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IJ a 

福州市是福建省会和历史文化名城， 自古以来，人才苍萃。《福

州市志·人物志》收录历代福州籍〈包括福州市及市属人县〉对社会

发展有重大贡献或有影响的历史人物p 以及对福州地区作过重大贡献

或有过影响的外籍人士。正反兼收，以正面人物为主;详今略古，以

近现代人物为主;生不立传，但可入表。我们初步开列的立传人物名

单有三百一十九人，今后还将陆续补充。人物志是市志的重要组成部

分，写好这些人物传记，并独立成志，将从各个侧面反映福州的悠久

历史，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1986年秋，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制订了《福州市志·人物

志》的编篡方案和撰写细则，对人物传的撰写提出了几点要求，主要

的有:

一、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历史地、客观地反映

传主一生的活动和历史作用。

二、要求真实可信。传中所写事实，必须严格考订核对， 务求翔

实无误。

三、要求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隐恶，不溢美p 客观公正，一

分为二。要寓褒贬于叙事之中，不可把志传写成评传。

四、要求在反映传主全貌的同时，注意突出重点、特点、个性。

五、要求用语体文记叙，力求文字简洁精炼、文风严谨朴实。不

虚构、不渲染、不滥用形容词。

六、要求在传稿后面附主要参考资料目录或口碑来源。引文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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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出处，且不宜太长太多。

根据编慕方案和援写细则，我们即邀约作者赐稿，准备分辑出

版。第一辑计收本市历史人物传记四十五篇，按传主生年先后排列。

古今人物都有，近现代人物约占百分之七十五。

因为是初次试写，经验不足，对每篇人物传稿都谨慎地进行多次

讨论和修改，再加上经费困难等原因，所以从组稿到出版，历时两年

多，其中除了六篇传稿送福建省志人物志编辑室并为其所选用外，尚

有数篇传稿，在我们未出版之前， 已由其他书刊先行刊载。

限于编者的水平，疏漏、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地希望有识之士予

以批评指正。

《福州市志·人物志》编辑组

1989_8_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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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诸

(战国晚期一一汉初〉

无诸，姓骆氏，越王勾践后裔，约出生于战国晚期，卒于汉初。

周显王三十五年(楚威王六年，公元前334年)，越国开始解体。越

王的子孙被迫分散于江南海边，各据一隅，或称王、或为君，互不统

属。无诸就是当时移居闽境的越国后裔，并成为雄踞一方的闽越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无诸被削去王号，降为君

长 11使其社苍要不得血食"① 11 以其地为闽中郡"②。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各地纷起响应，无诸也率闽中兵举师北

上，跟随都阳令吴芮协同诸侯灭秦，进入武关，战于蓝田，还攻打到

析、路 11以阻〈犯〉悍称"@，成为中国历史上间越族的第一个卓

著人物。

秦亡，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天下，尊崇楚怀王之孙心为义

帝。由于楚越过去有仇隙，有意不封越族后裔元诸等为王，无诸"以

故不附楚"④。公元前206年，楚汉战争爆发p 无诸就带兵辅佐汉王刘

邦打败项羽，为中国的再度统一和汉王朝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汉高

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 11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

都东冶"⑤，以表彰无诸佐汉建国的功勋。

无诸又当了间越王后，与汉王朝保持着和睦关系，积极吸取中原

的先进科学文化，很大地促进了闽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首先，他

仿效中原，于现今福州的冶山之麓筑城建都，号"冶城"。这是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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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绒的开始。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闽越族人杂处于"溪谷之间，笙竹

