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漳州名片 

  海滨邹鲁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双拥模范城市 

  中国水仙花之乡 

  中国台胞祖籍地之一 

  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青梅之乡 

  中国灯谜之乡 

  中国白背木耳生产基地 

  中国罐头之乡 

  中国侨乡 

  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示范市 

国家卫生城市 

 

第二章 城市概述 

四季花争妍、常年果飘香的漳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和

著名的侨乡。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曾为“中国革命青年和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境内即创建了闽南革命根据地，为南方十五块游击区之一。如今已成为沿

海经济开放区和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也是国家级外向型农业示范区。 

  漳州市位于福建省最南部，介于北纬 23°34′至 25°15′、东经 116°54′至 118°08

′之间。东邻厦门，东北与厦门市同安县、泉州市安溪县接壤，北与龙岩市漳平、永定等县

毗邻，西与广东省大埔、饶平县交界，东南与台湾隔海相望。 

  漳州境域，约 1 万年前已有先民在这里生息劳作。秦始皇二十五年(前 222 年，另说秦

始皇三十三年)，列入秦中央版图，属闽中郡。汉初，以梁山为界，北属闽越国，南属南海

国。汉始元二年(前 85 年)，改“封邦建国”为郡县制后，北属会稽郡冶县，南属南海郡揭

阳县。晋至南北朝，北属南安郡龙溪县、兰水县，南属义安郡绥安县。至隋开皇十二年(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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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并兰水、绥安入龙溪，今漳州境域才结束分属两郡状况。唐垂拱二年(686 年)建州(今云

霄县西林村)，辖怀恩、漳浦 2 县，因州治傍漳江而名漳州。开元四年(716 年)，徙州治至

李澳川(今漳浦县绥安镇)。开元二十九年(741 年)后，划龙溪县、龙岩县来属。贞元二年(786

年)州治再徙龙溪县桂林村(今漳州城区)。宋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划长泰县来属。时为漳

州辖地最广时期，其境域包括今漳州、厦门海沧以及龙岩县、漳平县和原宁洋县地。清雍正

十二年(1734 年)，龙岩县升为直隶州后，析漳平、宁洋 2 县属之，时漳州府辖龙溪、漳浦、

长泰、南靖、平和、诏安、海澄 7县。民国 2年(1913 年)废府设汀漳道。民国 23 年设督察

区后，今漳属各县基本上稳定为同一区域。新中国成立后，境地为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区。

1951 年析龙溪县城关一、二区置漳州市(县级)后，地区名称虽屡有变更，但仍稳定为地方

政权二级区划。1985 年 5 月撤销地区建制，漳州市升为地级市，时辖龙海、漳浦、云霄、

东山、诏安、南靖、平和、长泰、华安 9 县和芗城区(原漳州市)。1993 年 5 月，撤销龙海

县，设市辖龙海市。1996 年 5 月，设市辖龙文区。至 1997 年，漳州市辖有二区一市九县，

全市总人口 438.76 万人，汉族人口占 99.13％。有畲族、壮族、回族和高山族等 26 个少数

民族，其中畲族人口最多。 

  漳州市陆域南北长 187 公里，东西宽 127 公里，面积 12607 平方公里。博平岭横亘于西

北，戴云山余脉深入北部境内。平和县的大芹山主峰海拔 1544.5 米，为全市第一高峰。九

龙江全长 1923 公里，为福建第二大河。流域面积 14741 平方公里，在漳州境内流域面积 7586

平方公里。此外还有鹿溪、漳江、东溪等主要河流。九龙江中下游平原面积 720 平方公里，

是省内最大平原。海域面积略大于陆域面积。大陆岸线 519 公里，岛屿岸线 112 公里，正面

宽约 128 公里，呈北东走向。零米高程以上滩涂面积 285.5 平方公里，可利用水产养殖面积

117.2 平方公里。 

  漳州依山面海，西北有高山阻挡寒流入侵，东南有海洋暖湿气流调节，是一“天然大温

室”。全境属南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光、热、水资源丰富。年平均气温摄氏 21 度，年降水

量 1104 毫米至 2403 毫米，水资源人均占有量 4280 立方米。然降雨的年际与季节变化大，

雨量分布也不均。夏季台风活动频繁，旱涝灾害常交替出现。种植业资源除粮、油、蔗外，

花卉有水仙花、茶花、兰花等近 500 种 1400 余个品系；水果有芦柑、荔枝、香蕉、龙眼、

柚子、菠萝等 62 种 500 多个品系。水产有鱼、虾、贝、藻类 540 多种。药材有泽泻、茯苓、

巴戟天、三七等 200 多种。林木有杉、松、樟、楠和橡胶、紫胶、黑荆等 240 多种品系。特

别是南靖县的乐土亚热带雨林为我国东南沿海惟一的原始植物群落，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

