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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县地方志编纂机构和

《同安县志》编审人员名单

同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成员

1985年4月12日成立的同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郭安民

副主任委员林文读 叶建筑

委 员方布置尹盛东 叶大川 叶健庄添全

林文果张息荣 彭垂桐 蒋才培林勤石

1986年4月22日调整的同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郭安民

副主任委员 刘水在 叶建筑 林文读 叶文簇

委 员 汪璧清 方布置林纯熙 林勤石 林明异

叶大川 张患荣庄添全 彭垂桐 陈天偿

易修竹 尹盛东林文果黄友平 颜立水

洪辉星蒋才培

1992年2月24日调整的同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刘水在 ．

副主任委员 黄鸣洲 郭友民 王剪花 黄 贬

委 员 洪若传 陈笃社 陈珍坞 彭炳华 吴宗泽

郭应元 施传礼徐筑水王环 庄添全

郭永辉王木成颜立水 彭素娟。颜文箭

陈顺水黄奕铁 曾吉成

1994年12月21日调整的同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陈韬

副主任委员黄尚山 洪若传 吕金山 郭友民

委 员 叶朝宗 陈珍坞 彭炳华 陈锦星 林金陀

洪培楼王环庄添全郭永辉王木成

张沧海 彭素娟 颜文箭 陈顺水 黄奕铁

曾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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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安县志

同安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成员
主 任洪辉星(1985．4～1988．12)黄奕铁(1989．6～)

成 员洪辉星(1985--1988) l苏国强I(1986--1994)
林祥志(1986-- ) 黄奕铁(1986-- )

张瑞庆(1990-- ) 苏金若(1991～1995)

蔡永和(1994--1995) 林明桐(1994～ )

黄慧佶(1995-- ) 郭红梅(1998～ )

《同安县志》总编室成员

主 编黄奕铁

副主编 陈金城(特聘)

编 辑林祥志 张瑞庆 林明桐 黄慧佶 黄大张(特聘)

l孙水卯l(特聘) 许兴盛(特聘) 吴斗兴(特聘)

《同安县志》审稿验收组成人员

同安区委、区政府《同安县志》审稿成员

陈 韬 杨金兴 吕金山 许传艺

廖天甲 黄奕铁 陈金城 彭炳华

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同安县志》复审组成员

葛向勇 沈力民 邱艺玲 叶赛梅 李启宇 何志伟 洪卜仁

陈嘉平 彭一万 方明智 陈建盛 沈永贵 杨纪波 芙在庆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同安县志》审定验收组成员

唐天尧 何明才 林 浩 李升荣 陈文忠

《同安县志》照片提供人员

陈一平 吴斗兴 何东方 王从民 焦成启 黄树兰

颜立水 王建民 何金挺 陈跃进 王长江 李志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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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志》
《林业志》

《水产志》

《水电志》

《畜牧志》
《气象志》

《乡镇企业志》

《农机志》

《城乡建设志》

《劳动志》

《矿产资源志》

《粮食志》

《计划经济志》

《物资志》

《金融志》

《盐业志》

《工业志》
《二轻工业志》
《商业志》

《供销合作志》

《交通志》

《邮电志》

《民政志》

各部门志编写人员名单

连文祥

赖青云

洪文英

白金发

王祖佑

刘伟民

张国强

叶雨水

凰傅声

陈拔来

庄恭恒

庄永裕

曾惠卿

李尚训

林友钿

林更生

李重庆

彭火泉

王燕燕

庄国平

庄友中

蔡庆以

林永仁

叶芳幕
叶永煌

施天恩

郑跃煌

陈曼益

王奋搏

郑山桂

柯明松张国强

谢德银吴腾云 陈明哲 杨仲衔

刘贤碰林维明 陈满水颜志宏

洪水向 吴伟明 林启河 王朝聘

陈剑镇 许先汴 李永川 方一新

林友地

卓金铃

谢惠真

蔡金榜

彭一中

苗其芬陈水潦

杨福祥

陈清澄

叶世宇

孙水卯

陈远集

陈炳河

施瑞华 池文城 陈金城 蔡天宝

杨宗培

刘蕴年

林金枪 王文兴 陈启昌 郑锦州

施传礼黄建设胡铭辉

李玲娜 吕春木

张金上 洪金塔梁清奇 李青昭

蔡源碘张康乐

王丽红汪少云 一

黄炳辉张清波林英建

吴基战吴荣耀

吴兹东张祥

林米绞 林振亮 陈俊祥谢少艺

叶盛智你水并 叶火星

施江山 李逸

杨煜慨余继俊王同生

吴斗兴 曾清火黄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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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县志