之中"的状况，为当时的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其次，仿效中原推广

铁器，推动冶炼业的发展。从福建西汉初期的墓葬、城址、遗址中出

土的文物表明， 当时铁制的键、苗、锄等农具和斧、锤、凿、锯、刀

等工具，铁矛等兵器以及铁釜等生活用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饰有

弦纹、水波纹、柿齿纹等富有地方特色的灰陶双耳罐，双耳古瓦、钝形

壶、 敛 口钵等生活器皿的使用也十分流行。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

间越王无诸治闽是颇有建树的。间人得以安居乐业，无诸自己也常常

悠闲地与僚属们一道流筋宴会于桑溪和九仙山等处@。

相传无诸死后葬于福州城监山西面的一座小山丘上， 俗称王基

山⑦。闽人怀念他，历代都立庙祀之，称闽越王庙，俗呼"大庙"、

"祖庙

注，

① 《 汉书 》 卷一， <<高帝纪》。

②④⑤《史记 》 卷一一四， <<东越列传》。

③ 《福建风俗志》卷一。

⑥《福建、河渠书·闽县>>， <<榕城考古录》第二十五页。

⑦ 《榕城考古录》第二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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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审知

( 862-925 ) 

王审知，字信通，又字详卿，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县)人，生

于唐咸通三年( 862年〉。祖上三代务农。有兄弟三人，长兄潮， 二

兄审邹，他最小。少时喜欢读书，很有抱负。

唐末藩镇割据，各地爆发农民起义。中和元年( 881年) , 寿州

〈今安徽寿县〉屠户王绪，聚众起兵，攻陷光川、I (今河南潢川县) , 

审知三兄弟投奔王绪起义军o 不久，唐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节度使

秦宗权发兵攻讨王绪，王绪被迫带领队伍渡江南下，从江西、广东进

入福建，连陷汀州、漳州等地。王绪生性猜忌，滥杀将士，审知兄弟

乘机鼓动兵变①。公推审知为帅，审知不受，恭奉长兄王潮以帅其

众，兄弟同心协力，整顿队伍。审知平易近人，关心士卒， 深受爱

戴，军中号为"白马三郎"。

王氏队伍军纪严明，迅速攻下许多州县。所过之处，秋毫无犯，

得到了福建人民的拥护。这时泉州刺史廖彦若为政贪暴，民不聊生。

光启二年( 886年〉八月，王潮率兵攻下泉州，杀了廖彦若。福建观

察使陈岩上表荐王潮为泉州刺史。在王氏兄弟治理下，泉州生产得到

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景福元年( 892年) ，陈岩卒，其婿范晖自称

留后。王潮命审知攻福州，审知亲督士卒苦战一年多，于景福二年五

月进入福州。接着，闽中各地农民军纷纷来归。唐朝廷任王湖为福建

观察使，审知为副，王氏凡弟遂据有福建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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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宁三年( 896年九唐朝廷建威武军于福州，任王湖为节度

使。翌年，王湖病卒。唐朝廷授审知为威武军节度使、 福建观察使，

后加平幸事，封琅哪郡王。唐亡，后梁立。审知向后梁进表纳贡，后

梁太祖于开平三年( 909年〉加授审知中书令、福州大都督府长史，

四年，又封他为闽王。

审知以保境安民作为统治闽中的基本政策 。 他先后对拥有中央政

权的唐王朝和后梁朱温王朝进表纳贡，并与南汉、 吴越等地方割据势

力结姻睦邻。有人劝他称帝，他说 {l我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问门

天子。" ②他认真整顿吏治，采取慰抚方法平息地方暴乱。乾宁元年

( 894年) J 闽西黄连洞饥民二万余人固汀州，他严禁诛杀，劝导饥

民说"史实为虐， 尔复何事? "③在他的真诚抚恤下p 动乱很快平

息了。因而 ， 虽然当时中原战乱频仍，闺中却能免遭战祸，保持相对

安定的局面，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审知特别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他采取"轻锋薄赋"的政策，尽量

