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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福安是福建省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先民筚路蓝缕，创业维艰。

早在隋唐之际，位于长溪出海口的黄崎镇得水运之便就异常繁荣。经

过疏凿整治后，黄崎港“画鹚争驰，长鲸弥浪”，被闽王赐名“甘棠

港”。千百年来，长溪这条闽东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一代又一代优

秀儿女，这里走出了开闽进士薛令之、义士郑虎臣、爱国诗人谢翱，

其文章德操，彪炳史册，传诵千古。“三贤"气节成为福安历史文明

的主旋律，清廉、正直、忠风、义骨成为福安儿女历久弥坚的精神柱

石。

福安人民具有光荣的斗争传统，为反抗封建剥削、统治，曾一次

次揭竿而起，竖起坚决抗争的义旗。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

马列主义在福安的传播，福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轰轰烈

烈的苏维埃运动，使福安成为闽东苏区中心，驻有4个县委和县苏维

埃政府，建立有24个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1000多个乡、村苏维埃

政府，共产党员发展至一千多人。民国23年冬，国民党重兵“围剿”

福安苏区，全县318个村庄被烧毁。为了自由，为了解放，为了新中

国的诞生，数以万计的革命者献出宝贵的生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勤劳勇敢的福安人民发扬革命传统，努

力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各项建设全面铺开。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福安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福安的社会发展呈现出前

所未有的良好态势，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进步，广大群众的建设

热情空前高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盛世修志，以史为鉴。为弘扬福安文明传统，1984年以来，在

福安市委、市政府几任领导的直接关心下，经过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和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一部190多万字，记载时间跨越七百多

年。内容涉及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福安市志>，

终于正式出版了。这是福安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我谨代表福安市委、市政府，向所有在志书

编纂、出版期间给予关怀、指导、支持的有关部门领导、专家以及全

体编纂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福安市志>的出版，将为各项决策提供历史的借鉴，还将作为

地情教育、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必不可少的教科书，惠及子孙后代。它

也将成为外界了解福安的重要桥梁和窗口，将对福安市各项社会建设

事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

全市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福安必将迎来一个更加绚丽多彩的春天!

辜燃嘉曼傅贤光中共福安市委书记
““～

一九九九年三月

一



}

『

序 二

志为一方之信史o‘县之有志，常被视同于家有宗谱、国有国史。

历史上福安县曾9次组织修志，现存的福安旧志尚有6种之多。最后

一部<福安县志>编修于清光绪十年，主修者是浙中才子张景祁。这

位颇有忧患意识的清末有识之士，在福安县令任上，为我们留下一份

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书中对畲族村庄的逐一记述，是我们今天能见

到的最详细的闽东畲族分布史料。民国期间几次动议修志，终因时局

动荡、民不聊生而告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也曾计划修志，同

样因为条件不具备而未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安百业兴旺，经济蓬勃发展，经历

了由县改市的历史性变化过程，为我们这次修志准备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1984年以来前后十多年中，<福安市志>4次修订篇目，五易其

稿，一部洋洋190万字的文史巨著终告纂成出版。

<福安市志>结构严谨、篇目科学合理。全书记述福安建县七百

多年来的历史事实，观点鲜明，脉络清晰，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特

点突出。其中的“老区"、“畲族”、“开发区”、“电机电器”等卷的设

置．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福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

田地，开展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为新中国的诞生所进行艰苦卓绝

的斗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安50多万汉畲人民和睦相

处，携手共建家园，为把福安建设成闽东经济中心城市所作出的种种

努力，更独具特色。如果把突出时代、地方特点看作评判志书得失的

．ft



重要标准的话，我认为<福安市志>的编纂是成功的。

历史是人民谱写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安人民以满腔

热情投入建设，用如椽巨笔描绘出福安历史上最富有朝气、最富有生

命力、最富于创举的一页。我能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参与福安市政

大计和福安人民共谱春秋，感到十分欣慰。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值此《福安市志>出版之机，我代表福安

市人民政府，向十多年来，不计个人得失，为编纂《福安市志>默默

无闻、辛勤笔耕的全体修志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向在<福安市

志>编纂期间给予关心指导的有关领导、专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相信，《福安市志》出版后将对福安市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愿福安迎来一个多福、安定、祥和、

富足的崭新世纪!

福安市人民政府市长蓝如春

一九九九年三月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系

统全面地记述福安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福安市现行版图为限。在追述原福安

县历史时，凡属人与事不在今版图内的，虽史志有载，亦不予收录；

对市境内省、地以上单位依据行业性质，记其范围、规模，不详记其
、一，一●

洁功。

三、本志上限不限，力争追溯至事物发端，下限一般至1990年，

闽东赛岐经济开发区、电机电器等特色卷及人物表下限适当下延。

四、本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卷中设若干专业分卷，各卷一般设

章、节、目三个层次；卷末设附录。

五、本志以述、记、志、图、传、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概述

采取叙议结合记述；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结合纪事本末体。

六、本志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朝代年号，加注

公元纪年；民国纪年每节首次出现加注公元纪年，其后从略。

七、本志均采用第三人称；凡外国国名、地名、人名、党派政府

机构、报刊译名，均以新华社译名为准；外国人名括注外文原名，古

地名冠以朝代名称，并括注今地名。

八、本志数字书写按国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执行，1949年后工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其他用

Z，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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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价折算。计量单位，以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

位的命令>中的标准为准，‘志书中的市制均折成公制。本志出现的货

币名称，1935～1947年为法币(注明者除外)；1948年至解放前夕为

金圆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旧人民币币值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币值。

九、本志资料取自档案、单位编写的史志、有关书籍、报刊、回

忆录、实物、口碑等，经核实后入志。各项数据，一般以市统计局数

据为准，统计局没有的，则采用有关单位报表、总结中经核实的数

据。

十、本志一律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行文力求严谨、朴实、

简明、流畅o
。。

十一、本志立传人物为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福安籍和虽非福安籍

但长期居住在境内有重大贡献的已故者；英名录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经有关部门认定的烈士和国民党抗日阵亡将士，人物表只收录

福安籍历代进士、清及其以前五品以上职官、民国县团级以上职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副处级以上干部，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

者。获得博士以上学位、高级技术职务人员和外籍在福安工作获得高

级技术职务者。

十二、本志附录收录本市境内历代重要文献、优秀诗文和限外纪

要。

十三、本志中的“解放前(后)”以1949年7月19日福安解放

为界限；“福安市”以1989年11月13日国务院批准日为界，之前为

“福安县”，之后为“福安市’’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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