商行政管理志》林庙栋

务志》

杈志》

大志》

协志》
战志》

台关系志》

会志》

青团志》

女志》

商联志》
事志》

侨志》

划生育志》

育志》

药卫生志》

物志》

化志》

育志》

播电视志》

书发行志》

安志》

察志》

院志》

法志》

王忠平

翁天德

陈郁李

洪允践

洪路美

叶青原

朱长江

陈延钳

陈贵福

彭金泰

陈节约

王丽阳

林天传

颜 成

郭瑞明

叶丽真

李伟中

陈水鸿

杨奕坂

徐金福

许兴盛

林玉歆

施钦阳

庄俊卿

庄金銮

袁和平

林如波

吴智伟

叶友忠

陈珍木

蒋照跃

苏坤立

李如松

苏永晨

苏法科

梁自力

蔡木卿

刘福成苏宜族

陈文比

李金福

朱潮敦

黄聪明

陈珍耀

蔡金顶

庄根森王明宗 陈石森

王人言蒋文转林武灿

杨文孔

王金浩 陈金凯 蔡文命 陈和举

李金昆陈怡仁

李妙音

陈静坤

王明川

蒋才培

庄水黎

李淑贞

陈金城

杨家全

黄树兰

吴焕然

张大金

颜立水

颜立水

吴明辉

叶岂凡

纪甘来

陈守廉

陈耀明

陈珍明

陈宝贝

董天降

方心叶永煌

杨黎玉

杨基联

叶长甫

纪华扬 吴永军 吴再阳

李碧霞 沈映兰 陈幼萍

陈淑英杜紫燕杨水湖

张自江洪作眼胡根荣

童书引

洪文铁

陈文开李惠民 李隽和

黄亚斌蔡鸿勇 许先汴

洪文章 黄惠忠 叶丽云

吴丽雪

林东风洪火炎

庄德发陈声鹤

陈沈水

郑亚平

许文转

曾怀标

朱艺芬

陈法治

庄顺良

许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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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经志>
《科技志》

《财政志>

《政党志>

陈金彪刘文璞

胡永德 许建全洪清凉黄聪明 蔡金顶

翁天德

童永言 吴平和 黄少府 陈先松

曾吉成 王福星 王曼生 林金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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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新编《同安县志》经过修志工作者15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付梓

了。这是同安文化建设工程上的一件大事。

同安地处闽南金三角的中心地带，古有“海山灵境”、“环海屏

卫，’、“上控八闽，下连百粤"等要论；又有“海滨邹鲁”、“文献名

区"、“声名文物，甲于泉南"等美誉。历代主政者深知“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的道理，无不编修县志，详尽记述治域山川之险胜、人文

之厚美，以备“彰往察来"、“鉴古观今"，以期“垂休嘉于此日，扬

淑问于将来"，其资治、教化之目的非常明确。

同安从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起，至民国18年(1929年)

止，曾经八修县志，共有九个版本。这些县志几经沧桑，大都散失，

至今仅存康熙、乾隆、嘉庆、民国版四部。尽管这些幸存旧志，不免

有糟粕与精华共存、虚幻与真实并见等缺陷，但后人仍不难以从中洞

察出朝代之兴衰、政治之得失、地方之治乱，了解到风情民俗、人物

道德、翰墨文章、物产财赋等。这对研究历史、资治、教化都很有参

考价值。

阅人成世，阅世成志。解放后，古老的同安焕发出青春活力。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同安以其“山、海、热、侨、台、特"的姣美身

姿出现在世人面前，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发

展。及时编写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详细记述同安这一方热土在自然

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为正在描绘未来宏伟蓝

图的同安人民以及他们的领导者提供借鉴，实为必要，也是盛世修志

之必然，更是我们这一代人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为此，中共同安县

委、同安县人民政府根据1984年2月福建省人民政府的通知，于

1985年4月成立同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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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机构，着手开展解放以来同安首次修志工作。经过多方的努力，终

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得以脱稿，这实在是

一件可喜可贺之事。在此，我向所有为新编县志不避艰辛、呕心沥血

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

新编《同安县志》纵而贯通古今，横而笼括百科，全面记述同安

的历史和现状，涵盖同安一千余年政治、经济、科教文卫等方方面面

的内容，特别对改革开放20年来同安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浓墨重彩

加以记述，反映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浓郁

的地方特色，实为可贵。它绝非旧志的续写，更非部门志的拼合，而
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

