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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浦县志》编纂审定人员名单

一、历届漳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1984年成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浦政[1984年]字第061号文)

主任 张如崧

副主任+黄亚惠 王全盛

委 员 王国英 陈柳枝 林炳琳 黄水岭 郑光星 李玉才

陈旺寿 郭顺枝 黄以结

下设办公室

主任 邱秋月

副主任 许若沛
1989年调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浦委[1989年]综22号文)

主 任 王良才

副主任 黄亚惠 陈桂味 何友麟 陈长泰 汤淑镇

委 员 陈柳枝 陈祖禄 林笃诚 郭顺枝 黄水岭

林灯火 王周武 黄以结 李玉才 林乾风

许理良 李堂镜 张兆基

下设办公室

副主任 许建生
1990年8月4日调林寿龙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1994年，调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浦委[1994141号文)

主任林奕斌

副主任 方荣和 柯云瀚 杨肃传 车荣武 汤淑镇

委 员 杨美成 郭料在 何友麟 陈结仲 林乾风

许若沛 林灯火 蔡和平 王木良 黄以结

林松辉 吕火昌

林炳琳

许若沛

林寿龙

吴养元

吴如山

1996年调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浦委[1996]综59号文)

名誉主任 刘子维

主 任洪德庆

副主任 方荣和 柯云瀚 杨肃传 车荣武 汤淑镇 林寿龙



委 员 杨美成 郭料在 阮云辉 许展文 林乾风 吴如山

许若沛 蔡和平 林灯火 王木良 吴养元 黄以结

林坤龙

二、编辑室人员
主 编方荣和

副主编 汤淑镇 林寿龙

编 辑 许建生 张兆基

陈德利 林书雄

林祥瑞

工作人员 周姗姗 施平英

邱跃星 陈瑞林

资料搜集 黄水岭 陈章兴

邱寅照 吴建平

沈熙平 王文径

程 波 陈武军

何茂泉 叶建来

美编设计林仲文

摄 影 蓝智伟 严 峥

李林昌

蔡大兴 张草牧 林河清 郑汉琛

姚鸣声 陈励明 许明坤 高聿占

三、《漳浦县志》稿审定验收人员
(一)漳浦县审稿人员

林奕斌 洪德庆 方荣和 洪水生 陈桂味 柯云瀚 柯永麟

李宋保 王作祥 齐德芳 杨燕诗 吴启明 杨肃传 车荣武

杨美成 郭料在 蔡慕忠 程金木 林灯火 吴养元 阮云辉

蔡和平 黄以结 林乾风 林荣智 陈共新

(二)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漳浦县志》复审人员

王炳南 郭奎光 郑美华 郭上人

(三)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漳浦县志》审定验收人员

刘学沛 唐天尧 何明才 林 浩 林 玲 陈文忠

海

才金谋远

金

友汉忠宗

潘

卢许郑陈

忠

水泽忠根

银

满雨秉顺

昔一

昔一丁林胡

辉

元国和柱

跃

青文旭玉

洪

柯王赖张

津珍裕贵福佑南文丽良文荣多清汤蔡洪邱翁黄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梁山沃土，鹿水甘汁，孕育出漳浦这颗镶嵌在闽南黄金海岸线上

的明珠。上任伊始，粗览明嘉靖九年编修、光绪年间续修的<漳浦县

志》，领略了漳浦的悠久历史和山海兼备的自然地理优势。早在四千

多年以前，人类就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公元686年置县后，这里

以物华天宝、人文荟萃饮誉八闽而著称“金漳浦”o然而，新中国成

立前，列强侵略，战乱频仍，官府横征暴敛，导致贫穷落后，民不聊．

生，不知“金”之安在?
‘

新中国成立后，漳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做主人，在

这片古老土地上用勤劳和智慧建设自己的幸福家园。尤其是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漳浦人民发扬艰苦创业、奋斗拼搏的精神，充分利

用依山傍海的自然优势，走“开放促开发，开发促开放”的路子，使

漳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农村经济欣欣向荣，山海开发形成水果、水

产为主的农业商品基地和闽台创汇农业基地。水果种植面积居全省第．

一，水产养殖面积和产量为全省之冠；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初步形

成以雨伞、服装、建材、食品、化工、日用品、水产、农副产品加工

等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体系；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已成为农村经济乃至

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交通、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对外服

务设施日臻完善；教育、卫生、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漳浦人民正齐心

协力奔小康，漳浦旧貌变新颜，令人注目。 ．

欣逢盛世，百业俱兴。新编<漳浦县志>在历届县委、县政府重

视和领导下，在有关部门和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即将出版，为其



作序，实属幸事。我谨此向编纂《漳浦县志》而献策出力、热忱指导

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新编，《漳浦县志》对一地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风土

人情等作了详实记述，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科学决策的依

据，对宣传漳浦、振兴漳浦、热爱漳浦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就是这个道理。诚望漳浦

人民再接再励，共同携手，为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文

明的强县而奋斗。

中共漳浦县委书记沈元坤

1997年7月1日 ·



序 二

漳浦县位于东海之滨，素有“金漳浦”之称。金漳浦之名，始出

于明万历年间所著<闽书》的记载：“漳浦旧有金名焉，谚谓之金漳

浦银同安”。的确，这里山海兼优，资源丰富，．四季如春；这里钟灵

毓秀，人文荟萃。1996年春，当我踏上这方热土时，就倍感亲切，

因为将与78万漳浦人民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耕耘，为谱写更加

壮丽的历史新篇章而共铸辉煌。+

作为“一方之全史”的新编<漳浦县志>，是漳浦社会大观的综

录。它记述漳浦悠久的历史。漳浦有着辉煌的过去，也有过困苦的日

子。解放前，战祸频仍，灾害接踵，经济萧条，文化衰落，广大劳动

人民陷于饥寒交迫之中，“金漳浦”徒具其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漳浦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斗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桎梏，夺取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革命斗争史增添了灿烂的一页。解放

