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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志编纂既竟，将付剞劂，驰书命序。余以驽骀下驷奔走四方，乡居日

少，未获先睹全帙，宁敢逮肆雌黄。顾生长是邦，难乎其忘情，又焉得不一进芜

词以抒其胸臆。

按诸所示修志始末，脉络经纬了如指掌，是征从事诸君集思之广，致力之

勤，搜辑之谨，罗列之详，宜乎省内外专家之刮目相看。斯志一出，行见不胫而

，走，手之者有指南之妙，并得稽古之资，便莫大焉。
9

一抑永之人侨居海外者数逾于乡，富更倍蓰。曩余游南洋，恒闻告语： 。无永不

成市。，词虽近夸，实固如是。新几内亚远隔重溟，印尼人且罕至，而荒漠山泽

竟有我邑人之足迹。今日旅游美、加、澳，纽，闻乡音而相顾者数数觏。从知县

志传布苟能普及，于以维系手足之情，使共认同而追远，则天涯若比邻矣，作用

所届，可胜言哉? ·

十九世纪末，法人邵可侣氏著《地球与人类》(日译《地人论》)凡数百万

字，洋洋大观，地理学者成推为世界名著。记其绪论有言： 。历史实时间之地

理，地理即空间之历史。”陈义高深，殊耐寻味。窃谓史地综合，时空互贯，实

方志体用之极则，循邵氏之标的，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能事斯尽。此物

此志，谨以俟诸增修县志之来者!

一九八九年夏日炎炎之时梁披云谨序于濠江貘舍．



序

历经六年多的风风雨雨，经过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一部永春新

志书终于问世了．这一百一十多万字共三十二卷的县志，是古往今来永春历史的

见证，是海内外各方人士辛勤耕耘浇灌出的瑰丽鲜花，是。温故而知新●、陶冶

和启迪乡人的教科书．作为一个已经离开家乡的永春人，我由衷地欣喜．我热烈

祝贺，我诚挚地崇敬那些为《永春县志》的编修出版付出辛劳的人们。

我在永春出生长大，1 960年第一次离开家乡求学，1 969年底回到家乡，此后

下乡当工作队，从事新闻报道和党务工作凡十八年．1 988年8月，我第二次离开

永春来到石狮市。家山的一草一木总关情，家乡人民的音容笑貌总贴心。从峰回

路转的惠格岭到深山老林的鲁光娥，从铺红迭翠的茶果山到绿竹掩映的桃溪水，

从机声隆隆的工厂到书声朗朗的课堂，到处呈现着家乡人民团结奋斗的身影，闪

耀着家乡人民求实奉献的精神。昨天已给家乡留下了开拓进取的史篇!我永远怀

念和敬仰乡亲们，更从家乡人民的身上吸取精神营养、得到激励和鞭策I我无限

崇敬家乡辉煌的历史，更无比期望家乡灿烂的未来。愿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开

拓，奉献，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永远前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大

道上，为永春的繁荣昌盛，文明进步尽心尽力1 ．

刘 成业

1 9 9 0年3月于石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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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8年11月到永春工作的，这时新编《永春县志》已进入总纂阶段，县志办公室给

我送来一部审定稿本，浏览一过，我对永春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初步的认识。我认为一个县

的领导，要搞好本职工作，不仅耍认真研究党的方针政策，而且要深入了解全县的实际情

况’不仅要了解现状，而且要研究历史背景。阅读县志就是了解现状与历史的一条捷径。

永春地处山区，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百分之七十，丘陵起伏，溪流交错，海拔相差较大，

水力资源比较丰富。永春是全省著名的侨乡之一， “无永不成市’’早已在南洋传为佳话。海

外的永春籍人口已超过本县，他们具有热爱家乡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永春发挥既是山区，老区，又是侨区、开放区的优势，走出一条“改

革与建设并重，开发与开放并举”的新路子，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小水电早已名闻全

国，1985年实现了初级农村电气化。永舂芦柑量多质好，1989年的产量已超过3．5万吨，约

占全省柑桔总产量的八分之一，在全国1989年度优质水果评选会上，永春芦柑荣获第一名，

这是三十多年来全县人民在种植业方面辛勤劳动的优异成果，非常值得自豪。此外如煤炭，

茶叶等工农业生产也有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港澳台乡亲关心家乡建设，

在兴办一大批公益事业的同时，投资设厂，+创汇产品不断增多，外向型经济正在起步。新编

《永春县志》中的《茶果志》、．《小水电志》，《华侨志》以及其他有关诸卷，在这些方面

都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述，充分体现了永舂的地方特色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特点，是很值得大家

