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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1

福清历史悠久，自唐武后圣历二年(699年)设县j迄今已有1290

多年。据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证，约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福

清这块土地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

福清背山面海，气候宜人，山明据秀，人杰地灵。勤劳智慧的福

清人民，为了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世世代代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上辛勤劳动，艰苦创业，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

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福清县自明嘉靖年间始，先

后多次修志，惜这些志书多数散佚，现保存的仅有清康熙和乾隆年间

的两个版本。

为了让后代子孙了解过去筚路蓝缕之苦，知道今天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发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激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革

命热情；为了让人们了。解福清历史，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加快

“四化"建设的步伐，编写一部内容详尽、史实确凿的市(县)志，是

十分必要的。

‘市(县)志，集全市(县)百科之大成。本志书坚持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上下千余

年，纵横百十里，盛衰兴废，包罗万象，“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

之略，继史之无，”详实地记载福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为振兴

福清和推动福清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

。7 7—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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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依据。

新编的《福清市志》，在上级领导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热心支持下，

修志人员勤奋笔耕，历时8年，终成志稿，付印出版。值此之际，谨

向所有为《福清市志》的编写做出贡献者致以热诚的感谢!．

荔誊鼎荔赫矗嵩练脯《福清市志》编纂委员会顾问孙^u们

-．

1993 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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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素有簟鉴往"、。识今力和“资政"、“教化’’之功能。这部

以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纂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福清市志》的

付梓问世，是惠及子孙、’服务当代的千秋大业，是福清市人民的r件
?

大喜事。
‘

，

·福清是个文明的古邑，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明清时代曾多次

修志，、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等原因，旧县志对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

很少记载，’而对阻碍历史前进的封建统治阶级则记载颇详，并极力涂

脂抹粉，歌功颂德，还大肆宣扬封建伦理观念，严重歪曲历史真实。

新编《福清市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立足当

代，详今略古，突出侨乡特色，实事求是地记载福清的历史和现状，重

：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所取得的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就。

在编纂体例上，以历史发展为经，以各门类为纬，采用卷、章、节、

目结构，以求经纬分明，脉络清晰。根据内容需要，采用传统的述、记、

志、传、图i．表、录等体裁，以求准确地表达内容，所记史实，均经

广征博采，析异辨误，去伪存真，言必有据口对于以讹传讹，鲁鱼亥

豕之说，概不采用口在记述上采用语体文，不用生僻字词和模棱两可

的语句，力求朴实、简明、严谨、准确。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热情支持和具体指导，在此，谨



向所有对本志作出贡献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忱!

尽管编写人员不辞辛劳，作了最大的努力，克服了许多困难。但

由于政治、理论、文化水平以及编写工作经验的局限，错误和遗漏之

处在所难免，恳切期望领导、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繁赘数语，惟希冀其能服务“四化"，有益后

世。 *· ：．

．中共福清市委副书记

福清市人民政府市长邱玉清
’

‘

。

《福清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 。’

+

‘1993年3月15日
j_．。

‘

：
。，，‘

。

、，



一、1990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福清撤县建市，故志书定

名为《福清市志》。
’ 一‘ ’

，。

，

、

二0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中国共产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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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编纂：
’

，』

’’

三、述、记、志、传四大类构成本志正文，志为主体，辅以图、表、

录，编首为序言，最后为跋。

四、遵循“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按平列结构编排各分

卷序列。先自然后社会；社会各大类先经济，后政治，再文化、社会

风土等，各分卷设章、节、目三个层次。

1五、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时为序记述，力戒文白相杂。

六、记述用第三人称。各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须用简称

的，第一次出现全称时后面加括号说明。历史地名，按事件发生时名

称为名。人称，除引文外，直书其姓名，不加称呼和褒贬定语。各时

期的政治机构和官佐姓名，按当时称呼，不另加政治性定语。

七、上限因事而异，各分卷尽可能上溯到它的发端；下限为：经

济类等大多数分卷断至1988年，《概述》、《大事记》及《政党》、《政

权政协》、《人口》、《华侨》等少数分卷延伸到1992年。

八、时间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

纪年(民国纪年，同一节内，只在首次出现时加注)的方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则一律采用公元纪年的方法。人物生卒时间用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后简称为“共和国成立前，，．或“后∥0

九、凡列入国家统计范围的数字，使用统计局的数字，否则使用



主管部门的数字。数字表述，按国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执行。表示数字起讫用起止号“～"，表示相关的人和事

物的联系用连接号“一"。

十、计量单位，除个别旧制单位不宜换算外，一律采用公制。

十一、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

纪事本末体为辅，按历史发展顺序，纵述市(县)内的自然、地理、经

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大事、要事。

十二、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融籍和虽属客籍但对福清有过重要贡

献的已故者，立传入志；融籍历代进士、高级职称(含客籍在融工作

的)。的专业人员、正县级以上的职官及在融任正、副县级的职官，列

表入志。烈士英名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有关部门认定的烈士。

·十三、本志资料来自历史档案、各单位编写的史志、有关书籍、报

刊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录等，不加引文注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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