其一、历史性。新编县志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考证和选择资料。对有

价值的史料则加以深拓，力求最大程度地保存和发扬其历史的精华，

做到古为今用。同时能客观公正地记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体现

“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唯物主义史观。

其二、真实性。新编县志是在发动各部门普遍修志的基础上编修

的。所搜集的资料，都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资料的真实

性、系统性和可靠性，是前人修志无法比拟的。

其三、科学性。新编县志体例更加完备，结构更加严谨。述、

记、志、传、图、表、录齐全，而以我国史学家撰史的三种体裁为主

要：以编年体列大事记，以记事本末体编专业志，以纪传体写人物。

其中各专业志的门类，从生动丰富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内容出发，科学

分工，合理编排，横排竖写，点面结合，系统地加以记述，体现了志

书结构的整体性和层次感。其科学性也是旧志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盛世修志，旨在鉴往昭来，资政教化。愿新编《同安县志》成为
振兴经济的决策参考，成为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

材，成为连结海内外同安籍同胞的纽带，成为同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片芳草地。

中共厦门市同安区委书记F露韬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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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同安三面环山，南面襟海。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五代即建县

治，经济文化开发较早，有着发展农、林、牧、渔、盐的丰富资源。

同安素有“海滨邹鲁"、“声名文物之邦"的美称。五代先进的冶铸工

艺，宋代高超的制瓷技术及元代海盐晒制技术，均闻名遐迩。明代有

甘薯、花生等优良品种的引入，清代同安梭船的制造、纺织业的发

展，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悠久的历史还造就了无数英才，涌现了科

技巨匠苏颂、理学名宦林希元、民族英雄陈化成、语言大师卢戆章、

华侨旗帜陈嘉庚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熠熠生辉的杰出人物。但由于封

建生产关系的长期桎梏，加上旱涝交侵、兵燹频仍，同安经济和社会

事业的发展步履蹒跚，举步维艰。解放前夕，同安工业基础异常薄

弱，商业困顿，粮食长期不能自给。解放初至1978年，同安地处前

沿，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

开放的国策和两岸关系的缓和，使同安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实

现了高速腾飞，人民生活迈进小康o

志书要真正做到“资政"，首先必须尊重史实。新编《同安县志》

正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朴实无华的笔触，力求准确地记述

同安的自然环境和建县一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揭示了

社会发展规律。全书分卷设章，上溯其源，详今略古，全面、系统地

记载同安的进步，展示同安的历史与现状。尤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为重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包括工农

业生产中的挫折和教育、文化等上层建筑时而出现的与经济基础不相

适应的情况，也不加隐讳，如实记述，使我们对同安的县情有了更真

实的了解。

历史是一面镜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可供我们借鉴。正确

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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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认识现状，既不能妄自菲薄，又不宜夜郎自大。虽然，同安处于万

骑扬鞭奋进。的闽南金三角的中心地带，有着“山、海、热、侨、台、

特"的自然环境优势、区位优势和人文优势，具备持续发展的充分条

件。但是，优势要靠人去发挥，好的机遇要靠人去把握，况且我们前

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诸多困难，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还是社会生产

力、社会生产发展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我们
肩负的责任还很重。

正视现实，才能在现实的基础上脚踏实地求发展。愿我们全区干

部群众通过读用新县志，了解同安的过去与现在，吸取经验教训，抓

住机遇，深化改革，同心同德，扩大开放，为同安更加辉煌的未来而
共同奋斗!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区长 偏·铄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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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遵循实事求是、略

古详今的原则，按照资料性、地方性、时代性等科学要求，全面记述

同安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物叙事及其有关统计数字所包含的地域范围大部分与

1972年的县境相一致；时间范围，上限因事而异，一般以事物发端

为始，下限断于1997年4月30日撤县设区。

三、本志以述、记、志、传等体裁为主，图、表、录为辅。全志

分卷以建置、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教科文卫、人物为序，采用

平列体排列；卷首酌设无题综述，下设章、节、目等层次，横排竖

写，纵横结合。

四、本志纪年采用历史习惯用法。民国以前的纪年用汉字书写，

每一自然段首次出现括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每

一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

纪年。志文中的“解放前(后)’’指1949年9月19日同安解放前

(后)o

五、本志涉及的历史地名，以当时名称记载，必要时括注今名。

六、立传人物以生年先后为序；烈士英名录以牺牲时间先后为

序；入表人物按类分列，同表人物以该类主项发生时间先后为序o

，

讪



2 同安县志

七、本志所用统计数字，政府统计部门有的，采用其统计数字；

没有的，采用部门志稿或部门统计数字。

八、本志历史上的计量单位保留原貌，必要时折算成现行计量单

位。解放后的计量单位一般采用法定计量单位。解放前币值按当时通

行单位记述，解放初币值折算为现行人民币币值。

九、本志资料大部分采自部f-／(专业)志稿、历代《同安县志》

和各级各类档案，小部分采自调查资料、正史、报刊、图书等。

十、志中图、表，以卷为单位，分别编排序号。如第一卷第一个

图，记为：图1—1；第二卷第三个表，记为：表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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