一读的。 。

’

j 一

编纂地方志是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新编《永春县志》的出版问

世，对于帮助我们了解县情，进行正确决策，提供了翔实的参考资料。如果我们能够从县志

记述的永春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中，从记述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中，引出经验教训．

作为我们工作的借鉴，那么，新编《永春县志》一定能在永客的四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 值兹新编县志出版之际，编委会要我写篇序言，我虽然没有参与全志的编纂工作，但看

到新志的成书，非常高兴，写了一点自己的体会，以与大家共勉。并借此机会，向所有参加

新志编纂工作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

洪 辉煌

1 9 9 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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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据调查，历代编写的地方志书，共有8500多种，计lo万
多卷。这些志书是我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县志是地方志书的一种，它记述一县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的历史和

现状，使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功用，既有利于当前

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

永春，隋初设桃林场，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建县。自宋以后，人文兴盛，曾修过

县志，但在明嘉靖以前纂修的早已敞佚。自明至民国期间纂修八次，现存嘉靖(丙戍)、万

历(丙子)、康熙(甲子)、乾隆(丁丑，丁未)，民国(戍辰)六个版本。这些志书是永

春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永春地处晋江东溪上游，山青水秀，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人民勤劳而富有开拓精神。

早在明末，永春人即到东南亚一带谋生，现在在国外的永春华侨、华人已达60万人，超过本

县现有的人口。他们具有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的传统，对家乡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近、现代的革命史上，永春的革命志士奋斗牺牲，谱写了光辉的

历史篇章。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英雄的永春儿女，为推翻三座大山，抛头颅，洒

热血，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新中国成、、f．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永春人民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主义经济建没获得了新的成就。工农业生产蒸

蒸日上，柑桔产量跃居全省前列，是全省茶叶生产基地县之一，1985年实现了初级农村电气

化，1987年原煤产量已超过100万吨，教育、科学、文化和卫生事业也都获得了新的进展，

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正鼓舞着永春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继续

奋勇前进。

新编《永春县志》在中共永春县委、永春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市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的指导下，县志办公室和各专业志编写人员的忘我工作，数易其稿，历经六年多，现在

成书出版。这部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纂的社会主义新县志，如实地反映了本

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富有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它的出版必将为本县的施政决策

提供科学的依据，在本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此，我代表中共永春县委和永春县人民政府，向参加和指导编写这部新县志的全体同

志、向支持这部新县志出版的侨亲和乡亲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领导和编写人员的水平，疏漏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谨请读者，学者和行家们赐予

教正。

林玉 壁

1 9 9 0年1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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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年代末，．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大力提倡编纂地方志。当

时，永春也成立修志领导机构，积极开展工作，于1962年写出初稿。那时，我是修志领导成

员之一，经过实践．，深深感到地方志书内容浩瀚，作用重大，而纂修志书是一件繁难的工

作。 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编纂新方志工作又重新提出，全国成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组，各省市地县也先后成立地方志编纂机构。本县在1984年4月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并设

立县志办公室，．积极着手编修新的永春县志。县委、县府指定我分管这项工作。

组织一支热心修志事业，具有一定政治思想水平，一定业务知识和写作能力的修志队

伍，是搞好修志工作的首要条件。本县于1984年7月初旬举办修志人员培训班，集中各专业

志的编写人员进行短期业务学习，聘请省地方志编委会的几位同志来县讲课，培训了一批修

志骨干。

发动并组织经委，财贸、农委，党群，宣教、统战备口负责同志参与领导修志工作，是

我们修志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在县编委会的领导下，由各口领导同志负责，选定适宜编写

人员，组织各专业分志编写组。工作方法上抓点带面，推动全县修志工作的迅速开展。

永春的旧县(州)志保存得比较完整，我们编纂的新县志充分利用了这些珍贵的资料。

在编写新志开始的时候，组织县志办公室全体人员，聘请几位中学语文老教师，整理乾隆

(丁丑版)的《永春州志》，分段标点，并略加注释，选取有用资料，载入新志。我们几次

组织编写人员到省图书馆和厦大、福建师大图书馆以及省档案馆，抄摘资料，还下乡调查访

问，查证核实史料，并和县中共党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县科学技术协会以及各有关社团密切