减轻民众的负担，以利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又鼓励农民垦荒，

山区"厅莱尽碎"④，沿海则围垦造田 o 福建耕地面积因而进一步扩

大。他又鼓励各地兴办水利、修坝筑堤。福州西湖扩泼后广袤达四十

里，使西北郊大片民田受益。福清祭苗墩海堤、长乐海堤、连江东

湖，以及泉州I t坟塘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兴建或扩建的口由于耕地的扩

大，增加了粮食产量。农作物的品种，仅稻谷一类就有十几种之多。

他又鼓励农民栽种茶树，发展茶叶生产，每年输出达五、六万斤，建

州〈今福建建阪县〉和福州鼓山的茶叶被列为贡品。

审知也很重视商业，揭免苛捐杂税，撤除许多关卡，所以，福建

与中原的贸易额不断增长。他还特别注意招依外商，发展海外贸易。

陶瓷和铁器是当时主要出口物资，因此陶瓷业和冶铸业首先得到发

展。泉州是当时福建制瓷的主要地区，安溪则是银铁矿冶的主要产
4 



地。造船业也有很大发展，能制造长二十丈、载几百人的航洋大船。

为发展海外贸易，审知又开辟了福州的外港一一甘棠港，以便利中外

商旅海市，福州遂成为东南地区发展海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 当

时，福建北与新罗〈今朝鲜半岛) ，南与南洋群岛以及印度、三佛齐

和阿拉伯等国家，都经常有使者和商旅往来。舶来品如象牙、犀角、

真珠、 香科等应有尽有。福建的物产通过海港转运， 每年获利不少。

由于海内外贸易的发达，财政收入充裕， 人民生活得到提高。

随着生产的发展，城市经济繁荣。审知曾两度扩大福州城垣。一

次在唐天复元年( 901年) ，于子城外加筑城墙p 周围达四十里p 这

就是"大城~， ( It 罗城" )。一次在后梁开平元年( 907年) , 筑南

北夹城， 谓之南北月城，合"大城"而为三。他对福州的江流、 沟

尬，也加以整理或改造，使水上交通更加便利。

审知不但重视发展经济， 而且注意培养和选用人才，发展文化教

育。他在福州、泉州等地设有"招贤馆

外做官的间人，如翁承赞、黄滔等先后返间，得到重用。中原各地的

名士，如李沟、韩信、徐寅、王饲等，也纷纷来闽，发挥他们的才能。

审知不但号召地方"广设库序

塾，而且采纳翁承赞的建议，于福州建"四门学"作为福建的最高学

府 {l 以教闽士之秀者"⑤。他还下令各地搜集遗书，组织整理保藏。

为了与民生息，审知极力提倡节俭。有一使者从南方回来，以玻

璃瓶献给他，他掷于地上，说 It好奇尚异p 乃奢侈之本。今诅之，

伴后代无为渐也。"⑥他的言行，对于吏治的清明、 社会风气的转变

和生产的恢复p 都起了良好的影响。但他笃信佛教，兴建和修复了许

多寺庙和浮屠，如福州鼓山涌泉寺(唐德宗建中四年已建有华严寺)、

于山万岁寺、定光多宝塔〈白塔〉等等。还施舍给寺院不少良田。又

铸造了金钢大佛p 泥金银万余两缮写了许多佛经，庭费了大量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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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财。

后唐同光三年( 925年) ，王审知病卒，年六十四岁。审知死

后，间国约二十年之久，五易其主。他的后嗣延翰、延钧〈子起〉、

延裁、延政，荒淫暴虐， 自相残杀，政局混乱，民不堪苦。除延政投

降南唐外，余皆死于宫廷事件中。后晋开运二年( 945年) ，终为南

唐所灭⑦。

王审知墓原在风池山，后唐长兴三年( 932年)迁葬于福州北门

外新店乡斗顶村莲花山南麓的西宝山。墓和闽王祠内的《恩赐琅哪王

德政碑》都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洼，

①《十国春秋·司空世家》卷九十。

@⑥《十国春秋·太祖世家》卷九十。

@④《琅哪王德政碑》。

⑤《新五代史·王审知传》。

(范兆琪〉

⑦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 (235页至2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沈起炜著《五代史话)) (98页至10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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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孟

( 1015一1092 ) 

