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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福州市政府志》单行本，在编纂者和有关部门、有关专家的共

同努力下，历经五个寒暑，终于付梓印行了。这是福州市一件可喜可

贺的大事o‘

盛世修志，是中国的历史传统。福州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自西晋

置晋安郡以来，始终是郡治、州治、府治的所在，并且五度作为都

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福州成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

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

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全面、系统、客观地记录这种沧桑巨变，可以

资政于当代，可以存史于未来。《福州市政府志》继承和发扬了我国

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立足当代，上溯千年，勾画了福州地方政府演变的历

史脉络，着重描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20多年来福州行政管理体系的发展轨迹。这部志书有创新、有发展，

虽然尚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是自清乾隆《福州府志》修撰200

余年之后一部最系统的政府志书。它为了解福州、认识福州提供了大

量翔实的资料，是研究和制定福州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也是开展爱

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西哲有言：读史可以使人明智。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

入世界发展主流之际，进一步弄清福州从何处来，才能更好地在复杂

多变的形势下确定福州朝何处去。在《福州市政府志》即将发行的

时刻，我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学好志书，用好志书，用志书教育人

民、引导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使之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自己

的祖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从志书、从福州的发展史中吸取教益，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努力将福州建设得更加美好!

中共福州市委副书记
练知轩

福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二O O二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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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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系统地

记述福州境内的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坚持立足当代，贯穿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不

限，尽可能追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截至200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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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全书除图

照、概述、大事记外，分4大篇、1 1章、81节。概述统领全局，反

映全貌，以夹叙夹议记述；大事记纵述福州历史发展进程，用编年体

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志的篇目设置，以科学分类为原则，横排门

类，纵写史实。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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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17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书写。书中

“解放前(后)”是以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之日为界。

六、志书中“X X年代”专指“20世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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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自汉初建城以来，已有近2200年历史。福州濒I临东海，与台湾一水之隔，位居亚

太经济圈中国东南黄金海岸，自古以来，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

的战略地位。历史上，福州曾先后成为王都、国都、京都。福州因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史有

“左海”之称；这里山川秀丽，文化昌盛，英才辈出，有“海滨邹鲁”之美誉；由于临海优

势和优越的经济条件，使福州从汉代起即有海外贸易，宋代成为全国造船中心和沿海贸易港

口。千百年来，福州港是中国与东洋、南洋等地交往和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口，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门户；马尾港又是国防上的重要军港，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祥地。福州又

是著名的侨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4年福州被列

为全国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使经济蓬蓬勃勃迅速发展。1990年成为全国35

个国内生产总值超“百亿元”的城市，1992年城市综合实力跃人中国城市“50强”和城市

投资硬环境“40优”的行列。1993—1999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8—9％速度增长，

经济运行健康、有序，稳定、持续发展。2000年起实施“东扩南移”的发展战略，福州建

设与国际接轨的全省商贸金融中心、科技信息中心和海峡两岸经济贸易交流中心的现代化港

口城市已具雏形。被誉为“中国东南沿海一颗闪烁光芒冉冉升起的新星”。

福地宝城资源富饶

福州位于东经118。08’一120031 7，北纬25015’一26。39’，地处闽中鹫峰山脉南段，戴云

山脉北段东侧，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倚山面海，闽江横贯，市区处于闽江下游冲积海积

平原盆地的盆心中。福州濒临东海，介于长江口与珠江口的中心位置，其战略地位十分重

要；且腹地辽阔，西邻三明地区，北接宁德地区，南连莆田市，富有山海之利，气候良好，

雨量充沛，具有经济高速发展的优越条件，是名副其实的福地宝城。

襟江带海。地势优越。福州全市海岸线长达1137公里，占全省三分之一。港湾岛屿星

罗棋布，著名的有罗源湾、马尾港、平潭澳、黄岐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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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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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养殖基地之一，养殖种类繁多，有不少是珍稀品种，如石斑鱼、红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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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动力资源开发前景广阔。沿海岛屿常年平均风速每秒6—8米。平潭县被定为全国

风力发电试验区，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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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并网发电。沿海潮差大，潮汐资源居全国前列，已被国家定为

