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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应有史j+邑应有志。盛世修志，古今皆然。适逢千年开元、世

纪交替之际，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莆田市

志》正式出版了，这是三百万莆田人民的一大盛事，可喜可贺o‘

修志，是为了访古揽胜，明今示变。披阅《莆田市志》可知：史

称“兴化”、“兴安”的莆田，“山川奇气曾钟毓于此"，是镶嵌于台湾

海峡西岸的一颗璀璨明珠，是四海共仰的“海上和平女神"妈祖的故

乡，是闽东南一块得天独厚的滨海宝地。属地分合，多有变迁o 1983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莆田市，辖莆田、仙游两县，城厢、涵江两区，

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境内风光旖旎，山

奇水秀，。名胜古迹令人叹为观止。五千多年以来，勤劳勇敢的兴化人

民扎根于斯，繁衍生息，创造出被誉之为“文献名邦”、“海滨邹鲁”

的灿烂文明。科甲鼎盛，人才辈出，名流巨擘，灿若群星，于二十四

史中立传的就有98人o

修志，是为了以史为鉴，资政育人。鲁迅先生说：“历史上都写

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这源远流长的“中国的灵魂”，

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国魂意识，是炎黄子孙立身砥行的精神支柱。

历代有识之士，之所以对历史都情有独钟，就在于读史于世有补、于

时有用，有益于修身立志，勤政敬业；有助于治国兴邦，富民济世。

历史在给人以知识、智慧的同时，还让人温故而知新，慎思明辨，判

定是非，从而反躬自省，或法或戒，以定行止。江山代有才人出，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追昔抚今，我们满怀豪情地领略着正在崛

(卜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起的一批批莆田精英跨世纪的风采，领略着优秀的兴化儿女谱写新的

历史篇章。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洋洋五百万字的《莆田市志》，是建立在

《莆田县志》、《仙游县志》和《城厢区志》、《涵江区志》等辖区邑志

基础之上的卷帙浩繁之作。为构建这一宏大工程，编撰人员披沙拣

金，付出艰辛劳动。借此机会，我谨向修志工作者和各界支持修志工

作的人士致于衷心的谢忱!

存史旨在兴邑。从《莆田市志》可以感受到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

和历史车轮的强大惯性。莆田不但有个可引以自豪的过去，更应有个

锦绣辉煌的明天。光前裕后，任重道远。让我们齐心协力，奋发图

强，把莆田建成新兴的港口城市，作出前无古人的业绩。

是以为序。

中共莆田市委书记 叶家松

2000年3月1日



序7 二

正值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莆田市志》编讫付梓。卷帙浩瀚，

约五百万字，蔚成莆田“两个文明”建设之大观。星汉灿烂，若出其

里。甚为欣慰!

莆田，自古乃东南胜邑，镇海峡西岸中部，控八闽水陆要冲。其

境秀绝，其史悠久，其文鼎盛，其民勤慧，素有“文献名邦”、“海滨

邹鲁”之誉。自西晋末年，境内先民围海造田，筑陂治水，煮盐制

糖，辟港开埠，变蛮荒之地为富庶之区。唐宋以来，人杰辈出。有各

领风骚，辞采斐然的文坛巨擘；有耿介刚毅，恤察民情的庙堂名臣；

有著述宏富，博古通今的史学大家；有投水酬陂，蹈海救难的巾帼英

杰；有毁家纾难，抗御外侮的坚贞义士。辛亥革命后，更有仁人志士

前仆后继，为国为民浴血奋战。五坪护法，钟楼首义，外坑树帜，海

上抗日，闽中游击⋯⋯一批批英雄的兴化儿女，在广袤的壶山兰水之

间，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新中国诞生后，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兴化儿女同心协力，励精图

治，古府新市，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修水利，高峡出平湖；重教

育，高考展红旗；兴文艺，戏曲誉京华；抓体育，健儿闯五洲；建港

口，巨轮通四海；筑公路，通衢达八方；拓新城，环境洁亮绿；奔小

康，百姓得安乐。改革开放，捷报频传，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生机勃

勃，欣欣向荣。

八闽名郡莆田，素有修志之风，宋明两代，佳构叠出，亦为中华



，‘

文明遗产中的瑰宝。今适逢改革开放盛世，更应扬我“历史文化名

城”之雄风，精修新志以资政、教化、存史。一批专家学者和社会各

界人士，不舍昼夜，风雨兼程，征史实，涉书海，勘实地，搜佚闻，

钩沉探幽，博观约取，披阅数载，终成卷帙，殊为难能可贵o

··鉴古知今，彰往昭来。《莆田市志》已面世，古之兴衰，今之消

长，毁誉已有定论，如置宝鉴，可以“资政”；古之贤达，今之英模，

盛德皆咸丰碑，似立标杆，可以“教化”o见贤思齐，从善如流，历

史因之进步，社会因之发展。在此，寄语兴化儿女：从《莆田市志》

中，领略历史经验，感悟人生真谛，获取创业智慧，为建设新兴港口

城市，努力奋斗，开拓进取，谱写更加辉煌的历史新篇章。

莆田市人民政府市长 陈少勇

2000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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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莆田市的

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一。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

1991年12月。因本志下限与出版时间相距较远，故特设《限外辑

要》篇，将全市限外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变化情况作概略陈

述。大事记下延至1999年12月，附录、图片下延至出版前夕，以弥

补事物发展的整体性和连续性。

三、本志以现行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历史上曾属于本区域的除

建置外，一般不作记述。至于涉及有关数据，则作说明。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全书分上、

中、下册，由总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附录等部分组成，以专

业志为主，计44卷。全书按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原则设卷，分卷、

章、节、目等层次，横排竖写。卷序按综合类、政治类、经济类、社

会文化类以及人物类等排列。

五、本志人物卷采用传、表体式。人物传根据“生不立传"的原

则，收入以本籍过世人物为主，兼收外籍寓居人物。其他人物采取以

事系人的方法，在相关卷中记述。人物表收入正处级、正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人员，内、外籍兼收，同时收入在本市工作获省、部级及其以

上表彰的先进人物o

≥刍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概述夹叙夹议。全书以第三人称

记述。标点符号根据现代汉语语法规范使用。

七、本志中的“莆阳、兴化、兴安"为莆田市的俗称。 “莆仙”

指莆田、仙游两县o

，， 八、本志纪年写法：民国以前各朝代，采用朝代年号记述，括注

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

公元纪年，其后省略。莆仙两县解放前(后)，是以1949年8月21

--25日为界，记述时一律用公元纪年、阿拉伯数字书写。书中“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是指1949年10月1日前(后)。书中的

“××年代”专指“20世纪××年代"。

九、数字的使用：志书中出现的夏历、清以前历史纪年、星期

几、不定数、次第、习惯用语、成语、叙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及数字专

门名称用汉文数字表示。而公元纪年、时刻、年龄、百分数、分数、

统计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十、本志计量单位均按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规定书写。历史资料中的计量单位，照当时习惯记

载。

十一、本志各分卷资料，来自省、市、县档案馆，以及各有关单

位的档案、口碑资料和有关书刊中引述的资料，经考证后载入，一般

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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