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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编纂领导和
市志编审人员名单

中共福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分管地方志编纂领导名单

王文贵 明 敏(已调离) 林 强(已调离) 高 翔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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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问 黄启权林萱治 ’’。

委 员 蔡永健 徐启源 曾道煌 陈志异 刘 平 杨碧英

．
林森铨 李公钦 黄金高 林新国 白拥政．林宝金

左建华 赵时可 林兹钗

曾在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任职成员名单
，

主任委员 洪永世黄维国

副主任委员林勤 彭世柽林景华林光楚祝武

林萱治林忠兴黄启权林文健

顾 问 袁启彤 洪海章振乾郭舜平傅祖德王 宠

委 员 朱柽简印泉成波平高伯英吴成松 陈齐广

林华俊鄢茂炎孙碧如林天柱 曾意丹林剑雄

邓文沂 陈振涛周燮威卓家瑞 范崇华林永诚

卢时彬林耀金吴亚俊王宗保

办公室主任(按任职先后排列)

林萱治(兼总纂) 黄启权



主编张天禄

编 辑 黄慧娜 林 娜 郭 琳林师默 傅振光 刘观海

《福州市志》(第一册)审稿、验收小组成员名单

福州市审稿小组成员名单

蔡永健 徐启源 曾道煌 陈国浩 黄启权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定验收小组成员名单

唐天尧 何明才 林 浩 李升荣 陈文忠



《福州市志>即将出

名商贸城市，也是国

城市之一。“闽越故

城”、“三山两塔”、“三坊七巷”记载着古城的沧桑巨变，蕴含着深厚

的文化积淀。《福州市志>立足当代，追踪溯源，横陈百科，纵写千

年，突出地方特色，紧扣时代脉搏，客观、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福州

在自然、政治、经济、社会、人文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是把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融为一体的福州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o

“存史资治”o．《福州市志>的出版，功在当代，惠及千秋。一方

面，它是市情的信息库，可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福州提供科学依据

和历史借鉴；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可

以帮助青年一代了解过去、开拓未来。

历史正处在世纪之交。愿我们更好地读志、用志，进一步增强省

会意识，掀起新一轮创业热潮，争创第一流工作业绩，为把福州建成

园林、经贸、港口的省会城市而奋力拼搏!

弓多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历经十四寒暑，新编《福州市志》终于问世，这是福州市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福州，简称榕城，别称“三山”(于山、乌山、屏山)。全市辖八

县(市)五区，总人口560多万人。境内山川秀丽，人文荟萃，胜景

夺目，古迹繁多。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在南台留下“九轨徐行怒涛上，

千艘横系大江心”的名句；理学名家朱熹在鼓山绝顶峰摩崖石刻上题

有“天风海涛”，称赞福州城的雄浑；近现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

家林则徐、严复、林纾均生于斯、长于斯。福州文化教育事业历来发

达，宋时就被称为“海滨邹鲁”o编史修志已有千年历史。现存第一

部的福州史志——<三山志>，修于宋淳熙九年(1182年)，共42

卷、30余万字。明正德、万历和清乾隆等年间，曾多次修<福州府

志》o尤其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福州府志：》，达76卷50

余万字。又如《闽都记》、《榕郡名胜辑要》、《榕城志>、<榕城考古

略>、《鼓山志》、《西湖志》、《福州地方志》(简编)等，作为参考史

料，都具有价值。加上市辖各县(市)区志，全市现存志书多达84

种500余卷。我们只要拂去历史尘封≯江山旧貌、典章文物、衣香人

影，莫不历历在目。自然，其中的历史糟粕也不容忽视。

自清乾隆至今的200多年间，福州尚未有新志。其间正是福州发

生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时期，有多少悲壮激烈的事件给世人以启

示，有多少辉耀日星的名字让人们去记取，有多少泣鬼惊神的业绩使

人们受鼓舞o“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记下这波澜壮阔的画卷，



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基于此，福州市于1984年筹备修志。1985年4月福州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成立。14年来，参加修志的工作人员胼手胝足，晨夕无

