文化与人才的迅速发展，且以后来居上之势一度领先

于全国，成为闽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八闽名郡。

北宋统一福建之前，仙游人陈洪进割据漳州、泉州I (包括甫

仙在内)达 19 年之久，拥有近 2 万人的武装部队，甫仙农民负

担繁重，阶级矛盾尖锐。统治期间，漳、泉农民既受地主阶级残

酷剥削，又遭军阀官僚勒索。使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太平

兴国三年 (978) 五月，仙游人林居裔在仙游百丈镇领导农民起

义，自称"西平王"率军向泉州城进发。沿途农民踊跃参加，

队伍扩大到 1 万人以上。同年十二月开始围攻泉州城。通判乔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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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带领 3000 官兵死守。浙西南转运使冯期与转运使杨克让从福

州率部驰援，即率领在福州的电兵南下支援，与黄观和陈靖等共

同围剿。起义军在城内外官兵的夹击下，撤围退走，后遭到泉州

兵马都监王继升率骑兵夜袭，损失较大，泉州解围。太平兴国四

年 (979). 宋廷"诏就近调兵收讨"，地方官府即派官兵进击。

游洋山区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官军前锋陈应功"越溪谷摩战

为农民军击杀。后在官军"谕以不死"招抚下，林居裔遂率众

降。起义结束后，宋统治者遂下诏把永福(今永泰)和福塘(今

福清)的部分地段，合游洋、百丈二镇单独划出，置兴安县，建

太平军领之;旋改称兴化县，取"欲施德政，治以化民"之意。

军治和县治均设在游洋。太平兴国五年 (980). 特设兴化军，控

制山区，以游洋为军治，同时置兴化县，为兴化军首县。太平兴

国六年 (98 1) ，宋廷又将原属泉州管辖的甫田、仙游两县隶于兴

化军。自此，兴化军辖有甫田、仙游、兴化三县"兴化"遂包

括全部今甫仙区域，军治仍设在游洋。太平兴国八年 (983) ，段

鹏知兴化军，把军治迁往甫田县治(今甫回城关) ，兴化县遂为

支邑。

宋代，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自北方人闽者更多，甫田社

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甫田地狭人稠，士人力求仕进，社会习儒

成风，成为人物基萃之邦。甫田也素以"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

著称。王迈撰《兴化军修学增廉记)): "毗陵张侯之治甫也，下车

之明日，令于学曰:甫壤坠漏小，赋人薄，不敌江浙一大户。而

家习诗书，多出魁人韵士，为中州冠。"黄仲昭《八闽通志》载

有不少赞扬甫田的内容，如:甫田儒风非在常衰后、永不动干

戈、文物之邦、有齐鲁遗风、家贫子读书、比屋业儒、诗书礼乐

为八间之甲、产薄而用俭、科目得人之盛天下鲜俑等。称仙游县

"邑有四民，士风为盛，民朴俗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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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中原"衣冠南迁"甫田的黄、林、

方、陈、吴、郑、刘、蔡等姓的祖先大多从中原迁居甫田，这些

迁居甫田的祖先皆出自书香之家或宫宦家族。先辈入闽为官，居

晋安郡(今属福州)。远祖郑昭，尝过泉之甫口，爱其风士，于

是迁祖坟于南山葬焉。梁、陈时，青田未置县，甫人亦不知儒

学。后与胞弟郑庄、郑淑举家从今永泰迁至境内南山(今城厢区

凤凰山广化寺) ，在山南麓的小海湾(时称南湖)边筑庐为室，

护守祖坟。建湖山书堂(原址在今广化寺讲堂) ，攻读诗书，授

课讲学，以文章教诲后辈，倡导儒学。郑露倡学，开启甫阳文化

教育之先河，境内逐渐出现"兴学"之风，各地竞相兴办书堂。

后人为纪念郑露兄弟，在书堂原址建有"南湖三先生"祠。其石

匾亥Ij "南山槌荫"四字。在城内后域(今荔城区英龙社区龙坡

社)建有"开甫来学"坊。又在今广化寺口建"倡学闽南"坊。

除了官办的府学、县学及已有学堂外，到宋代，甫田又新建

了许多学堂。规模及影响较大的书堂如宋林光朝读书之处蒲弄草

堂及讲学之处的东井书堂，白湖陈俊卿仰止堂，郑耕老读书的郑

氏书堂，黄间的上林义斋，方泳的寿峰义斋，林安中的澄清梯云

斋，郑樵的夹攥草堂，郑厚的模东草堂，方万的一经书堂。还有

林蒙亨的下顿讲学堂、陈襄的金石山讲堂、傅氏龙头书社、郑安

正木兰书堂、郑厚郑樵的萝林讲堂、陈易的菜溪书堂、董公僵的

静和轩、林象的龙华书堂、方峻的植德堂、黄仲元的东里书堂、

谢洪职的麦斜精舍、郑侨的郑氏书堂和黄钟的圆通堂等。此外还

有一些里、街、巷、堂命名的，如文赋里、黄石的书街、甫城的

一经巷、书苍、可谓整里、整街、整巷都弥漫书香。

青田读书人多，藏书极其丰富。宋代甫田民间藏书之多在全

省都是名列前茅的。南宋时，甫田私人藏书总数达二三十万卷。

仅方氏藏书就在十四五万卷之间，为福建私人藏书最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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