重点开发潮汐能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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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县已建成装机容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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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温和。条件良好。福州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全年无霜期326天，年均日照

1700—1980小时，年总积温5500—7300℃，年平均气温为16—20℃。年平均降水量900—

2100毫米，年平均雨日130—170日；年相对湿度77％。6—9月为台风季节，最大风力可

达12级。由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市耕地面积

282．56万亩，山地总面积1080余万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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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的自然条件。

福州市区的内河由天然与人工结合而成。自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置晋安郡，首任

太守严高建子城后，历代扩城都挖有护城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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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冲刷，既便于交通，又利于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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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全市有林地面积989．67万亩，其中用材林813．15万亩，经济

林94．15万亩，竹林82．37万亩；灌木林53．36万亩。山地森林覆盖率为5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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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00年，随着建设

用地逐年增加，林地面积减至634万亩，活立木积蓄量1719．32万立方米，山地森林覆盖率

达45％左右。

矿产丰富。独具特色。福州已探明的非金属矿藏近40处，有叶蜡石、明矾石、硅砂、

花岗石石料、高岭土、砖瓦粘土等，不仅储量多，而且品位高、分布广、埋藏浅，有很高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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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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矿，有福

清顶宅、下溪底的银矿，为全省最大银矿。境内寿山石，从南朝开始就用于工艺雕刻，其石

质最佳首推寿山田黄石，温润通灵，宜于篆雕，价超黄金，视同瑰宝，人称“石中之王”。

福州是全国三大温泉区之一。现全市已发现的地热点34处，特别是城区温泉带，其特

点是：泉脉广、温度高、水质好、流量大、埋藏浅，且分布在市区中心，为世之罕见。宋代

名相李纲诗日：“玉池金屋浴兰芳，千古华清第一汤；何似此泉浇病叟，不妨更入荔枝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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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便捷，风景秀丽。福州已建成的公路可直达省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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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山清水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俱胜。元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赞誉

它是美丽的都市。以福州为中心，南连闽南“金三角”游览区，北邻太姥山胜地，西接武

夷山风景区，是一条风光旖旎的南国风景线。市区景色兼山海之胜，名山古塔有鼓山、旗

山、石竹山、罗星塔、瑞云塔、金山寺塔等；名寺古刹有西禅寺、涌泉寺、华林寺、开元

寺、法海寺、雪峰崇圣寺、林阳寺、崇福寺等；名祠陵墓有闽王祠、戚公祠、林则徐祠堂、

昭忠祠、闽王墓、李纲墓、张经墓、林祥谦烈士陵园、林森藏骨塔等；名岩古碑有喝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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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胜古迹有林浦宋帝行

宫、郑和史迹陈列馆、中法马江海战遗址等；名人故居有林则徐、严复、陈宝琛、林觉民、

林纾、萨镇冰、陈绍宽、谢冰心、邓拓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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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城内于山、

乌石山、屏山三山鼎峙，乌塔、白塔双辉映，公园绿地如茵，现代宾馆、高楼大厦鳞次栉

比。宋代诗人陈轩有诗赞日：“城里三山古越都，楼台相望跨蓬壶；有时细雨凝烟罩，便是

天然水墨图。”如今佳景有过之而无不及。

闽都春秋历史悠久

福州历史悠久，是中国东南部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

考古发掘证明，距今5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福州地区就有原始氏族部落

在此繁衍生息，从事渔猎等生产活动。“闽人”就是当时的土著居民。距今约4000年前，

夏朝时期(约公元前21—16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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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纳入周王朝版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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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楚威王击败杀死，越国瓦解，王族南奔，部分越人人

闽，他们带来吴越和中原文化，与闽族融为一体，称闽越族。至无诸时，终于统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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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自主为闽越王。

无诸建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兵南下进军福

建。翌年，秦始皇废闽越王无诸为君长，设闽中郡，辖地范围包括今福建全省及浙江南部、

广东部份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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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亡汉立，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汉复封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

冶”，福州成为闽越国的都城。

无诸颇有雄才大略。他重建闽越国后，与汉王朝保持着和睦的关系。同时注意休养生

息，发展经济，积极吸取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使闽越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因而