珍贵树木 30 多种。矿产资源已探明的有 30 多种，钨砂、硅砂、石墨、建筑沙、花岗岩、玄

武岩、高岭土等储量较多。东山县的硅砂，储量之大，品位之高，名列全国第一。漳浦县的



 

玄武岩，储量居福建之首。地热资源也很丰富，在福建已发现的 206 处地热点中，漳州占

54 处，仅城区地热分布达 7.89 平方公里。 

  漳州从闽粤之交的蛮荒之地，逐步开发为鱼米花果之乡，进而发展为文明富庶的经济开

发区、国家外向型农业示范区，这是历代漳州人民辛勤劳动、团结拼搏的结果。 

  唐代建州之初，刺史陈元光即提出“劝农重本”的方针，招徕流亡百姓，着力推广中原

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唐军在漳江上游修建一座可灌千余亩良田的军陂，

推广牛耕水耨，逐步改变土著居民刀耕火种的旧习。因气候温和，雨水充沛，一些地区实行

水稻早晚两季连作，出现“嘉禾两度新”的景象。至天宝年间(742 年至 756 年)已有 5846

户，1.794 万人。唐贞元二年(786 年)州治移至龙溪县后，漳州地域进一步开发。 

  入宋，漳州由于地处东南一隅，战祸较少，社会比较安定，人口增至 2.4 万多；熙宁六

年(1073 年)增至 10 万多；淳祐间又增至 16 万多。300 年间，人口增加近 6 倍，正是“民生

日繁，鸟兽避迹”。人口迅速发展，耕地扩大势在必然。宋哲宗时，沿海平原地区兴起围垦

辟荒之风，时龙溪县都官谢伯宜在八、九都围海成田，后陈太保(名香)引九十九坑水灌溉，

使斥卤之区成为良田。此后，开渠筑陂接二连三，内地山区也大力营造梯田。水稻种植开始

讲究精耕细作，并引进耐贫瘠、早成熟的占城稻。 

  农业的进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由于大量种植绿皮荚蔗，制糖业迅速发展，时漳州

号称“八州糖王”。纺织业发展也很快，陈洪进割据漳、泉时，年贡葛布 2 万匹。此外漳州

还能制造泛海大船和单一色彩的上釉瓷器。津渡河口要道也出现清远、海口、峡口、敦照等

7 个较大的草市镇。 

  文化教育事业也有相当发展。绍熙元年(1190 年)，朱熹出任漳州知州，身体力行，定

期亲临县学、州学授课；此后几任知州也重视办学，因而“士好学成风”。宋代漳州登进士

第达 261 人。 

  宋初，漳州始“筑土为子城”，围长仅 4 里。至淳祐九年(1249 年)漳州城围长扩大至 15

里，并撤土墙改砌石垣，街市署所已切合规制。时漳州城已成为闽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 

  明代是漳州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耕地进一步扩大，山区继续营造梯田，时人称之“地

无旷土，人无遗力”。当时沿海围垦、兴修水利受到当局重视。漳州多任知府多有建树，其

中姜谅任内就筑、修水利工程 186 处。由于改善农田灌溉条件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水稻两

熟制普遍推广，洋田水稻年亩产可达七八百斤。同时还引进安南水稻良种，吕宋的甘薯和烟

草也于此时传入漳州。 

  漳州境域社会生产的发展，引发九龙江出海口月港的兴起。从景泰至万历间(1450 年至



 

1619 年)，海外航线发展到 47 个国家和地区。由此促进了漳州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纺织业

的迅猛发展。“丝则取诸浙西”，“苎则取之江右，棉则取之上海”，加工成漳绒、漳纱、漳绢

和土潞绸，以漳州名牌销往海外。制糖业发明了榨车，提高榨蔗效率，并生产出白砂糖、冰

糖、角糖等新产品。时糖以及瓷器、茶、果品、铁器、药材、纸等都是走俏商品，除远销东

南亚外，内销也很旺盛，有“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之繁荣景象。生

产方式也突破家庭副业的格局，出现了作坊和工场，呈现资本主义萌芽状态。 

  文化教育事业又有进一步发展，有邺山书院、芗江书院等近 30 所，知府等官员竞相到

书院讲学。民间私学遍及各县。文人亦以诗文结社为雅事，“多者数十人，少者十数人，按

期拈题，逞能角胜，虽穷乡僻壤亦汇集邮致”。伭云诗社应运而生。明代登进士第达 479 人。 

  明代，人口也不断增长。弘治十五年(1502 年)达 26 万多，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

