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历史沿革 

长乐历史悠久，设县始于公元 623年（唐武德六年），长乐（399 年─401 年)十六国后

燕慕容盛年号，有 1380 年的历据史书记载，长乐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夏商时，

属扬州。秦汉时期属闽。春秋和三国时，吴国、东吴在六平吴航头（今吴航镇）造船，因此，

别称吴航。晋朝惠帝时，将扬州部太康分为建安郡和晋安郡，当时长乐分为七乡属晋安郡原

丰县，分别是：瀛洲乡（今营前镇）岱阳乡（今首占镇一带）、晋安东乡（今吴航镇）、北燕

乡（今潭头镇西南）、崇邱乡（今鹤上镇西）、晋平乡（今玉田镇以东以及罗联乡）、古县（今

古槐镇）。隋朝大业间，晋安郡改为建安郡，长乐属闽县。公元 623 年（唐武德六年）由闽

县析立，取《诗经》“宅新邑，宁厥止”之义，县名为“新宁”，县治设敦素里平川（今古

槐），不久改称长乐县。公元 699 年（圣历二年），析出长乐南部的太平、感德、崇德、孝义、

万安、长东、永乐、永福 8 个乡，设置万安县（今福清市）。公元 760 年（上元元年），防御

史董玠因敦素里地形卑湿，将县治移到吴航头。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公元 911 年（后梁乾化

元年），改县名为安昌县；公元 923年（后唐同光元年），复名长乐县；公元 933 年（长兴四

年），王延钧称帝福州，国号大闽，改元龙启，升福州为长乐府，以闽县为长乐县，以长乐

县为侯官县，以侯官县为闽兴县；公元 935 年（清泰二年），闽县、侯官、长乐均复旧名；

公元 941 年（后晋天福六年），改闽县为长乐县，改长乐县为安昌县；天福七年，复为闽县、

长乐县，均属长乐府，此后长乐县名稳定下来。立县至清，长乐为闽州、福州、长乐郡、福

州威武军、福州彰武军、福安府、福州路、福州府等（均为今福州）所辖。 

清 

顺治二年(1645) 

明唐王朱聿键即位福州，改元隆武。长乐在其辖下。 

顺治四年(1647) 

五月，明建国公郑彩率兵克县城，县署毁于兵燹。 

顺治五年(1648) 

正月，明监国鲁王微服至闽县至德里广明寺(在营前马头村)，一宿转闽安镇。 

顺治十年(1653) 

王景熊会同王珽、陈韬诸生应鲁王，率民勇拒清复明。 

顺治十三年(1656) 

冬，文石、梅花遭清兵剿洗，民被擒者十之二，死者十之四，溺水者十之三，生者逃亡。 



 

10 月 26 日，长乐撤县设市庆典活动在体育场隆重举行。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全

国侨联副主席陈彬藩以及省市领导和福州十邑同乡会访问团等海内外来宾 2000 多人参加。

福州市委、市政府和福州军分区等领导分别向长乐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

和市人武部授印、授牌。 

第六章 教育 

唐开成三年(838)，长乐林鶠首中进士。乾符四年(877)创学宫、立孔庙。此后，书院、

社学、精舍、书斋、读馆、私塾、公学、国立学校等名称不一的学校应时而设。宋乾道至元

间(1165～1192)，理学家朱熹流寓长乐，足迹几乎遍及全县，培养了一批名儒硕士。明永乐

间(1403～1424)，邑人进士陈洵仁在六平山东溪精舍讲学，授泮生马铎、李骐、陈全等 10

人。清乾隆十三年(1784)长乐各姓集资在省城东门外建吴航书舍。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废科举、倡新学，长乐登进士榜 817 人。滨海小邑，文武状元齐全，三鼎甲兼备。历朝雁塔

题名者，皆勒名显耀于通衢显要之所。县治有为“联科状元”马铎、李骐，“兄弟文宗”陈

瑞、陈省，“父子解元”林赐、林侨等立的十洋通衢坊；治东和大宏里有马铎状元坊，治前

有陈全榜眼坊，治西有李骐状元坊，还有为明正德陈良珍等九进士立的九德坊，吴航头备列

明代科甲登瀛坊、尽书邑人科第姓名的马江亭海滨邹鲁坊，以及正学、文化、贤路、世科、

聚魁、翰林、尚书等牌坊勒石。 

清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1897)，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开圣经班、识字班，继而办陶

媛女校、格致男校。19 世纪末“维新运动”起，科举废，近代教育渐兴，旧学书院等逐步

演变为初等教育的小学校。辛亥革命后，改称国民学校，国民教育有较大发展。民国元年至

11 年(1912～1922)，历任知事同乡绅等创办 29 所小学；同时职业教育应运而生，最早是办

于塔山的蚕桑学堂和民国 9 年春办的乙种商业学校，以后还有甲种商业学校、妇女职业学校

等，最早的普通中学是民国 11 年开办的私立汉英格致学校和私立汉英陶媛女子学校。民国

12 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又陆续兴办 44 所。民国 25 年福州高级农业学校迁长乐，改称省立

长乐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和时代新要求，从业教师由师范学校毕业

生担任，地方政府有时也举办师资训练班，学校教学内容有所革新。 

抗日战争时期，长乐教育受重创。培青初级中学被迫内迁，与永泰县同仁初级中学合办

“同培联合中学”。日军再度陷境时，回迁长乐的同培联中分校解散，县立初级中学停办，

两校被日军占据，校舍被敌伪破坏殆尽，器具多散失。长乐人民和学界仁人志士奋起抗击敌

伪，实施战时民众教育，发起抗日宣传，创办一批保国民学校。解放战争时期，民生凋敝，

教育举步维艰。长乐进步人士仍耿耿竭诚于教育。林弥钜复办竹田小学，兴建福金小学，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