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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霄历史源远流长，古老而又年轻。虽建县迄今未及百年，但远在

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于此生息繁衍，创造了武进山、径头岭、横山等处

“浮滨类型文化”，成为漳州文明发祥地。

云霄是一方热土，人文鼎盛。自秦设戍起，先后有汉代的南越置蒲

葵关、晋成和六年置绥安县治；唐陈政、陈元光开漳设屯所及州治；宋

置临水驿，吴与设书室、高东溪立学堂和陈景肃的仙人山石屏书院；元

朝陈吊眼举行农民起义于红竹尖山；明名将戚继光设防葵冈寨抗击倭寇；

民族英雄郑成功曾率部三进云霄城；著名的反清组织“天地会”也在这

里诞生、扩展。在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梁岳下、鸟山上，留下了邓子

恢、卢胜、卢叨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为红三团、闽南支队、中共闽

南地委机关和中共靖和浦及云和诏县委的根据地之一。古往今来，漳水

云山孕育了许许多多历史名人、贤达之士和英雄模范人物。更有那千千

万万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为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国民党统治，为社会的

文明与进步建立了不朽的业绩，谱写了一卷卷壮丽的诗篇。

云霄是一块宝地，美丽富饶。这里，是漳南商埠，自宋代始，月溪

之滨商贾辐辏。这里，四季长青，山明水秀，气候宜人，南亚热带旖旎

的风光令人陶醉；这里，又是福建省著名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这里，

交通邮电通讯发达，物产丰富，多种地方特产和工业品享誉海内外，是

国务院批准的沿海经济开放县份，也是福建省经济发展十佳县之一o．

新编《云霄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全面、系统地记述云

霄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地理以及风土民情等历史与现状。突

出记述新中国成立后，云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中所取得的可喜成绩，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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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团结拼搏、务实奉献、

开拓争先，开创了国民经济、城乡建设和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新局面。

反映了云霄县地方特色和时代的伟大变革。由此，一县之情，展卷可得，

为“存史、资治、教化”提供了一部难得的“百科全书”o这是云霄人民

政治文化生活上的一大喜事!

上任伊始，欣逢《云霄县志》付梓成帙，为其作序，荣幸之至!值

此机会，谨向全体编纂人员及关心支持和帮助指导编写这部县志的各级

领导、专家学者、社会贤达，致以崇高的敬意与衷心的谢忱!并衷心祝

愿云霄的明天更加辉煌。

中共云霄县委书记朱福清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日



序 二

在迎来建国50周年之际，新编《云霄县志>付梓出版。这是云霄地
方文化建设的辉煌业绩，也是云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云霄山河锦绣、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这里曾是古代重要戍守，唐

开漳发祥地、漳南商埠和闽南革命根据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改革开放的春潮激荡着漳水云山，40万勤劳、智慧的云霄人民在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抓住机遇，励精图治，团结拼搏，各项

事业取得长足进展。农工商贸发展迅速，科教文卫欣欣向荣，城乡建设

日新月异，这块1166平方公里的热土上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

新编《云霄县志》广征博采，贯通古今，探本溯源，去伪存真，寓
褒贬于记事之中，示规律于兴衰之内。并以大量篇幅翔实地记载近半个

世纪以来，云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造文

明的伟大业绩。富有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诚为可读、可信、可用。它

是了解云霄、认识云霄的珍贵史料；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

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是开展对外交流协作的文化载体；是纵跨千年、
统揽百科的传世之作。

盛世修志，惠泽千秋。新编<云霄县志>告成，是全体修志工作者

殚精竭虑、集思广益、辛勤笔耕的结果；是与各级领导、专家学者、社

会同仁和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分不开的。在此，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
衷心的感谢!

昨日的成就，必将为明天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得天独厚的人文

地理优势，更蕴含着云霄未来发展的广阔前景。让我们同心同德、开拓

前进，以崭新的姿态迈向光辉灿烂的21世纪。

任职之初，逢此喜事，是乃为序，以示庆贺! j

云霄县人民政府县长黄舜斌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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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新编<云霄县志>问世是云霄县人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趁

此任职云霄，为其作序，不胜感奋。

云霄历史之悠久，可追溯至戍于秦、置关于汉，晋建绥安县，唐立

漳州郡等。历代人文鼎盛，英才辈出，涌现一批反抗封建暴政的豪杰志

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雄的云霄儿女，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

革命作出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五十年来的励精图治，云霄

百业兴旺，日益繁荣，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并正以崭新的面貌，跨步迈
向21世纪。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沿的优良传统。新编县志，在县委、