增至 32 万多。漳州城内形成 4 市 22 街，城外 17 街。“城闾之内，百工鳞集，机杼炉锤，心

手俱应”，“商贾云集，甲第连云”。漳州城不仅是闽西南政治、经济中心，且号称“东南一

大都会”。 

  清顺治三年(1646 年)清军入漳，郑成功军与之展开拉锯战，漳州成为主战场。顺治十

八年(1661 年)清政府实行“迁海”政策，沿海三五十里内尽成弃土，以致漳州经济衰落。

至康熙二十年(1681 年)，漳州复界之后，经济才逐渐复苏。人民着力垦复和水利工程建设，

并利用烟草梗埋在稻根下防治水稻病虫害，开科学治虫之先河。稻种有粳、秫、尖、香稻、

白柳等。传统经济作物种类品系也有所增加，同时还引进檨仔(芒果)、波罗蜜、王梨(菠萝)、

番木瓜、莉茇(番石榴)等。纺织业恢复较快，相继创办了许多染坊，染色丰富多彩。“神州

妙药”片仔癀和“品重珍珠”的八宝印泥也相继问世，并与水仙花一道成为漳州名产，畅销

海内外。天启间，由于厦门港占有海口港的优势，月港便逐步走向萧条，至康熙后期即被厦

门港所替代。此后，漳州闽西南经济中心的作用，日益受到抑制，但仍是闽西南重要的货物

集散地。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漳州除制糖业和天鹅绒产品尚有竞争力外，

其他普遍衰落。民国 7年，援闽粤军进漳，拆城墙、修马路，古城遂毁，然也向新型城市迈

进了一步。抗日战争中，日寇占据厦门，漳州凭藉九龙江航道和汀漳大道的有利条件，一度

又呈现闽西南贸易中心态势。抗日战争胜利后，厦门收复，漳州终因缺乏海港口岸优势，未

能再现往日辉煌。 

  新中国成立时，漳州境内粮食仍不能自给。漳州城人口 6万多，仅有烟丝、织布、火柴、

印刷、蜜饯、竹木器具等 23 家作坊和土糖等一些农产品加工业。军管会所接收的资财，仅

黄金 8 钱 5分 3 厘；银元 2823 元，美金 1650 元。1949 年年终统计，国民生产总值 4.93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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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990 年不变价，下同)，工农业总产值 6.51 亿元。国民政府遗留下的漳州城，竟是一座

消费、破落的城市。 

  漳州地区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全民大办农业，大力兴修水利。50

年代修建南溪、江东等灌溉万亩以上的引水工程；以后逐步展开引水、蓄水、防汛、排涝等

配套工程建设；90 年代兴修大型蓄水工程峰头水库和一些跨县的大型引水工程，从而保证

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的 87％。与此同时，又大搞农田建设和品种改良。50 年代抓低产田改

造，推广良种南特号、陆财号；60 年代抓土地平整，辟荒围垦和实施品种矮化；80 年代兴

起吨粮田建设，推广杂交水稻，粮食呈现高产、稳产态势。1956 年龙溪、海澄两县首先实

现亩产千斤稻县，1989 年龙海县又率先实现亩产吨粮县。80 年代全省建立 13 个商品粮基地

县，漳州占有 5 个县。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围海造田 19 万多亩，相当于海岸正面宽度向海推进 1 公里，但由于

人口的迅速增长，加上经济建设和其他用地，至 1990 年人均耕地紧缩为 0.62 亩。为摆脱人

多地少的困境，必须大力发展高优农业，加快种植结构调整。90 年代初，中共漳州市委、

市政府果断地实施“向山海进军、发展‘两水’(水果、水产)”，农业由传统单一型向综合

开发发展，由分散、零星经营向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科学化过渡。特别是 1994 年，

国务院批准漳州为国家级外向型农业示范区之后，农田水利建设力度加大，农业综合实力明

显增强，全市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形成了漳州芦柑、天宝香蕉、九湖荔枝、琯溪蜜柚，以