联系，充分协作，搜集第一手资料，做到求实存真，翔实可靠，使新编县志成为科学的资料

汇集，让它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

各专业分志写出初稿以后，都经该部门的主管领导同志审阅，有的还请曾经任过领导的

同志或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并召开评议会，请熟悉该部门情况的同志参加评议，严格地把好

政治关和资料关。这部志书得以修成，是和这些有关领导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在写出初稿之后，1986年10月，省地方志编委会在本县召开《永春县志》部分志稿评议

会，评审了二十二部专业志和部分人物传初稿。我们本着“盛世修志千秋业，群贤评稿一字

师”的衷诚，认真听取了意见，分析了存在问题，对体例篇目的确定，内容资料的补充，语

言文字的运用，都作了认真的研究，进行了细致的修改，这次会议对我们提高志书的质量有

了很大的帮助。

1987年8月，初稿全部完成，进入总纂阶段。县委，县府组织了《永春县志》志稿终审

小组，对全志的思想观点，史实资料，体例篇目、语言文字等方面，加以认真审核。同时分

批送请省、市地方志编委会和语文出版社审阅。县志编辑人员对审阅意见，反复研究，多次

修改，终于在1989年春完成定稿。



编纂这部新县志，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充分体现改革开放以后永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和

尚存的不足之处，反映永春的地方持色，系统地记载永春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永春

的施政和经济建设提供科学的资料，为全县人民提供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的教材。

在修志期间，林士堵、刘成业，洪辉煌三位同志先后担任县委书记，刘孔永代县长，林

玉壁县长，他们对县志的编纂十分重视，先后担任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的同志，有

的具体负责各口的修志工作，组织和指导各专业志的编写。县志办公室的同志除担任一部分

专业志的编写外，还负责各口的联系并处理日常具体事务。在总纂期间参加工作的同志，在

短短一年间完成预期任务。是这么--{tk在职的、离退休的同志，他们同心协力，付出艰辛的

劳动，使这部新志得以完成。对于这些参加县志编写工作的同志，谨表诚挚的谢意。

永春的海外侨亲，港，澳、台胞和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对家乡的修志工作深为关怀。我

们聘请了二十位侨亲和乡亲担任编委会的顾问，他们对志书的纂修和印刷经费的筹措，尽力

给予支持。在此，对一切关心和支持编纂永春新志的侨亲和乡亲，表示衷心的感谢。

《永春县志》的编纂工作，历时六年，几经讨论修改，数易其稿，现在终于成书出版。

由于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限制，缺点和错误是一定存在的，谨请读者们给予指正。

苏中亚

1 9 8 9年i 1月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

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有关改革的文件为

依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服务。 ．‘

二，本志内容力求真实地反映本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根据详今略古原则，以近

现代尤其是当代为重点，力求突出本县特色。

’一三、本志记述时限，上限自设置桃林场起，下陋1987年止。有的为追沏发端及沿革，
不受上限限制；个另Ⅱ的为反映改革等情况，则适当延伸下限。

四，本志卷首置《概述》，总叙永春全貌，次以《大事记》，纵述历史以为经。主体按

横排纵写原则，设30个专业分志，记述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再

后为《人物志》，有传，表、录，卷末附本志编修始末。

五、本县是著名的侨乡，是全省茶叶出口三个基地县之一，柑桔产量冠全省，小水电建

设名闻全国，小煤生产是全国21个重点县之一，故除设一般专业分志外，特增设华侨，茶

果，小水电和煤炭四个专志。

六、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

．，七，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并以本县籍为主，选有社会影响的各方面代表人物，以及

个别反面人物立传。 。

八，本志所用资料，凡取自档案，文件，统计年鉴、旧志或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一般

不注明出处，凡引用报刊和有关著作原文的，则注明出处。

，九、凡政府机构和职官等名称，均依当时的历史习惯称呼，不加政治性定语。人物除少

数加记必要的技术职务外，均直书其姓名。

十，历史纪年，清代及以前用朝代，年号、年份，并加注公元纪年(只写阿拉伯数字，

省略“公元’’和“年”字)。民国期问用民国年份，亦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则一律用公元纪年。
一

十一、凡地理名称，均依当时当地历史习惯称呼：《建置志》附有部分古今地名对照
表，故志中的古地名一般不加注现地名。

。

’I

十二，本志所采用的计量单位，均以当时的规定和使用为准。 ．；

十三、本志用规范的语体文。数字写法以出版总署1987年2月试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专用名词均用全称。有些文字较多的常用专有名词，为行文简

练，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加注简称，以后统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统称为“新中

国”，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等等。 一

l。9 8 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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