程师孟，字公闸，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幼时聪慧，五、

六岁便会作诗。宋景秸元年( 1034年上登进士第①。初任光水、钱

塘二县县令，因有政绩，升桂州通判。庆历中( 1041-1048年人历

知南康军、楚州(今江苏淮安县〉及要路提点刑狱②。在爱路建常平

仓。有一年饥荒，仓粮不够赈民，师孟不待奏报，即拨其他储粮急

济，救活了许多百姓③。

后转任河东路提点刑狱，辖区内有很多傍接川谷的土山，春夏大

雨冲刷，水势大而浑浊，俗称为 u夭河

灌溉良田一万八千顷。他总结经验，写成《水利图经>> ，颁发州县。

后改知洪州，洪州常有水灾，师孟在江岸修砌石堤，开泼章沟，设北

闸调节水位，防治了水患④。

治平元年( 1064年) ，师孟奉召入京任三司都磨勘司，管理河北

四榷场〈经营专利品场所〉事务⑤。 有一次，皇帝命他招待辽国使者

萧唯辅，唯辅说 11 白沟之地两属，现在南朝栽柳数里，却以北人在

界河捕鱼为不对，这是不合理的。"师孟反驳说 1I两国应当共同遵

守誓约，现在琢州尚有案牍可证，这不是强辩可以改变的。"唯辅无

言可答⑥。后出任江西转运使⑦。袁州〈今江西宜春县〉发生盗案，

由于盗贼和州吏勾结，所以很久不能破案。师孟上任，逮捕了那些与

盗贼通消息的州吏，盗贼就全数被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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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元年( 1068年) ，师孟以光禄卿出知福州、闷。 福建山多地

远，外省人多数不愿意来间作官，师孟独毅然就道⑩。福 州曾有子

城，建筑坚固，但宋朝初年已垦毁。前任郡守章峡已提出扩建子城以

御寇患的计划，后以耗资犬而作罢3 师孟到福州不久，就准备修复。

他对转运使说 (1我只要二十万络钱，便可完成筑城任务。"于是，

二年四月开始动工，除修建原有的城墙外， 并扩建了西南隅，城周九

百五十丈，还建了九座城楼，费钱少而完工速@。又以余力疏淡河

埠，修建桥梁，总共才花半年的时间。以往福清县香岩寺僧与洋屿人

民争讼，久不解决。 师孟上奏朝廷后颁令:凡是沿海泥淤地方，不限

寺观形势，应准许人民筑埠为田，纳两税。 从而结束了这宗讼案@。

三年，福州l庙学火灾，经师孟同意，郡人韩昌国、刘康夫自筹经费修

建@: 师孟还决定在庙学内添建厅舍，以居教授。州学教授有厅，就

是从这时开始的⑩。 师孟还采取一些有利民生和文教的措施，如罢用

铁钱、胶救灾荒、礼聘贤才、振兴教育等。福州父老赞扬说:历任福

州大守中，谢泌以惠爱著名，蔡襄以严肃见称，程公可谓两者兼

备@。

师孟在公事之余，喜欢游览名胜。他登临福州乌石山，赞美说:

"山在江海之上，可比道家所说的方丈、 i赢川、'1 0 "于是在山上建道山

亭⑩。 后来，并由曾巩写了《道山亭记》。他游闽山保福寺，题诗岩

上，僧人为镜"光禄吟台"四字于石。。他还重修了怀安庄严寺⑩;

对其它名胜，也多有题咏。他在福州的政绩，当时有"最东南" @之

誉。熙宁三年( 1070年)六月，师孟改知广州。福州人民为他建生祠

于乌石山千福寺，并在祠旁立石碑，镑刻他的诗作@，以为纪念。

师孟在广州六年，曾筑西城，以防御交趾。后交趾攻陷邑、管两

州，听说广州有防备，就不敢东进@。 朝廷认为师孟有功，以他为给

事中、集贤殿修撰、都水监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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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奉命祝贺辽国主生辰，至琢川、I (今河北琢县人辽人安排座