及漳州水仙花等名牌水果、花卉基地。“八五”期间，漳州以占福建 13.7％的耕地和 8％的

山地、滩涂，产出占全省 15％的粮食、47％的甘蔗、22％的油料、41％的水果和 17％的水

产品。 

  80 年代以来，针对国际市场需求，东山、漳浦大面积种植芦笋，各县也种植反季节蔬

菜和培植错开登场季节的新品种水果。同时大力种植蘑菇、金针菇、凤尾菇等食用菌，其产

量占全省三分之一，全国四分之一。水产养殖也日趋多样化，漳浦县于 1980 年底成为全省

最大的对虾养殖基地。此外，还引进、驯养华贵栉孔扇贝、鲍鱼、西施舌(海蚌)等。1997

年全市农业总产值 157.2 亿元，粮食总产 150 万吨，水果总产 135 万吨，海、淡水养殖 57

万亩，水产品总产 96.2 万吨，种植蔬菜 96 万亩，造林 12.7 万亩。漳州水果、水产品人均

拥有量居全国前列。蘑菇、芦笋出口量居全国第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五大防御

体系建设进展顺利。农村三大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全市有 9 个县(市、区)通过省级小康县验

收，贫困人口脱贫率达 85％以上，造福工程完成 80％以上。特别是国家外向型农业示范区

进展顺利，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经国家三部委批准已挂牌运作。 

  工业生产更有突破性发展。1949 年漳州地区工业产值 2.552 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2％。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建立起食品、纺织、机械、冶金、化工、建材、电子、橡胶等产

业，但由于地处海防前线，国家未能重点投资，故产业档次不高。改革开放后，竞争日趋激

烈，工业生产此起彼伏，呈波浪式涌进现象。进入 90 年代，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大力

发展工业，振兴漳州经济”，实行倾斜政策，工业产值、销售、利税出现“二位数三同步”

增长。产销两旺的产品有农用运输车、关节轴承、内燃机等 21 种产品。工业内部结构由以

往以全民所有制为主转向三资企业、集体企业、国有企业三种类型企业的联动发展。至 1994

年，“三资”、国有和集体工业产值的比重分别为 44％、29％和 27％。保持长盛不衰的除传

统产品片仔癀、八宝印泥外，新产品有万利达家电、科华不间断电源(ups)、市轴承厂的关

节轴承及一些乡镇企业的食用产品。1997 年，全市工业总产值 567 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

的 76.9％，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步伐也日益加快。双菱集团股票上市，龙溪轴承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以漳州糖厂为核心的福建糖业集团挂牌运作，龙溪机器厂等一批企业的股份制和

股份合作制改造正在实施。同时，抓紧组织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渠道分流富余人员。经国家

和省政府批准，漳州市设立 12 个重点开发区，已开发 35.72 平方公里，引进项目 900 多个，

合同外资 27 亿美元，实际到资 13 亿美元，开发区已成为漳州市利用外资的载体和重要的经

济增长点。目前漳州已和 65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出口产品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

品转变。主要产品有片仔癀、罐头、轴承等 40 多个品种。1997 年全市出口总值达 7.7 亿美

元。 

  乡镇企业在 90 年代发展最快，成效最大，实现了从“草根工业”到“半壁江山”的历

史性跨跃。全市乡镇企业总值 1991 年 35.36 亿元，1994 年为 216.39 亿元，1997 年达 630.96

亿元。至 1997 年，全市企业总数达 141372 家，职工总人数为 711771 人。其中集体企业 8515

家、私有企业 19380 家、个体户 113477 家。外向型乡镇企业也取得突破性进展。80 年代全

市几乎没有一家乡镇“三资”企业。1995 年，全市已拥有乡镇“三资”企业 713 家，合同

外资额 12.57 亿美元，实际到资 5.1 亿美元，其中已投产 411 家，年创产值 55 亿元。1997

年，全市乡镇三资企业产值达 101.46 亿元。 

  精神文明建设成绩卓著，教育、科技、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修建大中小

学校舍 100 多万平方米。60 年代前后，出现漳州一中、诏安一中、龙海一中、云霄一中等

一批教育质量较好的中学。1985 年在全市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城区普及初中教育的基

础上，全面实施九年义务教育。1987 年，龙海一中学生苏朝晖获第十九届国际中学生奥林

匹克化学竞赛金牌。“八五”期间，全市累计新建中小学校舍 62.7 万平方米，改造危房 38.5

万平方米，新建初级中学 50 所。职业教育也蓬勃发展。至 1997 年全市已有普通高等院校 2

所，成人高等院校 3 所，中等专业学校 5 所，中等师范 3 所，成人中专 21 所，特教学校 6



 

