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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祝《仓山一区⋯建设一志，》出版．

盛世修志，是件幸事。福州市《仓山区建设志》，在仓山区建设局领导下，荟萃人才，。

辛勤耕耘，历史四载，完成了这部鸿篇巨著，可喜可贺。

仓山区位于福州市南面，山水秀丽，环境优美，素有。琼花玉岛。之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该区作了规划，福州市的文化教育、科研机构，大都建在这里，成为文化

教育荟萃之区。各项建设事业也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呈现出一幅新的面貌。、

《仓山区建设志》这部志书，不仅反映了仓山区的历史面貌，地方特色，而且记述了

40年来建设的巨大成就。全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篇章有序，是仓山区一部具有参考价

值的信史，也是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的盛事。这部志书既有益当代，又惠及子孙，对于承危
启后，继往开来，资治、教化、存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兹值《仓山区建设志》出版之际，

略赘数言，以表祝贺。 ： ，

建设系统编纂指导委员会主任 袁镜身
一九九三年六月于北京



皋 孛
．／J 口

《仓山区建设志》记述仓山区城市建设与管理事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编纂工作历时

’四年多，五易其稿，今天同大家见面了。

仓山区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向有。琼花玉岛。之誉，是福州市的文化区。旧志书记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力求编纂志书达到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记述时间s上限追溯到梁天监年间(502"一519年)，下限断至1989年，个别延伸

到1992年。

三，记述体裁。采用述、记，志，录，以志为主体，辅以图、表和照片。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结合记事本末体记述。全志分为章、节，目三个层次，按。详今略古’原则，重

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

四，记述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再现时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

。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简称为。中共’， 。仓山区人民政府’简称为。区政府’

等。

五，记述地名。以当时沿用的地名为准，其与今名有异者，在括弧内加注今名。

六，纪年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括弧注明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以前朝代年号纪年采用汉字，中华民国

纪年和公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

七、计量名称。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88年2月2日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命令为

准。
’

八，记述人物·按。生不立传’原则，对健在的曾评上市级及以上的劳动模范、省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级及以上先进生产(工作)者，编入。人物表。。、

九、正文中所书。年代’，系指二十世纪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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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仓山区位于福州市市区南面，南台岛中部北端，东，南，西三面与郊区的盖山、仓山．

建新三乡交界，北隔闽江与台江区相望。地处北纬26度5分，东经119度17分。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西北为丘陵地，多坚隔土或岩石地层。西南部蛤蟆山最高，主峰海拔罗零72米。

南部为冲积粘土平原。

仓山区属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冬短夏长，寒暑不烈。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9．6

度，一，二月份平均气温10．4度，七、八月份平均气温28．7度。年平均降水量为1343．8毫

米，集中于春夏，秋冬少雨，每年五，六月份为闽江洪水期，夏季盛行东南风并多台风，

冬季转为偏北风。

仓山区以仓前山取名。仓前山古名天宁山，后改名天安山，又名藤山。明洪武年间

(1368--1398年)盐商在山北麓设盐仓，称盐仓前，天安山遂改名仓前山，简称仓山。唐

代时，以天安山的黄柏岭为界，其东、西分属闽县、侯官县管辖。民国2年(1913年)，阎

侯县成立时，仓山为该县的一个镇，民国35年(1946年)1月福州设市，仓山区设区公所，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8月30日和1950年9月先后成立福州市人民政府仓山、水上区公

所。1951年9月，成立仓山，水上区人民政府。1952年起，政区数度调整，1956年4月，水

上区与仓山区合并，1970年2月，城门、盖山、建新三公社划入，辖区遍及整个南台岛。’

1975年，上述三公社划回郊区和环城区。1986年市区南部扩展至白湖亭。现全区行政区戈!}

范围东至港头，西至公墓，南至白湖亭桥北，北至闽江主航道中心线。水陆总面积9．33平

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7．92平方公里。人口13．6万人。

仓山区水上交通便利，曾是福建省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明弘治十一年(1498,

年)，外国人在舍人庙以东辟新港以停泊商船，称番船浦(泛船浦)。清道光二十二年

(1842年)，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4年起，英、美等国接踵而来，在仓山设

立17国领事馆、13所教会学校、9座教堂、4家医院、5家银行，外商办的洋行(公司)至

共和国成立前还有54家。此外尚有专供外国人游乐的跑马场，乐群楼和外国人墓葬洋墓亭

等。从明清至于民国，仓山为全省金融，贸易，航运，通讯的中心I盐、茶，木材的集散

地，全省第一家机械造纸、全市第一家机械制茶工业在此兴建，海关、邮电、航空等企业也

最先在此创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制定实施；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金融，贸易，航运，通讯中心和盐、茶，木材集散地渐向台江、鼓
楼两区转移。唯工业仍有新的发展。