位:迎接的人正南向， 琢州官西向，而宋使者则东向。师孟说 11这

是轻视我们。"不肯人，宠 。 自下午争至傍晚，最后辽人只得将宋使与

迎接的人改为东西向。第二天 i家3'N 官又在城外钱别，师孟不予理

睬，骑马快奔而过。 宋朝廷认为他有罪，罢掉他的官职@。 以后又起

用他，知越州、青州，他以年老辞官归居。元拾元年( 1086年) ，加

光禄大夫。 卒年七十八@。

师孟历官大郡，为政简严，执法公正，凡是豪强!犯法的一律严

治，下属不敢作恶@。 曾在福州当过四十年杳吏的夏伴说，他见过知

州多人， 多受下属蒙蔽，只有两人例外，程师孟便是其中之一@。 书

法家米带说 11程师孟以文学登科，以政绩升迁，以言语折服敌人，

以恬遐告老。 " @由于程师孟到处为官都有政绩， 洪、广、越等州也

给他建了生祠@。

师孟喜欢作诗，诗学白居易，而尤简明。他性喜素食，至老不改

吴语。 著有《奏稿》一卷、 《广平奏议》十五卷、《诗集》二十卷、

《长乐集》 一卷、 《续会和才交英录》二十卷，但都已失传@。

注z

①南宋龚明之《中吴纪问·执费诗》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

②南宋龚明之 《 中吴纪问· 程光禄》 。

③④⑤③⑩@@@@(<宋史·程师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⑤⑦⑩@明王若《姑苏志·人物七》台湾四库全书本。

@@(<三山志·秩官三 · 那守》台湾四库全书本。

@⑩曾巩《道山亭记 》陶务印书馆本《曾南丰集》。

@((三山志·地理四·子城》台湾四库全书本。

@@民国《福建通志·名宦传·宋》福建修志局本。

@<<三山志·公靡二·庙学》台湾四库全书本。

⑩《三山志·公靡一·教授厅》 台湾四库全书本。

@<<三山志·地理四·罗夹城坊巷》台湾四库全书本。

〈林家钟)

9 



⑩《三山志·寺观一·佛寺》台湾四库全书本。

@宋洪迈《夷坚志·甲志六·猎吏为奸》中华书局本。

@宋范成大《吴郡志·人物》台湾四库全书本。

@光绪《苏州府志.z:文一》台湾明文书局本。

陈襄

( 1017-1080 ) 

陈襄，字述古，福建侯官古灵乡〈今属问侯〉人①。父象， 台州

(今浙江临海〉黄岩县尉。陈襄生于宋夭禧元年( 1017年〉三月。幼

时拜老儒为师②，每写文章，老儒多自感不及③。十八岁， 父死④，

他独立生活，往县中就学，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为友。当时一般读

书人因应付科举，都专心词章，而不重视儒学，独他们四人坚持提倡

道学于福 )~I'I ，被人们称为"海滨四先生"⑤。他们与孙饶、胡爱、 周

敦颐等，开了宋朝理学之始。

庆历二年( 1042年〉进士及第⑥，为浦城县主簿，代理县令。这

个县豪门犬族，过去请托公事，多抉制官府，历任县令都无奈之何。

陈裹上任，决心改变这种恶习 c 每当审案时，必命几个吏人，环立公

案前，使请托者无法进言。一次，某家失盗，抓到嫌疑犯数人，都不

肯招认。陈襄对他们说 tt某庙神钟极灵，能识别盗贼。为盗者摸之

则发声;否则，则不响。"他叫人暗里以墨涂钟，外面围以布慢。然

后派人押嫌疑犯前往逐个摸钟。出来一看，只有一人手上不黑。陈襄

严加审问，此人果然是盗贼⑦。部使安积至境，陈襄提出便民十事，

积马上实行七件，以后又实行三件。陈襄劝县中富人，出资建筑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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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雄，他亲临为诸生讲课，各地来求学者数百人，影响很大。后调

