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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要冲浦城的新志，在墨裳堕关怀下，编辑同仁黾勉从事j积九
年之力而告成，征序于余。余惟浦城县在汉为冶县地，后汉属侯官，建安

初置县称汉兴，唐天宝元年改名浦城，延用至今。因地居闽北群山中，林

木繁茂，造纸业甚盛’，为建安雕版印书提供了自然有利条件，也‘为文化
‘

做出了重大贡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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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为传播文4L之．r-具。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兼用缣帛。魏晋之
， 际，犹用缣帛，至南北朝时，始通行用纸。闽北盛产竹木，皆图书资材所

‘

需，故文化斐然可观，而郡县志乘亦有悠久的历史。远在东晋太元问，晋

安郡太守陶夔初创《闽中记》，萧梁顾野王撰《建安地记》，唐太和中林婿

亦作《闽中记》，宋庆历时，林世程重修，是福建通志之权舆，淳熙间郑杰

又撰《闽中录》，惟皆不传。闽北之志，宋代有韩元吉绍兴《建宁府志》，有

’林光庆元《建安志》，惜亦未见传拳。郭天源同志已言之。今就浦城旧志

而论，传世者有万历、顺治、乾隆、嘉庆、光绪诸本及民国县志稿。

浦城自新石器晚期起，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公元前三世纪，即为
． 闽越族活动地区。置县以来；“碧水丹山"，地利大开，物阜民丰，号称“闽

北粮仓”，‘‘桑麻披陇"，有茶、烟、竹木、纸、瓷、药饵之利，以故商贾辐辏。

且名贤辈出，文物称盛，山川壮丽，文士莅止。复有民族英雄、革命战士，

皆为人民事业做出了辉煌的业绩。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谱写了新篇章。浦城新志凡分39卷，以叙录、总述、

大事记弁于端，附录殿于后，铨次得当。举凡浦城一邑的建置沿革、行政

区划、自然环境、经济、政治、军事、教科文、社会民俗、人物等以及古今

文献，总汇于一编之中。且篇目设计颇具匠心；设经济、政治两综述，以

重宏观记述。浦城人物著作亦丰，特设著述卷，列其著作目录，并收录唐

至当代有关浦城的诗文，以示“文献名邦’’之实。人物以记其一生或其一

事，分为人物传、人物事略、人物表、英名录，繁省得宜，而人物功绩皆不

泯灭。浦城籍在外地工作或外地在浦工作县团级以上干部、高级知识分

子，获省级以上的先进人物、革命烈士载于册，都显示一方人文之盛况。

．仫



2 序

方志主要功用，首贵存储资料。浦城这届修志，重视资料工作于始

终，搜罗宏富，资料达五千万之巨，经反复考证，实地调查，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始蔚然成兹巨制。其志富于资料性，各分志均以资料取胜，令人
赞叹。《附录》有闽越族、闽越国都冶及泉山资料辑录，浦城建县及定名

浦城时间考略，旧志序选。史料文征，可以考古验今。人口卷中，据156

部家藏谱谍，记其迁徒历史，更广泛调查，统计当今居住浦城377456人

中367姓，叙其分布现状，翔实难得。

此外，浦城新志记述本县政治得失。总述及有关各卷，以详细资料，

探求各方面的利弊，可使当政者知所借鉴，科学研究亦有所取凭。乡人

读之得以感发起兴，而为建设浦城再立新功，实有益于教化，此浦城新

志之所以为可贵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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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九九三年冬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安贞里宿舍

(本文作者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地方志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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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城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闽之北陲，曾是福建沟通中原文化、经

济的主要纽带，享有“天阜物华之地、夫子过化之乡"的美誉。自明成化

(1465"一1487)后，赓续纂修地方志，其间政治之沿革，山川之流峙，人文

之变移，经济之隆替，迄今犹知大略，所体现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和规

‘戒。足见志书是一世一地盛衰的实录，是求训致用的存史之章。‘

浦城旧志付梓最晚的一部是清光绪《续修浦城县志》。此后，民国6

年(1917)曾设局续修，历时三载脱稿，因失之粗略，加之县知事过班离

．任，志书不能面世。所有旧志编纂者或观念的偏差，或方志理论之局限，

记述内容扭曲之情，约略之处，在所难免。光绪而后，世潮趋进。民国肇

建，革故鼎新，政治更造，30余年无虚日。解放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盛事、新事层出不穷，政治、经济、

文化诸方面都有极为深刻的变化。但载籍不备，信史不传，无以述往昭

来。 ．

‘

-’

．谬误需纠，其失应匡，脱落的历史亟待补续，优良的修志传统应予

继承。1984年1月，福建省人民政府部署各地修志。浦城县党政领导认

为这是盛世盛事，决心以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修出．一部统

合古今，全面、完整、正确反映浦城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志书，

几年来，多方努力，积极组织，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编委会具体实

，施”的修志格局。我于1992年6月到浦城任职，继续提倡，共襄盛举。

1993年初志稿甫成。为付诸出版，中共浦城县委、浦城县人民政府将此

事作为一项意义重大的文化基础建设，列为全县社会、文化三件大事之

一‘O

“

县志斐然成帙，不觉畅然意满。其编纂者，竭力搜罗，潜心探讨。及

阅是书，据事记实，博采兼收。我以为《浦城县志》是一部了解浦城、认识

浦城的“百科全书"，是为各级领导进行科学决策的必备工具书，亦是进

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它必将在服务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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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城有人类居住可溯自新石器晚期。建安初建县，至今已有近