间，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从搜集资料、拟定篇目、纂写分志、多方

评审，直至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可谓一步一个脚印，一字一身汗

水。在中共福州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部门密切配合，甘苦

与共，在市志总纂进入高潮时参加者达100多个单位，1000余人。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由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这部观点鲜明、内容

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点突出的新编《福州市志》终于完

成。全书共78个分篇，1000余万字，分8册陆续出版。

．值此，我谨代表福州市人民政府，向为本届修志付出心血、洒下

汗水、甘守清贫、默默奉献的全体编纂人员，以及编纂《福州市志》

的所有领导者、组织者、支持者，深表谢忱，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福州市市长 翁福琳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

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力求全

面、系统地记载境内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坚持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贯通古今。志中上限

不限，尽可能追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94年12月。

三、本志以现行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历史上曾隶属于本行政区

域今已划出的，除建置外，一般不作记述。 ，． ，，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全志分8册、78篇，各分篇一般设章、节、目等层次。

五、本志篇目设置，以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为原则，横排门类，

纵写史实，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专业特

色。
‘^

一

六、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以反映福州地

区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

七、本志人物篇分别用传、录、表记述。人物传按“生不立传"

的原则，收入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或重大影响的去世人物，以福州

籍人物为主，兼收对福州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客籍人物。同时，也适

当收入少数影响大的反面人物，以儆戒后人o ，

八、本志历史纪年用法：凡清及其以前的朝代，采用年号记述，

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其后省略；1949年8月17日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书中“解放前(后)”是以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日为界。

九、书中“××年代"专指“20世纪××年代"o

十、本志地理名称、政权机构、社会团体、官员职务、礼俗称谓

等均依当时当地典章制度与习惯相称。古今地名不同者，括注今名；

隶属地域变动者，注明今属。

十一、本志计量单位均按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的旧计量单

位，仍照实记载。

十二、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货币单位为现行的人民币，不标

明“人民币”。解放初旧人民币值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值。历史上使

用的货币。括注当时币种。

十三、本志数字用法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

联合通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四、本志的资料来源于重要文献、历史档案、各种报刊、实地

调查、各级志书等，均经核实后载入，除引文和说法不一的史料外，

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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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地处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下游平原，位于北纬25。15 7～26。39 7、东经118。08’～

120。317，辖鼓楼、台江、仓山、郊区、马尾5个区和福清、长乐、闽侯、闽清、连江、永

泰、罗源、平潭8个县(市)，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福建省会所在地。1994

年，总面积11968平方公里，总人口514万人。其中市区面积1043平方公里，人口130万

人。

福州东濒东海，与台湾一水之隔，位居亚太经济圈中国东南黄金海岸，自古至今，在全

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自然造化之力，历代文化之功，

使福州曾先后成为王都、国都、京都，现已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临海优势和优越的

经济条件，使福州从汉代起即有海外贸易，宋代为全国造船业中心。成为沿海贸易港口和近

代海军“摇篮”；文化昌盛，英才辈出，使福州早有“海滨邹鲁”之美称；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福州成为明清以来统一祖国大业的东方前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福州列入沿海开放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城市综合实力跃人中国城市“五十

强”行列，被誉为“中国东南沿海一颗璀璨的新星”。

闽都宝地

福州地处闽中鹫峰山脉南段，戴云山脉北段东侧，西高东低，层层跌落，倚山面海，形

成天然屏障。自汉至明末，福州曾先后为郡城、王城和京都。明著名作家谢肇溻在<五杂

俎>一书中，把福州的山川形胜与南京古都相比，说闽中之似金陵者有三：城中之山半截郭

外；大江数重，环绕如带；四面诸山，环拱会城。这充分说明福州濒临东海。且介于长江口

与珠江口的中心位置上。其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全市耕地面积282．56万亩，林地面积882．11万亩，可开垦土地尚有150万亩。流经区