任台州仙居令，县中文盲甚 多，陈襄作《劝学》一文，于元旦日，当

众宣读，劝使年青人就学 ， 效果很好。离任目，老幼这道欢送③。

皇秸三年( 1051年〉陈襄入京，任秘书省著作郎。不久，外任孟

州〈今河南孟县)河阳令。那时富粥知孟州，钦佩陈襄的才干，二人

相处甚好⑨。当地人不懂得种水田，陈襄就割田二百亩为模范田， 教

百姓学种稻⑩。以后梗稻大收成，得到很好效益@。至和元年( 1054 

年〉陈裹又调进京，任秘书悉，后又外放为彭州〈今四川彭县〉漾阳

令@。及至富那当上宰相，就大力引荐陈襄。嘉拾二年( 1057年) , 

陈襄受任为秘阁校理、判尚书祠部事⑩。

六年( 1061年) ，升知常州⑩。州南滨太湖〈震泽) ，有高渠横

截湖中，田园得不到灌溉，影响苏、常二州的农业生产。陈襄测量水

渠长度和民田面积， 发动民众开渠引水，使二百里土地受益。。

治平元年( 1064年) ，改任开封府推官。三年，入为盐铁判官。

四年，神宗立，陈襄奉命出使辽国⑩。辽国设小座招待陈裹， 陈襄以

礼争，不就座，辽人反而通过地方政府上奏朝廷，陈襄因而出知明州

〈今浙江宁波市)@。

熙宁元年( 1068年) ，陈襄回福州省墓，与郡守程师孟游越山、

异山、乌山宿猿洞等名胜，并留下诗句。二年回京，任尚书刑部郎

中，修起居注，知谏院 ， 管勾国子监事，改侍御史知杂事@。这时王

安石执政，陈襄曾五次上疏p 论"青苗法"之害;并请罢黯王安石、

吕惠州l二人以谢天下⑩，神宗不从。但神宗器重陈襄文才，召试知制

言告。陈襄因言不见听，辞不应试，请求外放。王安石欲外任陈襄为陕

西转运使， 神宗不欲其去，留修起居注:陈襄又辞，神宗手诏挽留，

陈襄才就职。第二年，任知制挂。王安石企图将陈襄外放，神宗还是

不许。 不久，陈襄入直学士院，更为王安石所忌，于是，摘其书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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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句的小毛病，四年，出知陈州 〈今河南淮阳县) @。 陈裹上任，把

范仲淹打算修建的学舍修建好， 在那里跟诸生讲 《中庸)) @。次年，

移知杭州， 修复唐代李泌六井。七年，再知陈州@p 修八字沟 ， 以排

泄城中霖雨水潦的祸害@。

九年( 1076年) ，王安石罢相，陈襄又被召入京， 为枢密院直学

士， 知逼进银台司，提举进奏院。 以后又兼侍读，提举司天监。 元丰

二年( 1079年) ，兼管尚书都省事，充慈圣光宪皇后山陵 ;若簿 使@。

在经先时，由于神宗的信任，曾举荐司马光、韩维、吕 公;若、苏颂、

范纯仁、苏轼、曾巩、程颖、张载、苏辙、郑侠等三十二人， 多是有

为之士@。 元丰三年三月十一日陈襄病卒，年六十四e 赔给事中，谧

忠文， 学者尊称他"古灵先生"。其著作有《古灵集》二十五卷传

世;又有《易讲义》、《中庸讲义》等。枢葬常州宜兴县安定乡@。

注s

① 《 三山志·公廓·庙学》。

②@@)⑩⑧@@宋孙觉 《古灵先生墓志 》 。

③⑧⑨@@宋叶祖洽 《 古灵先生行状 》 。

④宋刘彝 《 古灵先生祠堂记》。

⑤⑦@@@ << 宋史·陈襄传 》 。

@([þ⑩⑧②宋陈哗 《 陈襄年谱儿

⑩《古灵集》卷三。

@道光 《 福建通志·陈襄传》。

@清蒋垣 《 八闽理学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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