后，漳浦人民用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群策群力，艰苦创业，征服

和改造大自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使漳浦大地发生了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的浪潮，为漳浦注入勃勃生机。自1985年春被国务院列为

第一批沿海经济开放县后，成为对外、对台的重要窗口，在历史奠定

的厚实基础上，漳浦人民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开辟了更广阔的前

景。“金漳浦”名副其实，金光闪亮，漳浦人民正阔步迈向小康。抚

今追昔，令人感慨万千，精神振奋。

新编《漳浦县志>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漳浦县的第一部志书，承前

志之精华，以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编纂而成，翔实地记载漳浦的

2一之，‘，



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富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从此，一县之

情，展卷可得，鉴往知来，昭然可咨。为漳浦人民留下一部珍贵的历

史文献和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服务现

在，开创未来”。在此书出版之际，我谨向辛勤笔耕的修志人员及所

有支持这部志书出版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衷心祝愿勤劳勇敢的漳浦人民，在

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团结鼓劲，开拓创业，敢争一流，再铸丰碑，胜

利迈入更加灿烂辉煌的21世纪!

原中共漳浦县委书记刘子维

1996年11月



序 三

新编《漳浦县志》于今问世了，这是漳浦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值得庆贺o ⋯

漳浦历史悠久，自唐垂拱二年置县迄今，已有1300余年，它位

居闽南金三角，处于福建东南沿海，东临台湾海峡，南望东粤，北接

漳州、厦门。这里自然环境优美，山海资源丰富，文风鼎盛，素有

“海滨邹鲁”之美誉。过去的千余年，在这片1981平方公里的沃土

上，．勤劳智慧的漳浦人民辛勤耕耘，使之以“金漳浦”的美称闻名遐

迩。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漳浦人民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优势和沿海经济开放县的政策优势，励精图治，开拓进取，经济

发展迅猛，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

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为编修地方志这一浩繁的工程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漳浦县仅保留的一部<漳浦县志>是明嘉靖九年(1530年)

编修、清光绪年间再续修的，至今已间断100多年。这段历史业绩缺

乏系统的文字记载。如果我们不填补这项空白，无疑将有愧于辛勤劳

作的先辈，负疚于创造未来的后代。因此，通过修志，记述漳浦的自

然与社会变迁，探索前人治政经验，观兴衰。，知得失，通古今，察未

来，有利于认识漳浦，建设漳浦，振兴漳浦，是利于当代、荫及后世

的一项极为有益的事业。 一

新编<漳浦县志：》经各部门通力协作，修志人员广搜博采，殚精

竭虑，伏案奋笔，付出十二个春秋的艰辛劳动，上承前志之精华，下

聚社会各界人士之卓见，数易其稿，使得这部“存史、资治、教育’’

。■z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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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科全书告竣。借此机会，感谢辛勤劳动的全体修志人员，感谢

省、市主管部门和各地专家、学者的关心、支持、指导。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居今而知，继往开来”，诚望生活在这块

热土的人民及热心桑梓建设的侨胞、港澳台胞共同弘扬漳浦优良传

统，携手再铸漳浦新辉煌。

漳浦县人民政府县长洪德庆

1996年11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分志、人物、附录组成，辅以图、表、照

片。概述列于志首，提纲挈领，概括全貌；大事记随后，记述全县大事、

要事、新事，为全志之经；专业分志按自然地理、经济、政治、文化顺序排

列，卷内设章、节、目，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人物分传、录、表；附录随后；

地图、照片集中于全志目录之前；表，随文插入有关章节。 ．

三、本志上限力争追溯至各类事物的发端，下限截止1989年底，大

事记延续至1997年12月。

四、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概述采取夹叙夹议法；大事记采用编年

体兼纪事本末体；专业分志皆用记叙体，寓观点于记述之中；附录则按

原件体裁6注释均随文括注。文字一律用国家正式颁布的正规简化

字。 ．

五、本志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记载在漳浦各历史阶段

影响较大的各界人士。对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按以事系人的原则记

入有关专业分志。 ， ．

六、本志历史纪年表示法：民国以前朝代年号以汉字书写，括注公

元纪年；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

-，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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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从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阿拉伯数字书

写，农历用汉字书写。

七、度量衡表示法：1949年10月以前的，按当时旧市制记载；1949

年10月以后的，用公制记载，币值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值。

。八、本志记述地名，民国及其以前的按历史惯称，必要时括注今称j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以县地名普查委员会公布的为准。记述各

种机构名称，按成立时正式命名书写，同章节里重复出现时采用其简

称。记述人物，直书其名，某些职务按历史时期称谓书写。记述专用

词，在章节里首次出现时写全称(如“土地改革”)，重复出现时写其简称

(如“土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写为“新中国”。

九、本志所用资料，大部分来自县档案馆、图书馆、统计局，各部、

委、办、局的部门志，有关族谱及事件当事者的口述、笔录，部分来自县

外图书馆、档案馆的馆藏资料、有关史志、报刊，记述中一般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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