1800年的历史。其经济；因地居三省之冲，商贾辐辏，有“小苏州”之号。

其人物，宋杨时称为“东南贤士大夫之材薮”。其山川，被南朝江淹赞为

“碧水丹山’’。、‘～，7
十

．， 4，．，‘．-? 一．一

’浦城有优秀的文化，亦有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宋即有修志之

举，其后脱落，明成化十五年(1479)再举。此后；凡修六次。最近期修志

为民国6年(1917)。‘历代文物，由于志书所载，历历在目： ．
j

·‘L‘ 民国以来，浦城历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

大变革。解放以后，开创历史新纪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浦城在

这开拓、振兴时代，出现前所未有的壮举。但此间历史，惜未有志书记

载。1984年1月，福建省开展编修地方志，浦城即着手筹备。i990年我

到浦城任职，躬逢《浦城县志》总纂阶段，欣感荣耀，亦感责任重大，作为

浩繁的文化工程列入政府工作议程。今新编《浦城县志》告成，欣贺之

余，为之作序，实为欣幸。
j‘ 、

新编《浦城县志》，广及百科，统合古今，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

之略，续史之无，诚一方之全史。其积累和保存的地方信息，功在当代，

遗惠后人。此传世之作，将在浦城人民描绘更加绚丽的明天画卷中熠熠
耀目。

‘

，

“

，‘。

《浦城县志》历经九载，五易其稿，是浦城三届县委、政府连续努力

的结果，是全县各部门、各乡镇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奏的乐章。同时也是

上级修志部门的热情指导、支持和县志编纂人员坚持不懈、无私奉献的

劳动成果。在志书问世之际，谨让我对编纂出版浦城县志作出贡献的人

们，致以深切的感谢。 。·_。

‘

， 陈学松 。

．。’t

’+ 1993年4月14日
(本文作者系南平地区行暑秘书长、前任浦城县县长)



序， 四

，浦城是福建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置县肇自东汉建安。浦城之名，

． 就以西汉东越王馀善筑城临浦而得。别称南浦，取自六朝名篇江淹《别

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句。究其名，可知是座文化古城。更之自五代

而还，人杰挺生，名宦武将代不乏人。地理位置险要，处于闽浙赣三省之

冲，东北连吴越，西南扼闽中，为四通之要地。虽群山环立，且僻处闽省

北陲，亦令人神往。我于1993年4月甫职浦城，《浦城县志》杀青。披览

．稿本，资料丰富，博采兼收，虽未尽善，但大而国土政治，小至风俗民情，

不无综织而经纬。补史册之所不及，系民间．=Z．IEI闻，全县精粹尽集是书。

诵读之余，欣喜过望。 ．。， ’．．

-。《浦城县志》之编纂，历经九载，编纂者精心著作，三届县委、政府一

贯为之，令我钦佩莫名。即任之初，正处修竣即拟付梓之时。志书创修

·。艰难，我不敢使积三届之力而成的硕果而不克终，乃蹈循前任成规，终

以告成，实感欣慰。 ·。
_ ．

。．

志贵在用：《浦城县志》是地方史料之总汇，堪称地方信息之宝库，

功用良巨。一书在手，浦城山川如身临目睹，民俗民情亦可知大略。浦

城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兴衰起伏和经验教训，均可详悉q

鉴览得其精要，以从实际出发，指导工作，可收事半而功倍之效。

今El功竟，谨缀数言，籍以为序。． ·

．

陈毓寰
1993年8月21日’

(本文作者系浦城县县长)



凡 例

。一、《浦城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记叙浦城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

状。

二、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所记事物力求溯其发端，下至1988

年。图片收录下限延至1994年8月为止。 ，

三、以横排纵写为主，按事物性质设卷、章．’不受行政管理系统的限

制。对不存在连续性的政治制度、政治实体分章分节记叙。

四、人物，分为传记、事略、名表、英名录，集中记叙。生不立传。立

传人物以浦城籍人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其事迹不以在浦城

发生为限；“事略’’记载对浦城有较大贡献的外籍人，记其在浦城的业

绩，本籍人记载某些方面的重大贡献。“名表"按标准分项排列，生卒均

收。 ．

。
·

五、入志数据以县统计局公布的为主，采用部分有关单位的数据。

经考证有误的，按改正数载入。 ，

六、国民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除注明当年

价外，均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 √

七、志以记叙文为主，除引文外，使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为使文字

简洁，酌用文言词。
’

。

八、志中称“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5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浦城前(后)；旧人民币币值均折为新人民币币值。

九、解放前，除在政党、政权、社团、军事等卷中记叙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的政权、群众团体、军队的活动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均使用中国

历史纪年。解放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资料来自档案、正史、旧志、家谱、报刊、专著、回忆材料及

实地考察，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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