国势日渐强盛，成为中国东南部一支强大的力量。

无诸逝世后，其子郢和余善，举兵侵凌邻国。因此，汉与闽越矛盾不断升级。汉曾先后

两次派兵讨伐，郢和余善都因闽越内部兵变，先后被杀，终至闽越国灭亡。汉武帝认为闽越

边远，闽越人不驯，遂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迁闽越人于江准间。西汉昭帝始元二

年(公元前85年)，闽越地区逃亡山林的遗民复出，重建家园，汉廷立为冶县以治之(县

治在今鼓楼区)，属会稽郡管辖。东汉建武二年(26年)，汉廷在福建地区设立边防军指挥

机构“侯官都尉”，驻地在今福州。建初八年(83年)，东部都尉治所迁往浙南，留下“侯

官”驻镇冶县，冶县遂有东侯官之名。东汉建安元年(196年)，冶县改称侯官，县治在今

福州，管辖今福建省全境。

三国鼎立时，吴国曾五次对福建用兵，攻占了东冶(今福州)，福州遂属吴国势力范

围。在东冶置典船校尉，徙谪徒在此造船，因此福州成为吴国重要的造船基地和水师基地。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动荡，大批中原汉人人闽避乱，促进了福州经济、社会和文化的

发展。

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立晋安郡，福州为晋安郡的郡城。南朝、隋唐时，福州曾

作为丰州、泉卅I、闽卅l、建州的州城。唐开元十三年(725年)，改设福卅l都督府，从此，

福州就定了名。

闽王开疆。唐乾符五年(878年)，黄巢农民起义军进入福建；次年3月攻占福州，封

建统治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唐光启元年(885年)，继黄巢之后，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三

兄弟，随王绪农民起义军自中原渡江南下，进入福建，翌年攻下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委王

潮为泉州刺史。王潮派其弟王审知经过一年三个月的苦战，于唐景福二年(893年)五月二

十一日攻克福州城。唐昭宗任命王潮为福建观察使，王潮委其弟王审知为副使。乾宁三年

(896年)，唐朝廷升福建为威武军，授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乾宁四年(897年)王潮卒，

王审知继任。光化元年，朝廷授王审知为威武军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封为琅

琊王。唐亡，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加封王审知中书令，晋闽王，升福州为大都督

府。这时福州便成为闽国的国都。王审知采取保境安民政策，兴修水利，凿湖拓城，重视安

置中原流入避乱的移民，选用贤能，兴文重教，减税撤卡，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他的治闽业

绩，成为福州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篇章。然而，自同光三年(925年)王审知逝世后，继承

者一个比一个昏庸残暴，福州便成了南唐、吴越争夺的对象，对峙局面延续了26年，直至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福州才纳入宋朝版图。

宋明鼎盛。北宋政权在福州确立后，经过短时间的整顿，于至道三年设立福建路，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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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二军，福州便是福建的政治中心。宋仁宗时，福州已与大名、江宁、苏州、杭州并列。南

宋绍兴之后，金兵猖獗，中原涂炭，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福州被视若“武

陵桃源”，避乱者渐次迁来，典章人物，极盛一时。朱熹曾指出当时概况：“靖康之乱，中

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南宋末，益王赵昱登基于福州，称端宗，改元景炎，升福

州为福安府，作为行都。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福建行中书省于泉州，三年后迁返福

州。明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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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与东南亚各国贸易来往频繁，促进了经

济繁荣。明末，清兵入关，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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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几十年沿海人民反清斗争十分激烈，

福州陷于动乱兵燹之中，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才逐渐恢复安定。

百年求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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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绪十年(1884年)8月，爆发震惊中外的中法马江海战，福州人民同仇敌忾，前仆后

继，不畏强敌，英勇地抗击侵略者，与现代化的法国舰队展开殊死搏斗，谱写了一篇气壮山

河的英雄史诗。

武昌起义后，不久福州光复。清宣统三年(1911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闽

都督府成立，此后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国15年(1926年)底北伐军攻克福州，开始进

入民国政府统治时期。民国22年(1933年)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反蒋抗日力量在福州