所，普通中学 52 所，初级中学 176 所，小学 1779 所，职业中学 22 所。各县(市、区)均通

过省级“两基”验收，普及教育成绩显著。 

  科技事业也相应得到发展。全市现拥有公办科研机构 11 所，厂办和民办科研机构 170

多个，市级研究会 167 个，历年来获各级确认的科技成果 393 项。1992 年，《漳州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规划方案》出台，加快了科技经济一体化步伐。1994 年，把科技开发重点放

在企业技术改造和农业开发上。全市高新技术及执行火炬计划项目的企业又创产值 3.8 亿

元，实现利税 3800 万元。1997 年，全市有 8 项科技项目获国家、省科技进步奖，龙海、东

山、诏安 3县(市)通过“全国科技先进县”省级预验收。并拥有华安科技兴林示范县、漳浦

科技兴海示范县、九龙江口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等一批科技典型。 

  50 年代以来，漳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1958 年 1 月 2 日，漳州市被宣布为卫生

城市。1963 年遭受百年不遇的干旱，龙海县堵江抗旱，榜山公社洋西大队为保下游 10 万余

亩田插秧，牺牲本队 1300 亩麦田，丢卒保车，树起名扬全国的“榜山风格”、“龙江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漳州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3 年起，以每年 3 月为“文明礼

貌月”，倡导文明新风，转变社会风气。1985 年，龙海县城被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命

名为文明县城。进入 90 年代，漳州的文化、卫生、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和地方志等事

业都取得了新进展。1996 年漳州市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在学雷锋、树新风活动中，

漳州市巡警支队直属大队创办的 110 报警服务台，以快速反应，严格执法，爱岗敬业的良好

服务获得普遍赞誉，被国务院授予“人民的 110”称号。 

  以漳州城区为中心的交通事业也迅速发展，除横贯东北境内的鹰厦铁路有支线进入城

区，国道 324 线、319 线穿过城区外，还有省道漳云线、漳官线等由城区辐射各县。进入 90

年代，国道、省道，以至县道，都陆续改造拓宽成为高等级公路。至 1997 年，全市实现村

村通公路，公路通车总里程 6555.45 公里，其中高级、次高级公路 2726.61 公里。全市拥有

各类营运客货汽车 28400 辆，开通超长途客运班车直达 10 个省(市、区)。漳州城区距厦门

机场仅 56 公里，漳厦高速公路通车后，行程将更加快捷。海上交通也十分方便，全市有漳

州港招银、东山、石码、镇海、古雷、诏安 6个港区各类码头 33 座 39 个泊位。东山、招银

港区分别为一类口岸和对台船舶直达旅客货物运输试点口岸。全市有二类口岸 7 个，对台贸

易点 5 个。拥有各类运输船舶 312 艘，其中“华顿”轮等 8艘船舶航行于港澳台及东南亚等

国家和地区。 

  城区通讯、供电、给排水和公用事业等市政设施也日臻完善。目前，全市程控电话总容

量达 23 万门，长途交换机容量 7120 门，八达信息港已开通。漳州电力调度中心、漳州第二

水厂、市医院病房大楼等已竣工投产或基本建成。后石电厂、漳州 110 指挥中心大楼及城区



 

污水处理厂等工程正抓紧施工。除原有的中山公园之外，又增辟江滨、九龙、芝山等公园，

并建有迎宾路以及省内最大的城市立交桥和人民广场。为显示古城风貌，又重建了古城标志

建筑物威镇阁和文昌门。城区街道两旁分别栽有芒果、龙眼、玉兰花等果树花卉，富有亚热

带风光。如今漳州城既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闽西南一大重镇，是一座充满生

机和希望的开放城市。 

  漳州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也是福建著名的侨乡。 

  漳州与台湾地缘相近。从东山到澎湖 98 海里，到高雄 163 海里，从龙海浯屿到高雄 150

海里。史前时期，漳台之间有一条“东山陆桥”，是大陆人过台湾的主要通道，至今民间还

有“蹽(趟)水过台湾”的俗话。 

  台湾人口中，祖籍漳州的占 35.2％。据《台湾区百大姓源流简介》载，百大姓中，有

87 姓部分或大部分来自漳州各县，其中赖、何、简、蓝等姓几乎全部来自漳州。从历史上

看，北宋中叶，漳州已开始移民台湾。明天启间，海澄人颜思齐招募漳、泉贫民 3000 余众

赴台，开垦云林、嘉义，被尊称为“开台王”。清顺治十八年(1661 年)，郑成功光复台湾后，

随军眷属达 1.2 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是漳州人。此后，漳州籍农民又大量移居台湾，为开发