仓山区山青水秀，风光宜人。有南台八景中的。天宁晓钟’，梅岭冬晴。两个风景点。

古代诗人曾写下。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十里花为市，千家玉作林’的

诗句。在这块号称。琼花玉岛’上，早具文化基础。元代建藤山书院。明代，福州官府大

兴社学，在小岭建圣人殿，为读书人弦诵讲习之所。民国时期，已是大中小学荟萃之区，有

学校29所，其中外国教会办的12所。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收，改造教会学校，增建新



型院校。到1989年，全区大、中，小学、幼儿园及各种干部学校125所，科研机构6所，师生、

科研人员达3万多人，占全区人口的四分之一。仓山区遂成为福州市的文化区。

区内市政设施，古近代发展缓慢。道路长期是行人走马的土路和石板路。直到1928年才

修筑第一条水泥马路——观音井路。随后20年也仅拓建可通汽车的道路5条。民国期间37年，

仅修建3座内河木桥，只有专供一些外国机构的日供水百吨的供水站，排水沟渠残缺零乱，

路灯简陋不明，没有防洪设施。共和国成立以来，市政设施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新建、改

建22条沥青或水泥混凝土路面的城市道路。1978年后继续贯彻。公办民助’、。民办公助”

方针，加速小街巷建设步伐，并逐步扩展为城市道路。全区道路总面积从1949年的16．7万

平方米增至1989年的33．1万平方米，其中高级路面从4万平方米增至26．4万平方米，增长五

．倍半。其它公共设施也有很大发展。共和国成立初期，建了两座防洪堤’1961年建成南区

水厂，1989年日供水量达4．5万吨，1963年到1989年共汇集整理20个排水系统，下水道长达，

3．47万米I 1963年起改善路灯光源，到1984年主干道全部装上高压汞灯。过去。马路不平，

路灯不明’的状况已成为历史陈迹。

仓山区绿化建设早具规模。明初，从梅坞抵程埔头遍地植梅，每逢冬季，香飘数里。明

束，部份梅林毁于战火。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居留仓山，在其庭院移植外国树种。民国期间，
定三月十二日为植树节，植树遂成民风。共和国成立后，园林绿化在波浪式中发展。1956

年，毛泽东提出。绿化祖国’号召，区政府发动单位，居民广种桉树，并在三县洲，牛墩

洲，新墩渊种桑养蚕，桑林面积达210亩。。公社化’后，1959年果树大量被砍。1962年，

响应。大地园林化”号召，掀起第二个绿化高潮，重建市人民公园。至1966年，除上三路

夕卜，行道树全换新品种，建小游园，小绿地34个。 。文化大革命。时，园林被视为。封资

修”的产物，人为地加以破坏I 1963年才组建的园林管理所也被撤销。1972年绿化工作开

始恢复，重建烟台山公园。但1978年至1980年间，因提倡。见缝插针’建房，大部分绿地

再度被占。1982年后，才进入稳步发展时期。增建江心、仓前公园2个，逐步发展小游园、

小绿地。至1989年，全区共有树木60．1万株，绿化总面积2010亩，公共绿地356．4亩，人均

占有公共绿地1．98平方米。全区绿化覆盖率达17．56％，居三城区之冠。

区内房屋建设始于唐末五代。王审知入闽，部分先民到天宁山下渡一带安家落户。宋

淳i右一年(1241年)和恭帝二年(1276年)，人口迁入时又兴建房屋。直至元、明以后，

多是木构建筑物。鸦片战争后，外国在仓山建领事馆、教堂、学校、医院，洋行、银行，

遂有双层至四层砖木结构的西式楼房出现。许多新发迹的官员，行商，高级职员等也建了

双层木构或砖木结构的庭院式或广东式的庐舍200多座。形成一种独特建筑群。共和国成

立后，中共仓山区委，区政府努力改善居民居住条件，陆续拆除危房改建为二至三层砖木

结构或四至六层砖混结构的简易新村。1978年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旧城改造，

新区开发，房屋建设出现有史以来的鼎盛时期，十年中房屋建筑总面积达129万平方米，建筑

逐步采用框架结构，型式日趋新颖，最高建筑达到12层。建国初期，全区房屋建筑总面积

仅110万平方米，1989年达到353．27万平方米，增加2倍多。

环境卫生、环境保护、市容管理不断加强。民国时期，全区清洁工人不及40人，全靠

人力劳动，至1989年已增至472人，环卫设施逐步向机械化、车辆化发展。建国前全区尽

是破旧的公厕，到1989年，全区改建新建的公厕达43座，其中卫生公厕34座。1984年有了

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抓紧工业。三废。和噪声治理，1987年建成全市第一个无黑烟控制区，



l

1988年建成仓山区烟尘控制区，1989年又首先建成临江，对湖噪声基本达标街道。1984年

有了一支城市建设管理的固定队伍，城市管理逐步趋向制度化，规范化。

共和国成立40年来，仓山区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建设和管理仓山，城市建设硕

果喜人。但管理机制还未理顺，．还不科学，历年市政府对仓山区的建设投资偏少。目前基

础设施差，城市管理经费不足，管理法规不健全，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尚未深入人心，