发动“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但不久失败。抗日战争时期，福州两度

沦陷。日本侵略军焚毁民房，滥杀无辜，开设烟馆，奸淫抢掠，对古城文明造成极大的破

坏。民国34年(1945年)5月，日本侵略军败退，福建省政府从永安迁回福州；民国35年

(1946年)10月，福州正式设市。民国38年(1949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

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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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丰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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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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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楹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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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的岩石造像、贴金铁佛及大批古塔、古石桥、古寺、古墓葬等建筑，均具

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福州城内有大批的官宅府第、名人雅士的园林庭

院；不少地方至今保留着代表古代建筑精华的明清民居。三坊七巷则是著名的传统街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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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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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特色。每个院落由花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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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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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荟萃英才辈出

自秦汉以来，由于多次出现北乱南安的局面，大量中原汉人南迁人闽，原住居福州的闽

越族接纳、吸收和融汇了中原文化，已成为华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著名的有东晋

永嘉年间的八姓(林、黄、陈、郑、詹、邱、何、胡)衣冠南渡，唐末河南中州“三十四

姓”从王(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宋、明二度在福州建“行都”，都引发了中原汉人的

移民浪潮。这些对促进福州经济文化的繁荣和社会发展，都起到积极的作用。据统计，至

2000年底福州全市总人口为589．23万人，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只有5．86万人，

约占总人口的1．09％，包括满、壮、苗、蒙古、布依、土家、藏、彝、朝鲜、侗、瑶、高

山族等38个少数民族，并有580名中国籍外国人。畲族、回族和满族居住福州历史较早。

福州畲族传说是上古盘瓠子孙，唐以后从闽南辗转移到福州。福州回族，经元明清三代陆续

迁人发展而成。姓氏中的蒲姓是阿拉伯商人后裔，田、时、贤等姓是从甘肃陇西、伏羌迁

来，马、兰、常等姓是从江南一带移来。满族聚居福州始于清朝，大部份已与汉族融为一

体。较典型的有长乐琴江村，仍遗留清时建筑，几百间木质结构的房屋，形成“八卦阵”

似的兵营格局，是福建省唯一的“旗人村”。福州水上居民即蛋民，由于同化于汉族，现已

不列为少数民族。历史上，他们深受歧视和压迫，世代生活于船上。1950年后，人民政府

划拨土地帮助其定居陆上，世代随处栖泊的生活已成历史陈迹。民国34—38年(1945—

1949年)，全市去台湾人数达3万多人。2000年在台湾有60多万福州乡亲，27个福州同乡

会。在福州居住的台属达12万人，还有台湾省籍同胞1300多人。

文风兴盛。早在三国和两晋、南朝时期，先后就有几位名流，如严高、陶夔、虞愿、范

缜、江淹等在福州任职，传播推广中原文化。唐开元间(713～741年)，设立丽正书院、集

贤书院，传授经典，并在城西设置庙学，收授学员。大历、元和年间(767—820年)，出现

了名臣李椅、常衮、翁承赞，儒者黄璞、黄滔和诗人周朴等。唐大历七年(772年)，李椅

任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兼福州刺史时，提倡教化甚力；建中元年(780年)，常衮任福建

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兼福州刺史时，大兴文教，兴设学塾，广招学员入学，并亲自指导诸生作

文章，参与诸生们的活动。于是福州学风大振，学者辈出。韩愈曾称赞“闽越有长才，秀

民通文书，与上国齿”，认为福州的文化水准可与京都长安相媲美。五代时期，后梁开平元

年(907年)，开发福建、定都福州的闽王王审知罗致人才，大力推行教化。在福州设立

“招贤院”，招徕人闽避乱的文人学士，或著书立说，或教授闽中子弟；又建立四门学(学

府)，广设庠序(学堂)，并大力保护因中原战乱流人闽地的大量文物古籍。一时中原文人

韩俚、罗隐、崔道融、李殉等陆续南迁，闽中文风益炽。宋代，福州文化有了长足发展，陈

襄、陈烈、周希孟、郑穆等“海滨四先生”讲学于闽中，与周敦颐等人“开宋朝理学之

始”，并且出现中国较早的藏书楼——巢经楼。在此前后，极负盛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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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英雄李纲、文天祥，著名诗人陆游、辛弃疾，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著名理学家朱熹、黄