内的主要河流有闽江、鳌江和龙江，河川径流量大。闽江是福建最大的河流，流域面积虽不

及黄河流域的1／2，但水流量却是黄河的1．25倍。闽江在福州境内的干流长达150公里，

年均径流量629亿立方米。加上鳌江、龙江，全市每年水资源总量达635．2亿立方米．人均

占有水资源1．22万平方米。为发展内河航运、农业灌溉、工业用水、人畜饮水以及淡水养

殖等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福州市区的内河由天然与人工结合而成。自2000余年前闽越王无诸构筑冶城而后，历

史上每次扩城都挖有护城河。这些护城河逐渐沟通成左右两翼城内河道，再与闽江相通，江

潮吞吐，江水清澈，既便于交通。又利于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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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是福州的·大优势。全市海岸线长达1061．03公里，港湾岛屿星罗棋布。浅海滩涂

面积广阔。罗源湾是福建六大深水良港之一；马尾港处于闽江下游人海处；平潭澳前港距台

湾省新竹港仅72海里；连江黄岐港距马祖列岛仅4．4海里。此外，天然良港还有连江定海

港、瑁头港，长乐梅花港、松下港、筹东港，福清元洪港、海口港、下垄港，平潭娘宫港、

苏澳港、竹屿港等。沿海岛屿多达545个。其中常年住人的44个。平潭岛面积274．33平方

公里，是福建省第一大岛、全国第五大岛。面积在10—15平方公里的岛屿，还有连江县的

粗芦岛、市郊的琅岐岛、平潭的大练岛、福清的江阴岛等。

福州拥有浅海197．38万亩，滩涂36．61万亩，可围垦区82．23万亩，有全国闻名的闽

中渔场和闽东渔场，盛产大黄鱼、带鱼、鲳鱼、海鳗、真鲷、石斑鱼等。

福州又是全国三大养殖基地之一，养殖有石斑鱼、红塌、鲍鱼、扇贝、真鲷、海蚌等。

长乐漳港海域被国家列为海蚌保护区。

福州具有开发前景厂阔的动力资源。沿海岛屿常年平均风速每秒6～8米。平潭县建成

全国最大的风力发电试验站，安装中国、比利时合作开发的4×200千瓦风力发电机组，已

开始并网发电。福州已被国家定为重点开发潮汐能源地区。连江县大官坂海区最大潮差达

7．8米。估计装机容量可达4．6万千瓦。平潭县建成装机容量1280千瓦的幸福洋试验潮汐

电站，估计全县装机容量可达27万千瓦以上。 ，·

福州盆地处于中、南热带交界处，有常绿阔叶林、常绿针叶林、混交林、竹林、灌木、

草坡等多种植被类型。山林总面积达1080余万亩，每人平均2．86亩，森林覆盖率为

43．9％。全市现有林地718．90万亩，其中用材林445．87万亩，经济林70．4万亩，防护林

67．05万亩，薪炭林75．13万亩。全市有300亩以上连片草场470多片，面积近150万亩，

其中可利用面积约90万亩。300亩以下零星草地可利用面积220多万亩。两项理论载畜量

为14万头黄牛单位。

福州矿藏丰富，已探明的非金属矿产资源近40处，叶蜡石、明矾石、硅砂、花岗石石

料、高岭土、砖瓦粘土等矿藏储量多、品位高、分布广、埋藏浅，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福州