环境卫生仍有死角，古树名木、绿地、河道的保护管理不够落实，环保工作仍处在治标阶

段。因此，需要认真总结经验，在深化改革中努力开创城市建设管理的新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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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梁

天监二年(503年)，在今东窑至小岭一带建保慈寺，清初改名静慈寺，今已废，惟

放生池一日(今下池)尚存。

五代

在下渡开凿七口井，称。七通井”，又名。七星井’。今仅存通明巷口和周家祠前两

口，民国18年(1929年)建长方形石井栏，外刻。大井古迹’四字。现列为区文物保护单
位。

宋

元冶八年(1093年)，知州王祖道在楞严洲(今中亭街)与天宁山(今仓前山)间的

南台江(今闽江)上，用船100只铺以木板建浮桥。崇宁二年(1103年)，江中出现一个

沙溯(今中洲)。浮桥遂调整为两座，分别用船73只和13只。

崇宁=年(1103年)，知州王祖道在天宁山北侧建崇宁寺。清代改名天安寺。现大殿

等主体建筑已拆建为天安小学，仅存双江台，弥勒殿、放生池等遗迹。

政和元年(1111年)，从观音井路、梅坞顶、藤山路到三叉街的泥土路改建为石板路，

为福州通往莆田的主干道。

大德七年(1303年)，管理浮桥的万寿寺主僧王法助在楞严i}|l至中洲的原浮桥位募造

石桥。法助死后其徒继之，至治二年(1322年)落成。名万寿桥。桥身长170丈，砌有石

栏，上书。万寿桥”三字，桥栏石柱刻有精巧形态各异的石狮。万寿桥建后，在中洲至仓

前山原浮桥南桥位上，改建为石木结构的桥梁，名江南桥(仓前桥)。

至正年问(1341一-,1367年)，藤山十境乡人，在清安，清泰境(今下藤路)建十境祠。

清嘉庆时祠废。1933年改为藤山小学。

同时，区内最早的书院——藤山书院在清安、清泰境建成。

元末，在藤山顶设烟墩(烽火台)，用以报警，烟台山因此得名。烟墩今已不存。

明

明初，从梅坞至程埔头广种梅林，遂有。琼花玉岛’之誉。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

冬，倭寇侵犯福州，部分梅林毁于战火。

明初，为颂扬蔡襄两次知福州的功绩，在清泰境建成蔡忠惠公祠。该祠正殿为抬梁穿

斗式单檐歇山顶，面阔3间，进深5间，占地585平方米，现列为区文物保护单位。

洪武三年(1370年)，乡人从港头河至走马山下开凿长4．95里的龙津浦，引闽江水

量



灌溉田园’并在今下藤路南段东侧该浦上建造石板桥，名靓桥，又称龙桥。是仓山第一座

内河道路石桥。

洪武年问(1368-,-,1396年)，盐商在天宁山北麓设盐仓，该地遂称盐仓前，天宁山也

随之改名。仓前山’，简称。仓山”。

成化年问(1465,-．-．,1487年)，由于闽江上游屡次山洪暴发，今上渡与台江区苍霞i}l}之

间的江中出现一个泥沙冲积的洲地。当时为闺县、侯官，怀安三县共管，因名三县洲。

弘治十一年(1498年)，太监邓元来闽督舶，受贿将临江境上王地方(今舍人庙以东)

许给外国人开辟新港，停泊船只，称番船浦(后音转为泛船浦)。明万历年间(1573～

1620年)，此浦渐淤积为洲地。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五月，江南桥毁于洪水，乡人和船户集资在原址建造石木结

构的桥梁，名江南桥，俗称仓前桥。
^

，

清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江南桥毁于洪水。十月，福清何涤逑，何涤选兄弟出资

改建为石桥，次年十一月落成，嘉庆十四年(1809年)，二十年(1815年)又毁于洪水，

闽县知县言尚煜重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福州知府王叔藩集资重修。

乾隆四十年(1775年)，浙江木商在今仓前路建安澜会馆(俗称上北馆)。该馆融闺

浙两地建筑特色，正殿重檐歇山顶，抬梁加穿斗式，占地1800平方米。该建筑现列为市文

物保护单位。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首先在仓山乐群路设领事馆。宣统三年(1911年)止，