棘，书法家蔡襄，名臣程师孟、黄龟年、赵汝愚、梁克家，学者杨时、真德秀等曾在福州生

活和任职。爱国词人张元干、诗人萧德藻和白玉蟾、古音乐理论家陈吻、气节坚贞的画家郑

思肖等都生在福州地区。他们都为开创福州文化繁荣的新局面作出贡献。

英才辈出。南宋诗人吕祖谦有诗日：“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袍旧弟兄；最忆市桥灯

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南宋乾道年间(1165—1 173年)，永福(今永泰)学子七年三科

连魁，一县三状元；嘉定元年(1208年)，福州“一榜三鼎甲”。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

有的事。明、清时期，福州这片文化沃土又涌现出诗人林鸿等“闽中十才子”，经史学家林

瀚、陈寿祺，音韵家陈第，著名学者曹学俭、郭柏苍，著作家谢肇涮、陈梦雷，诗人郑善

夫、徐趣、徐坳二兄弟，医学家陈念祖，文学家梁章钜、陈衍，以及抗倭名将张经，名相叶

向高等名人，翘楚一代，各领风骚。鼓楼黄巷郭介三“五子登科”；闽县林瀚一家“七科八

进士，三代五尚书”，陈宝琛“六子科甲”，皆使“海滨邹鲁”名邦生色。清同治、光绪年

间，陈衍等倡导的近代学古诗，被称为同光体。清代中叶以后，闽中诗坛多作诗钟(嵌字

两句诗，亦称折枝诗)，福州尤盛，被称为“诗钟国”。创办于同治五年(1866年)的福建

船政学堂，是清代第一所水师学堂，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学校。它一反科举陈规，采用

西方教育方式，接受世界先进科技成果，并派出船政学员留学英、法，使中国第一代科技人

才脱颖而出。它造就数以百计的海军界、科技界领先人物，其中福州籍的就有近代启蒙思想

家严复，海军名将林泰曾、刘步蟾、叶祖硅。民国以来，海军总长和总司令有黄仲瑛、刘冠

雄、萨镇冰、杨树庄、林葆怿、李鼎新、杜锡硅、林建章、饶怀文、兰建枢、陈绍宽等多

人。到了现代，更是人才辈出，福州已成为文学家、军事家和科学家的摇篮。中国现代文坛

三位杰出的女作家：冰心、庐隐、林徽因均是福州人。冰心和庐隐作为新文化第一代中国女

作家出现于“五四”时期新文坛， “新月诗派”诗人林徽因文理兼通，被誉为“一代才

女”。林纾、林白水、高梦旦、郑振铎、胡也频、邓拓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步文坛，各擅其

长。史学家李俨、洪煨莲、郑天挺、邵循正、傅家麟，语言学家高名凯、科普作家高士其等

也都有相当影响。知名的科学家灿若繁星，有天文学家高鲁、张钰哲、陈遵妫、王绶瑁、陈

彪，数学家陈景润，化学家侯德榜、虞宏正、傅鹰、田昭武、陈茹玉，物理学家萨本栋，物

理冶金学家郭可信，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曾融生，空气动力学家沈元、林同骥，寄生虫学

家唐仲璋、陈心陶，微生物学家吴宪、邓叔群，气象学家高由禧，原子核医学家王世真，鸟

类学家郑作新，昆虫学家刘崇乐、赵修复，水利和海岸工程专家严恺，还有科技战线上的铁

人陈篪、航天工程技术专家梁守集、预应力混凝土专家林同炎等杰出人才。至2000年，国

家对近现代中国杰出专家学者所作的统计中，福州人有53人之多，高居全国首位，其中历

次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的人数亦居全国同等城市第一。

同时，维护民族尊严的英雄和仁人志士不可胜数。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6月，左

海伟人林则徐作为清朝的钦差大臣被派往两广禁烟。虎门销烟一举，威震世界，使中国人扬

眉吐气。光绪十年(1884年)8月中法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和两岸兵民奋起抗击法国侵略