市区及闽清、罗源、闽侯、福清的叶蜡石蕴藏量占全国首位。福清顶宅、下溪底银矿为全省

最大银矿。境内寿山出产的田黄石，温润通灵，宜于篆雕，价逾黄金，人称“石中之王”。

福州又是全国三大温泉区之一，这里的温泉具有量大、温高、质好、泉脉广的特点，医

疗效能颇佳，而且分布点在城区中心。宋代名相李纲诗曰：“玉池金屋浴兰芳。千古华清第

一汤；何似此泉浇病叟，不妨更人荔枝乡。”80年代，福州成立地热管理处，划定温泉保护

区，建立集中供应温泉的水厂，成为全国少有的“温泉城市”。过去温泉仅供沐浴，而今温

泉已在工农业生产、科学研究、医疗保健、体育文化、旅游等方面得到广泛利用。收到良好

效果。

福州的交通十分便利，公路可直达省内30多个县市，并与邻近各省相通；铁路沿外福

线，经鹰厦线与全国铁路网衔接；已开辟直达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兰州、西安、成

都、贵阳、重庆、昆明、桂林、广州、海口、北京、天津、太原、青岛、郑州、济南、长

沙、武汉、深圳、南京、上海、合肥、黄山、杭州、宁波、南昌、武夷山、厦门、香港、澳

门的航空线和直达浙江、上海、香港、新加坡、曼谷等地的海航线。

福州气候温润，山清水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名闻遐迩。以福州为中心，南连闽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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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角”游览区，北接太姥山胜地，西靠武夷山风景区，形成一条具有南国特色的风景线。

福州景色兼有山海之胜，名山有鼓山、旗山、石竹山；名塔有罗星塔、瑞云塔、白塔、乌

塔；名刹有西禅寺、涌泉寺、法海寺、雪峰崇圣寺、林阳寺、崇福寺等；陵祠有闽王祠、戚

公祠、昭忠祠、李纲墓、林祥谦陵园、文林山革命陵园、林森藏骨塔等；名岩古碑刻有喝水

岩、雷劈岩、乌石山摩崖题刻、雪峰枯木庵树腹碑、天妃灵应之记碑等；古迹有华林寺大

殿、林浦宋帝行宫、郑和史迹陈列馆、中法马江海战遗址、昭忠祠等，以及林则徐、严复、

陈宝琛、林觉民、萨镇冰、陈绍宽、冰心、邓拓等名人故居。还有闽江口黄金水道，五虎、

双龟、金刚腿，海坛岛海滨浴场、鬼斧神工石牌洋，连江青芝百洞山，长乐下沙海滩，闽清

白岩，永泰方广岩，闽侯十八重溪，罗源湾天风海涛共碧岩⋯⋯数不胜数的名胜古迹，无不

令人心往神驰，流连忘返。500年前诗人陈轩有诗赞日：“城里三山古越都，楼台相望跨蓬

壶；有时细雨微烟罩，便是天然水墨图。”而今，又岂止于三山鼎峙、两塔摩云、一江横贯、

四围烟岚，放眼但见现代建筑鳞次栉比，公园花红草绿点缀其间，一条条大道直通天边。

历史古城

福州是一座历史古城，1986年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考古发掘证明，距今5000～7000年前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福州地区就有氏族

部落长期定居。“闽人”就是当时的土著居民。距今约4000年前，即公元前21世纪末至公

元前16世纪初的夏朝时期，这里的闽族居民已和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有了联系。至周代，这

里与中原的关系更加密切。它不仅隶属于周朝，而且也进入了奴隶社会。战国中期(公元前

334年)，越王勾践六世孙无疆为楚威王击败杀死，越国开始瓦解，王族南奔，部份越人人

闽。与闽族融合成为闽越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向福建进军。公元前220

年，秦始皇废闽越王无诸为君长，在福建地区设闽中郡。秦末，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无诸

率闽越族人先是反秦，继而佐刘邦攻项羽。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汉封无诸为闽越王，

“王闽中故地。都东冶”，福州成为闽越国的都城。无诸依冶山建城，人称“冶城”。晋武帝

太康三年(282年)，福州为晋安郡的郡城。时称“子城”。南朝、隋唐时，福州曾作为丰

州、泉州、闽州、建州的州城。唐开元十三年(725年)，改设福州都督府，从此，福州就

定了名。唐末，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审知随其兄王潮率兵南下，占领福建全境，创立闽国，定