先后又有美国，法国、荷兰，德国、俄国，日本、葡萄牙等17个国家设领事馆，共建8座

馆舍。 一 一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美国美以美会布道士杨顺及弼理仁夫妇在中洲建教堂，是

外国教徒在仓山建的第一座教堂，后迁往台江保福山。
’

道光三十年(1850年)，天主教徒周儒定在泛船浦建天主堂。民国21年(1932年)，

天主堂主教宋金铃在该堂西侧，建总堂和主教府，1933年落成。占地8400平方米，系十字

型哥特式单塔楼，为当时江南的一大教堂。现歹IJ为区文物保护单位。

成丰六年(1856年)，美以美会在今仓山北侧建天安堂。1896年重建，为哥特式红砖

结构，占地1．5亩，建筑面积3367平方米，是仓山最大的基督教教堂。

成丰九年(1859年)。美国美以美会在土地庙(今麦园路)建太茂女校。光绪十九年

(1893年)，改为毓英女子初级学校。是美以美会在东南亚创办的第一所寄宿女子学校。

1952年6月由福州市人民政府接管，与寻珍女子初级中学合并为福州第二女子中学，即今

福州第十六中学的前身。

成丰十年(1860年)，英国圣公会在今乐群路建全石结构的哥特式教堂，俗称。石厝。

教堂，占地420平方米，拥有国际教堂之称。其顶楼钟阁于。文化大革命’时残损。

威丰十年(1860年)，广东商人在太平巷建广东会馆。光绪二年(1876年)重建。为

三进建筑，前殿为硬山顶，占地2145平方米，建筑面积2513．16平方米。民国元年(1912

年)，孙中山先生来闽曾过此，题有。戮力同心’匾额。该建筑现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为仓山第二中心小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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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1866年)，英，德等国利用外侨集资在中洲设医院，是福州市第一家医院，

1886年被火灾烧毁。1887年迁址塔亭(今上藤路)取名福省塔亭医馆，为今福州市第二

医院的前身。

同治十一年(1872年)，俄国商人在泛船浦创建福州第一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械制

茶厂一阜昌砖茶厂。
光绪元年(1875年)，福州官府强购仓山南麓农田350多亩，辟为跑马场，专供外国

人使用。

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兴办电报，在水线登陆地点的泛船浦建福州电报局，辟

有泛船浦——马尾——长门(炮台所在地)线路，是全国建设最早的电报线路。

同年，美国传教士在仓山建小型供水站，在今天安里对面江边设取水口，用二寸管径

的铁管引水上山，日供水量仅几十吨，专供外国人住宅使用，是仓山有自来水之始。

，光绪七年(1881年)，美国美以美会在今爱国路创建英华书院。因建校时得到商人张

鹤龄的捐资，1927年改名为私立鹤龄英华中学。1951年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属高级中学、

陶淑女子学校合并为福州第二中学，即为福建师大附中的前身。

光绪=十一年(1895年)，梅坞山坛仔前百年松树被梅坞铺联总张某盗卖给梅坞山外

国人，准备伐树扩地，便其轿马往来。仓山600名青年闻讯群起制止，保护了古松。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福州邮政总局在泛船浦创建，附设于海关内，由海关兼管。

宣统三年(1911年)，关，邮分设，改称福州府邮务总局，租用阜昌洋行仓库为局址。民

国3年(1914年)，又改称福建邮务管理局。民国20年(1931年)，再改称福建邮政管理

局。

同年，德国商人在仓山装设市内电话，只供各国领事馆、洋行和外国人住宅使用，是

福建省创建市内电话之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英商德兴公司投资15万银元，创建耀明火柴公司。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美国美以美会在岭后创建华英女子学堂。1914年设立大学

都。1916年改名华南女子大学。1924年改称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是仓山最早创办的高

等院校。1951年4月与福建协和大学合并为福州大学(今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圣公会在白泉庵创建基督教弧儿院。1910年迁建于下藤路

局厝巷，1951年由福州市人民政府接办，改名福州孤儿院。

宣统三年(1911年)热心教育地方人士在小岭朱子祠创建私立益闻学堂，是国人在仓

山创办的第一所小学。

清末，在江南桥头竖立9米高的木杆，装设方形煤油灯笼，是仓山的第一盏路灯。

中 华 民国

·民国2年(1913年)3月，废府治，闽县，侯官县合并为闽侯县，仓山隶属该县管辖。

同年，福州警察局编制地名。境内下渡改为上、中，下藤路。其余各地照旧名加一

。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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