者，前仆后继，宁死不屈，虽阵亡700余人，仍重创敌酋孤拔，粉碎了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振威”号管驾许寿山、“福星”号管带陈英、“建胜”号管带林森林、“福胜”号管带叶琛

和游击吕翰等牺牲尤为壮烈。光绪二十年(1894年)8日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福州籍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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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刘步蟾、杨用霖、黄乃模、林永升、黄建勋等指挥若定，和水师官兵喋血奋

敌，泣鬼神，惊天地，为国捐躯。在中国民主革命历程中，福州的许多仁人志士

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致力于维新变法运动，反对清廷割让辽东、台

湾、澎湖列岛给日本，成为。公车上书”的活跃分子，被腰斩于北京宣武门南菜市口。广

州起义黄花岗烈士中，福州籍英烈就有23人，他们的碧血黄花与日月同辉。福州籍的工人

运动领袖王荷波、林祥谦、游天祥为革命呕心沥血，他们面对军阀的屠刀，铁骨铮铮，气吞

山河。真是一个名字一座丰碑，千秋传颂，万古流芳。

港城商埠 著名侨乡

东南港口城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早在东汉时期福州就和东洋、南洋有交通

往来。福州港古称东冶港，是中国直达越南的最古老的航路之一，东汉时是交趾七郡(包

括粤、桂、滇及越南等地)朝贡的必经之地。三国时吴建衡元年(269年)，在福州设“典

船校尉”，派人由此远航夷州(今台湾)、宜州(今菲律宾)。唐代，福州的纺织业发达，所

产蕉布、葛布，数量既多，质量又好。在冶炼业方面，已能铸造出一尊重达3万公斤的铜

佛。是时福州户盈罗绮，市列珠玑，里巷稠密，人物骈阗，商贸繁荣，对外贸易十分兴盛。

诗人仓何有诗纪其盛况：“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此时，

福州和泉州都成为国际贸易港。

五代时，王审知在执政的29年中，积极发展海外交通。开辟黄岐半岛的甘棠港，派人

招徕海中蕃客，“尽去繁苛，纵其交易”，使福州、泉州两港的贸易超过杭州和广州。当时，

由甘棠港出发的海船，北至新罗(今朝鲜)，南达南洋群岛，以及印度、三佛齐(今苏门答

腊)等国家。这些国家也都有使者和商舶前来甘棠港。后来，航路延伸到日本、阿拉伯诸

国。福州输出铝、锡、陶瓷、杂色帛等，换来外域的象牙、珍珠、沉香、琥珀等。宋代，在

继承五代闽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福州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成为“百货随潮船入市，万

家沽酒户垂帘”的繁华港口城市。

明代，福州对外贸易更进入鼎盛时期。郑和七次率领巨大舰队出使西洋，从苏州刘家港

出发，屡次都经过福州，在闽江口和长乐太平港停泊，等候冬季朔风，补充给养，招添水

手。然后扬帆出海。每次停泊都有福建货物运往国外，同时也有各国的货物进来。这对促进

福卅l和南洋的交往，繁荣福州地区的工商业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奠定福州在当时全国对外贸

易中的重要地位。明成化十年(1474年)，主管外贸和航海的福建市舶司自泉卅l移来福卅I，

在市内的河口(今南公园)建柔远驿、进贡厂，做为接待外宾和对外贸易的机构。外国船

只可以通过闽江口驶入市内的河口码头。同时，在上王(今仓山临江境)凿港，方便番船

停泊。从此，福州港便替代了泉州港，并成为中国政府与琉球往来的l住一港口。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准许外贸商人成立“公行”，商业行馆普遍设立。雍正七

年(1729年)进一步开放海禁，“西南洋诸口咸来互市”，贸易渐趋繁荣。鸦片战争后，福

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成为大宗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福建内地和浙、赣的茶、

木竹、纸等土特产从这里输出，布匹、呢绒、颜料、五金、洋油、烟草、西药等洋货从这里

转运。西洋的文化、宗教也渐次输入。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城市日益扩大。城南义洲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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