台湾宝岛作出了贡献。其中著名人物有开发宜兰的漳浦人吴沙，开发大甲的漳浦人林成祖，

开发台中雾峰的平和人林琼瑶、林甲寅，以及开发大溪、板桥的龙溪林本源家族等。此外还

有为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付出生命的平和人吴凤，他与颜思齐、吴沙被尊为“台湾

三公”。在台湾人民反抗外侮中，漳州籍人同样写下不朽篇章。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日

本占领台湾后，南靖人简大狮率众在台湾坚持长达 4 年之久的抗日武装斗争，当他被清政府

出卖于台北英勇就义时，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称他是“中国最有志气之人”，并提醒后人

“他年国史传忠义，莫忘台湾简大狮”。 

  漳台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同。所谓台语，就是闽南话。宜兰、大溪、台中、南投、彰

化等地的漳籍人聚居区，至今讲的仍是地道的闽南话。台湾民间崇拜的神祇王爷公、大道公、

祖师公、帝君公都是从漳州祖庙分灵的。其中从白礁慈济宫分香到台南学甲宫的大道公，即

使在两岸隔绝期间，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一日也都隆重举行“上白礁遥拜大陆列祖列宗”活动。

由于漳州向台湾移民是联宗结伙数以百计地移入，因此形成许多“小漳州”聚居区，其饮食

风俗习惯，仍相传至今。 

  漳台同根同源，不可分离。1949 年祖国大陆解放后，漳台交往一度中断，但人为的障

碍中断不了两岸的亲情。1979 年后，尤其是 1987 年以来，两岸往来与日俱增。进入 90 年

代，漳台交往更加频繁与广泛。从寻根谒祖、文化交流，到经贸往来、人员互访等，特别是

台商在漳州投资逐年增多。目前全市累计批准台资企业 800 多家，合同外资额近 30 亿美元，



 

实际到资超过 10 亿美元，台资企业开发项目居全国前列。此外，台轮进入漳州境域停靠的

数以千计。漳籍台胞出于对祖居的故乡之情，还捐资支持漳州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水

电交通、公益福利事业等。骨肉亲情，血浓于水。漳州正在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发挥桥梁和

前沿的作用。 

  漳州寓居海外的华侨和祖籍漳州的华人有 70 多万人，归侨、侨眷 42 万多人。早在唐末，

漳州就有人到苏门答腊的巨港谋生。宋末元初，又有许多漳州义勇逃奔海外。明代月港兴盛，

大批漳籍商贩往来于东南亚。特别是隆庆元年(1567 年)开放海禁以后，移居东南亚的更多。

鸦片战争以后到民国时期，由于农村破产，百业凋零，又有大批破产农民和失业手工业者被

迫离乡背井，流落海外。漳籍华侨、华人 90％居留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

律宾、泰国、缅甸，其余的分布在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古巴、荷兰、德国及非

洲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东南亚一些漳籍华侨事业有成，即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街道，如印

尼万隆的“纯美街”，新加坡的“齐贤街”。祖籍漳州的港、澳同胞有 5万多人。其中一些人

是香港、澳门的早期开发者。龙溪角美人郭春秧在香港就开辟一条“春秧街”。至今，仍有

不少漳籍华人成为当地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学者名流。漳州籍的华侨和港

澳同胞，对故乡充满赤子之情。辛亥革命时期的杨衢云(海澄人)、吴世荣(海澄人)、萧佛成

(南靖人)等，反袁护国运动中的丘廑兢(漳浦人)、苏眇公(海澄人)、郭美丞(海澄人)、杨启

泰(海澄人)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李林(龙溪人)、马寒冰(海澄人)、苏静(海澄人)

等，他们在民主革命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都留下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他们爱国

爱乡的赤子情怀，将永远激励后人。 

  “俯仰神州千古情，炎黄儿女一家亲。”漳州华侨热情关注和积极参加祖国、家乡经济

建设。清同治十年(1871 年)至 1949 年，华侨在龙溪县(包括今芗城区)投资工商企业的有 38

家，总投资 1242 万元，占福建省投资总数的 8.92％。漳州最早的铁路、公路、糖厂、电厂

都是华侨创办的。新中国成立后，旅外乡亲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捐资办学校、办医院、修桥

