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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连江县位于福建东部沿海，东临台湾海峡，西傍省会福州，南扼

闽江出口，北控闽浙通衢，为省垣门户，战略要地。县境襟江抱海，

拥野负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海岸曲折绵

长，滩涂海域广阔，港湾岛礁众多，山海资源富饶。

连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物华天宝o 5000年前先

民就在此沃土开拓繁衍。自西晋建县迄今1700多年，孕育着大批文

化精英，创造出许多光辉业绩。近代以来屡遭外敌侵掠，富有革命传

统的连江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谱写下无数壮丽诗篇。辛亥革

命举义旗，九位英烈魂断黄花岗；土地革命为闽东苏区策源地之一，

成千儿女为革命献身；抗日战争时期县境两度沦丧，7000健儿奔赴

疆场，为中华民族作出巨大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彻底翻身，英

姿焕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在困难曲折

中前进，百废俱兴，各业并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有史

以来最旺盛的发展时期，地理区位、山海资源等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成为福建重要渔区、侨区、旅游区，成为中外商人企业家的投资热

土，成为和平统一祖国的重要阵地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吾等欣逢盛世来连履职，深感斯地山川秀丽，民情淳朴，且被连

江光辉历史和英雄业绩所鼓舞，酷爱之情，与日俱增。编史修志是中

华民族之优良传统，亦是昌明盛世之标志。回溯史迹，昭示当世，教

益万方，传扬百代，诚为千秋大业。连邑编修志乘肇始于宋，历代不

辍，然成书留藏至今者寥寥无几。最后一部为民国22年(i933年)



成书，但史实仅载民国以前，迄今相隔将近一个世纪。因此，1984

年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新修县志决定，并当即成立机构，延聘人

员，经历届领导常抓不懈，有关部门重视支持，方志专家热心指导，

编修人员艰辛耕耘，广征博采，筛选优化，严谨考证，去伪存真，呕

心沥血，精心编纂，数易其稿，历十余载，终而付梓，诚可喜可贺。

借此谨向有关单位、全体修志人员和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

高的敬意!

新编县志纵贯千余载，横跨百余业，洋洋200余万字，确是一项

浩繁的文化工程，是连江有史以来一部最完整、最丰富的地情大全，

是连江县两个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诚望此志能成为了解连江的最佳

窗口，使外界洞察连江，让连江面向世界，走向未来。更希望全县人

民从中领悟沧桑之巨变，感知历史兴衰得失之规律，知古鉴今，继往

开来，激励人们为振兴连江而奋斗。吾等为官一地，当造福一方，愿

与60万连江人民戮力同心，开拓奋进，谱写更加壮丽辉煌的新篇章。

是以为序，希共勉之。

中共连江县委书记俞风云

连江县人民政府县长王玲

2000年6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力求全面、系统地

反映连江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着力记载连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

二、本志记述范围为连江县管辖地域，马祖列岛历来隶属连江

县，东引岛于民国35年(1946年)后亦划属连江县辖。本志有关地

理、建置、文物、人口等方面及民国时期有关事项，均包括两岛在

内。新中国成立后，鉴于两岛尚在台湾当局军事占领之下，不少统计

数据口径不一，故暂不入志，待祖国统一后再行补充。

三、本志上限一般肇于建置之始，即晋太康三年(282年)，各

分篇则因事而异，尽量上溯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0年。照

片、大事记、概述、建置、经济综述、人物和一些重大事项延伸至

1995年。

四、本志采用图、照、序、述、记、志、表、录等体裁，以志为

主体，分设40篇，按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顺序排列。

各分篇一般设章、节、目三个层次。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按时序纵述大事、

要事、新事。

六、人物立传主要看对社会贡献和影响，以本籍为主，兼收客

籍；以正面人物为主，兼收反面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对

在世贡献大的人物，则采用以事系人，在有关篇章中记述。人物表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录历代进士、革命烈士、受省级以上表彰先进人物和相当副教授以上

高级职称人员和副处级以上行政职务人员及港台同胞、海外侨胞的知

名人士。

七、历史纪年，民国以前书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省去“公

元”两字；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书民国年号，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

公元纪年，其后从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本志

所称“新中国成立前后”，特指1949年10月1日前后，“连江解放前

后"，特指1949年8月16目前后。

八、本志采用第三人称记述。各历史时期的政治机构、官职等，

均以当时历史名称，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地名依历史称呼，并括注

现行标准地名。所有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全称，使用简称首次加

括注。涉及外国名称，均使用新华通讯社发表的译名。

九、本志数字写法，按1987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执行。凡列入国家统计范围的数字，使用统计部门的数

字，统计部门缺的，采用有关单位调查核实的数字。

十、计量单位名称、符号，按照国务院1984年2月公布的《关

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

位照实记载，有确定换算值的括注今值。新中国成立到1955年3月

1日以前的旧版人民币，一律折成新版人民币记述。

十一、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除引用古文外，一律以

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等单位1986年10月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

和1990年3月修订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力戒文言文和白

话文相杂。

十二、本志资料来自历史档案、旧县志、各部门志、有关书籍、

报刊及社会调查、座谈会等口碑资料，经考证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

处。特定事物或尚属存疑的采用夹注和页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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