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县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详

今略古，立足当代，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云霄的历史和

现状。既以志载盛世，反映时代的伟大变革，又填补了云霄历史的空白，
丰富了志书的内容，这是一项可歌可颂的巨大文化工程。

凭借这部新编《云霄县志》，可概见云霄县古往今来的历史全貌。它

必将发挥其“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它对于了解和认识云霄，振

兴云霄经济，是必不可缺的读物。对于研究云霄，到云霄投资兴业，进

行经济协作，开发旅游业等有识之士，都有很好的参考与使用价值，其

裨益莫大。

谨为作序o ，

原中共云霄县委书记黄河俊
一九九八年七月



序 四

云霄位于闽南金三角，是沿海经济开放县。漳江流贯全境东注入海，

国道324线贯通全境，为闽粤枢纽要道，自古被喻为“控引番禺襟喉"

军事要地。云霄水陆交通便捷，历来是渔海产品和农林产品的集散地，

也是南北货物的批销发售地，县境依山傍海面田，山川秀丽，素有“粮

鱼果蔬之乡”之美誉。

云霄历史悠久，然而，由于隶属变更频繁，许多史迹湮灭，史料失

传或逸散于闽粤两省十多个县市。迨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修《云

霄厅志>，民国36年(1947年)修<云霄县志：》，均沿袭近邻旧志史料

抄摘入书，故遗漏颇多，局限性大，甚至有的未经考订，以致误传。这

次新编《云霄县志>，当千秋大业文化工程，历十余个春秋，四改纲目，
五易其稿，又广征博采，补正充实，增设至37卷210多万字，不乏为宏

篇巨著，卷帙之繁，容量之多，跨时限之远，涉及面之广乃前所未有。

新编<云霄县志>，以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境内

历史与现状，彰其盛事，鉴往知来，记其得失，启迪后人，服务当代。

在编写<云霄县志>过程中，县委、县政府号召开门修志，各单位、

部门密切配合，县地方志编写人员辛勤劳动和省、市方志委领导及专家

学者的帮助指导，终于编纂成书。我谨在此向为编纂<云霄县志>献策

献力的全体同志表示谢忱和敬意。

原云霄县人民政府县长赖文达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遵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系统地记述云霄

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分卷、人物及附录组成。辅以地图、

表格、照片。概述列于志首，概括全县自然与社会各方面的概貌；大事

记为全书之经，记述全县各大事、要事、新事；专业分卷按地理、经济、

政治、文化等顺序排列，卷首设无题概述，卷内设章、节、目，横排门

类，纵写史实；人物卷设传、表、录；附录殿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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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志为云霄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上限力求追溯到事物的

发端，下限截至1996年12月，图照延至1999年。

四、本志"-3代入志资料，以各行业和单位编写的专业志、部门志和

省、市、县档案、统计部门案卷、年鉴以及实地调查采访的资料为主要

依据；近代和古代入志资料，除参考清《云霄厅志》、民国《云霄县志》

和漳浦、平和、诏安等县旧志，以及有关典籍、著述、谱牒、手稿等史

料外，还运用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和此次修志实地调查考证的成果。同时

对旧志中重要疏漏之处加以补阙，讹误的加以订正。记述时一般不注明

出处。

五、本志中华民国以前的纪年，一律标明朝代年号，并括注公元纪

年(同一年号在同一节中重复出现时不括注)。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

字，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

纪年，阿拉伯数字书写。阴历用汉字，阳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六、文字较长的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并括注简称，重复出现用简

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重复出现时写其简称“新中国

一d霄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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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前(后)”o

七、采用现代语体文。引用典籍不宜直译时按原文摘引。文字一律

用国家正式颁布的简化汉字o

八、计量按现行标准计量单位，个别地方如引文等仍用旧制。新中

国成立后币制以1953年发行的新人民币面值为计算单位，旧人民币值一

律折算为新人民币币值。

九、入志数字书写与计量单位的名称按1986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及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

的命令》执行。入志数字一般以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

十、《人物》卷中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记载在云霄各

历史阶段影响较大的各界人士。对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按以事系人的

原则记入有关专业分志。人物表生者死者具录，记载历代进士、举人、

贡生和民国时期大专院校毕业生及具有博士学位人员；在县外任县团级

及其以上职务、抗日阵亡官兵、革命烈士、立功人员、省部级及其以上

部门单位授予的先进人物及在县内外获高级技术职称(务)者。在县内

任县团级职务者随有关专业分卷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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