造路、兴建图书馆等，并积极投资，发展家乡经济，1952 年至 1967 年 6 月，投资总额达 508

万元。实行开放政策后，旅外乡亲在漳州投资逐年增加，至 1997 年，投资总额达 10.51 亿

美元，占全市外商投资额的 47％。 

  漳州人民具有反抗压迫，抵御外侮的光荣革命传统。 

  早在至元十五年(1278 年)、至元十七年(1280 年)，漳浦人陈大举(又名陈吊眼)为抗击

元军民族压迫，曾率领汉、畲人民起义军二克漳州。明代，漳州人民积极支援俞大猷、戚继

光剿平倭寇。明末清初，漳州人民奋起抗击“红毛番”(葡萄牙及荷兰殖民者)的骚扰，并追

随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漳浦僧人提喜创立天地



 

会，进行“抗暴自卫，互助互济”、“反清复明”的斗争。咸丰三年(1853 年)，闽南小刀会

6000 人起义，震撼清廷。此后，漳州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在某种意义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

侵略气焰。 

  马克思主义在漳州地区传播较早。民国 8 年(1919 年)，漳州作为闽南护法区的中心，

开设新闽学书局，出售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著作；创办《闽星报》介绍马克思主义

学说，传播新思想，积极响应五四爱国运动。当时，漳州被誉为“闽南的俄罗斯”，“中国革

命青年和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漳州地区建立地方

组织。民国 16 年(1927 年)1 月，以罗明为书记的中共闽南部委在漳州成立。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中共平和县委书记朱积垒等于民国 17 年 3 月举行平和武装暴动，打响了福建省革命

武装暴动的第一枪。民国 21 年 4 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创建闽南革命

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民国 23 年秋，漳州芗潮剧社在国民党统治区，以

话剧为武器，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接着，中共闽粤边特委在平和县邦寮正式成立，带领红军

游击队在闽粤边区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民国 27 年 2 月，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后，漳州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

件下，发展自己的武装，开展反顽武装自卫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创建闽南支队，坚持游

击战争。民国 38 年 1 月，闽南支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八支队。人民

武装以乌山、山内为中心，活动区域遍及诏安、平和、云霄、南靖、龙溪、海澄等县 100

多个乡镇和晋江地区一些乡镇，在解放大军南下前夕，迫使平和县国民党政府起义，漳浦、

诏安、云霄、华安等县和平解放，并配合南下大军攻占南靖、长泰、东山，解放漳州城区、

龙溪、海澄等县。1950 年 5 月迎来了漳州全境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漳州人民继续弘扬革命斗争精神，在 50 年代剿匪斗争中，军民总动员，

一扫历代无法根除的匪患。1953 年 7 月 16 日，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军 1.3 万人窜犯东山岛，

岛上军民和来援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激战 36 小时，取得了东山保卫战的胜利。 

  漳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物古迹众多，1986 年 12 月被国务院列为历史文化名城。 

  1990 年于城区北郊莲花池山、甘棠东山发现旧石器和人骨化石，仅以人骨化石为据，

把福建人类历史由距今 7000 年推进至 1 万年。 

  漳州城郊与平和、龙海、东山、诏安等县 110 多处发现的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的石

制品，因呈现与北方同时期石制品不同的特征，从而表明了我国小石器传统在东南沿海的延

续和发展。漳州是福建省境内岩刻岩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东南沿海的著名艺术画廊。

华安仙字潭的摩崖石刻，似字非字，似画非画，反映上古土著居民向文明迈进的足迹。 

  漳州历代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也留下许多有价值的文物胜迹。唐代的松洲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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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省内最早的书院之一；云洞岩，自唐以来文人题刻 203 处，位居全省第二；东山铜陵关帝

庙，融建筑艺术、石雕、金木雕、彩瓷剪贴雕、贝雕为一体，饮誉省内外；漳浦县的赵家堡

和黄道周天地盘，芗城区千年古刹南山寺，以及漳州沿海和山区的 2000 多座生土楼等都是

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 

  漳州人民在长期的反抗压迫和革命斗争中，也留下许多有价值的文物。元代陈大举农民

起义勒石、明清天地会遗址、龙海小刀会遗址，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南海域首次击沉日本

侵略军驱逐舰的龙海南炮台。尤其是打响福建武装革命第一枪的平和暴动、毛泽东率领中央

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红旗不倒的闽南革命根据地等，也留下多处革命史迹。至 1997 年，

漳州市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4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7 处，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459 处。 