都福州。王审知安置中原移民，选用贤能，兴文重教，浚湖拓城，减税撤卡。发展海外贸

易。唐天复元年(901年)。王审知在子城外环建大城，设八城门、九便门、三水门，称

“罗城”，全部用印有“钱纹”图案的城砖砌城。罗城内除官吏居住外，还让百姓按规定地段

修建住宅，分段围以高墙，称之为坊，这便是“三坊七巷”的雏型。天复二年(902年)，

在大城南北增筑月城，大城夹在其中，人称“夹城”。因南门外一带地势低洼，又建城墙以

防洪。是时全城略呈圆形，越王山(屏山)、九仙山(于山)、乌山均被圈人城中，福州因而

别称三山。后来。王审知的儿子王延钧立国号“大闽”。将福州改称为“长乐府’’、“东都”。

北宋开宝七年(974年)福州刺史钱昱在夹城之外增筑外城。南宋绍兴之后，金兵猖獗，中

原涂炭，福州被视为“武陵桃源”。避乱者渐次而来，典章人物，极一时之盛。南宋末，益

王赵是登基于福州，升福州为福安府。作为行都。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福建行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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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于泉州，三年后迁返福州。明代，统治者轻徭薄赋，奖廉肃贪，鼓励垦荒，发展生产，福

州经济恢复，纺织业、商业、航海业复苏。明洪武四年(1371年)，在唐代的夹城与宋代的

外城基础上砌石城以防倭，是为福州府城。此城沿用至辛亥革命后才陆续被拆除。明末，清

兵人关，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称福州为天兴府，又称“福京”，作为行都。明清时，福

州为福州府府治。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城市日益扩大。城内、南台

和仓山连成一片，上杭、下杭、中亭、台江汛成为商贾云集的街市。仓山成为外国领事馆

区。

从民国年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州均为福建省的省会。其间民国22年(1933

年)“福建事变”时期，曾一度作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国都。因此。福州不仅

从晋朝起成为郡城、州城，至宋朝具有省会的地位，而且，汉时为闽越王都，五代为大闽国

都，特别是宋末、明末两度为临时京城，“福建事变”中又作为“国都”。

这座历史古城保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物名胜。屏山南麓修建于北宋乾德二年(964

年)的华林寺，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殿用材之大(口径60公分)，数量之多(500

立方米)，离土树龄之长(1000～1400年)，均为国内所罕见。该殿运用梁、栋、斗拱解决

高度、跨度和承载问题，建筑技术十分高明。整个建筑结构都是榫卯相和，不用一根铁钉。

于山、乌石山有唐宋以来的摩崖石刻、石廊楹联400～500处。是珍贵的文化艺术宝库。白

塔、乌塔是体现闽中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城内的岩石造像、贴金铁佛及大批古塔、古

石桥、古寺、古墓等建筑，均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城内的三坊七巷是传统街区。它以福州

最繁荣的南后街为中轴，东列七巷：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

巷；西横三坊：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这是中国至今尚存的古老传统坊巷的活化石。石

板深巷，青瓦白墙，精雕细刻的各种木石构件、马鞍形风火墙、多进院落。每院落由花厅、

假山园林与主座的厅堂、居室配合成套。从高处俯瞰、重重风火墙高低错落，庭院古雅幽

静，充分体现福州传统建筑学的艺术构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城内有大批的官宅府第、

名人韵士的园林庭院；不少地方至今保留着代表古代建筑精华的明清民居。除三坊七巷外，

还有朱紫坊、鳌峰坊、花园弄等。许多古典式的亭台楼阁，尽展江南园林艺术风采，使古城

更显得雍容华贵，典雅端庄。1949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古城获得新

生。

革命传统

福州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南宋末年，福州是抗元斗争的中心。明嘉靖四十二

年(1563年)，倭寇犯境。福州人民奋起歼灭倭寇于城下，市郊的“八十一堆”就是当年倭

寇的葬身之所。明末，福州反清复明斗争，此起彼伏。郑成功率兵东渡，打败荷兰、西班牙

侵略者。收复台湾。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福州被迫辟为“五口通商”

口岸之一，逐步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福州人民以林则徐为代表。展开不屈不挠的斗

争，反对帝国主义者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侵犯中国的主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进入福州，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先

锋。清同治二年(1863年)，福州人民反“洋教”烧毁3座教堂，砸毁安泰桥布道所。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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