  漳州人文荟萃，他们活动的史迹和创造的成果也丰富了名城的内涵。自唐元和十一年

(816 年)龙溪县周匡物第一个进士及第后，截止清代，漳州进士及第 977 人，其中状元 3人。

士人中有非凡贡献的不乏其人。宋代著名理学家龙溪人陈淳，所著《北溪字义》、《北溪大全

集》是阐释程朱理学的重要著作。明代，龙溪县人张燮，著述 15 种 696 卷，其中《东西洋

考》是我国古代与南洋交通史的重要著作，号称“海上方志”。诏安县吴朴所著《渡海方程》

于嘉靖十六年(1537 年)行世，比欧洲第一本印刷水路簿《意大利口岸簿》仅迟 7 年。明末

清初的黄道周，被誉为“闽海才子”，一生著述 100 多种，他在邺山书院讲学时，“四方学者

环江门而来听者千艘”。清代，数学家、水利专家南靖人庄亨阳，所著《庄氏算学》，融合中

西数学知识，成为当时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实用手册。嘉庆年间，沈锦洲、谢颖苏等 9 名画

家以不同的风格，形成诏安画派。近现代涌现散文家许地山、诗人杨骚、小说家散文家林语

堂、天文学家戴文赛、外科专家赵以成、海洋生物学家方宗熙、医学博士中华医学会会长林

可胜、首创拼音文字汉字速记的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蔡锡勇等。他们的贡献和著作也颇受世

人称道。 

  漳州市地处闽粤之交，百越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多姿多彩，山水风光，奇特怪异，

秀丽与雄伟并见，丰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资源，也为旅游业开拓了广阔前景。云洞岩号

称“闽南碑林”，朱熹题称“溪山第一”；九龙江北溪，险滩重重、河流湍急，明代旅游家徐

霞客二度漂游，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赞歌。灵通岩，崖壁峭立，峰峦叠翠，黄道周赞誉其“与

黄山相似，当无不及或有过之”。南郊长福村自明末即以种花闻名，朱德元帅视察之后，盛

赞百花之美，遂以百花村命名。东山岛，湾多、滩阔、沙白、林翠，被誉为“东方的夏威夷”。

此外，还有长泰天柱山国家森林公园，东山乌礁湾国家海滨森林公园，南靖乐土亚热带原始

雨林保护区等，都是独具特色的旅游胜地。目前，漳州旅游重点产业地位已确定，景点建设



 

正在加强。 

漳州市东邻厦门，南接汕头，两个特区迅速发展的形势，给漳州人民极大鼓舞，也使漳

州面临新的挑战。漳州市委、市政府根据闽东南开发开放的总体战略，充分发挥漳台关系密

切、区位特点和长期与海内外交往合作的优势，提出了“对接特区、以港兴市”等一系列战

略决策，并付诸实施。我们坚信，漳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新世纪初叶，必将成为既富有

历史文化底蕴，又呈现高度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城市。漳州市行政区也必将成为海峡两岸经济

繁荣地带——富有特色的繁荣富庶的现代化地区。 

 

第三章 行政辖区 

  漳州是福建的经济辖两个市辖区（芗城区，龙文区）、1个县级市（龙海市）、8个县(漳

浦县，平和县，东山县，长泰县，华安县，诏安县，云霄县，南靖县)。 

芗城区 

芗城区，福建省漳州市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是国务院确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

一，是闽南厦、漳、泉金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本介绍 

  芗城区位于福建省南部沿海。漳州市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总面积 253 平方千米。人口 42 万（2004 年）。通行闽南方言漳州话。 

  全区辖 6 个街道、4个镇：东铺头街道、西桥街道、新桥街道、巷口街道、南坑街道、

通北街道、浦南镇、天宝镇、芝山镇、石亭镇。区政府驻东铺头街道南昌路 96 号。 

  地处九龙江西、北溪下游。地势平坦，水位较低。年均气温 21.3℃，年降水量 1521 毫

米。境内有花岗岩、磁土、铁砂、泥煤矿藏及矿泉水等资源。鹰厦铁路漳州支线、漳汕铁路、

319、324 国道，厦漳高速公路过境。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芝山红楼、唐建南山寺、唐

陈元光墓，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丹霞半月楼、仰文楼、唐咸通碑、宋经幢、孔庙、明嘉

济庙碑。 

地理环境 

  芗城区，位于福建省南部九龙江西溪、北溪夹峙的漳州平原。距厦门 50 公里，离省会

福州 320 公里。东南与龙海市相联，西和南靖县接壤，东北同长泰县隔九龙江北溪相望，北

及华安县毗邻，鹰厦铁路漳州支线、漳汕铁路、319 国道、324 国道，厦漳高速公路过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