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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年的辛勤耕耘，新编《晋江市志》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是历史的记

录，时代的新篇，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她的问世，是晋

江历史上的一件盛事，是值得为之庆贺的。我生于晋江，长于晋江，又服务于晋

江。晋江与我，犹如母子情深。在《晋江市志》定稿之际，我阅读了全部文稿，倍感

亲切与受益。

《晋江市志》是晋江的一部“百科全书"，既客观地记载晋江古往今来的地理

民情，又如实地记述晋江各行各业的发展沿革；既记录晋江人民艰苦创业的历

程，又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斗，前仆后继的光辉业绩。它对于各级干

部来说，如同一部“资治通鉴”，有助于我们了解市情，察古通今，增强政治远见，

实行科学决策；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对青少年，是一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的乡土教材。对于曾经在晋江这块土地上战斗和工作过

的革命老前辈来说，从中可重温昔日的峥嵘岁月，激起美好的回忆和对晋江人

民的眷恋之情。

《晋江市志》也是一座沟通海内外晋江人的“桥梁”。晋江是我国著名的侨

乡，又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据统计，在海外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

晋江人达200余万人，远远超过现在本市的人口。我十分高兴地读到新编《晋江

市志》中的华侨、晋台关系、外经外贸卷，这是我们《晋江市志》的特色，是应该大

书特书的。它不仅反映我们晋江先人为生活所迫，飘洋过海，寻求出路的艰辛历

程；而且，也为今天华侨以及台湾、港澳同胞寻根问祖提供可靠的依据。同时，从

这些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看到海外乡亲热爱故土、造福桑梓的拳拳赤

子之心；可以听到海外乡亲与家乡人民携手并肩，共同振兴晋江的脚步声⋯⋯。

我相信，海内外三百万晋江人，一定会为她的出版而热烈欢呼!一定会从中得到

有益的启迪和深受鼓舞，继续为晋江谱写新的篇章。

今年是我们晋江历史上最光彩、最难忘的一年。3月6日，国务院批准晋江

撤县设市。她结束了具有1275年的晋江县制的历史。晋江市的设立，既是晋江

县历史的延续，又是晋江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新起点。

钟灵毓秀的晋江，哺育了一代勤劳、聪明、勇于开拓的晋江人，在历史长河

中，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晋江的繁荣与发展，艰难探索，矢志进取，创造了光辉的

业绩，也创造了晋江文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晋江人民认

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弘扬“诚信、谦恭、团结、拚搏"的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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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敢想敢干、锲而不舍，在晋江大地上开拓出一条振兴之路、发展之路、幸福

之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晋江速度、晋江效益。出现了建国以来经济实力增长最

快、发展生机最旺盛，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我很赞赏，亚洲晋江社团联合

会会长王为谦先生在5月1日晋江市成立庆典大会上讲的这么一段话：他说

“自公元718年起，晋江建县已一千多年的历史，千年的风雨说不尽我们祖先所

经受的困苦，千年的奋斗赢来了今天小康的生活景象，人们感受到晋江的巨变，

这一变化是切实而深沉的，它是人们再一次解放自己命运，释放本身潜能并藉

以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历史性变化。每当我看到晋江的变化，或者向国内

外人士谈起晋江的变化，我往往是无比激动和自豪的!当然，我不会忘记，这首

先应该归功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归功于省、市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归功于

我们海内外三百万晋江人的奉献!”

晋邑千秋，历沧海桑田，革故鼎新创伟业；

江涛万里，得天时地利，继往开来奠宏基。

晋江市的设立，将使我们晋江人民以其更加宽广的胸怀和豪迈的气魄，吸

纳人类社会一切科学的、进步的文明成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遵循社会发展客

观规律，把晋江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型侨乡城市。我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晋江一定能够成为祖国东南沿海一颗璀璨的明珠，永放光芒!

在这篇序言搁笔之前，我应该感谢那些为编纂《晋江市志》而甘坐冷板凳、

废寝忘餐、孜孜石乞砣、默默工作的同志，感谢他们沤心沥血，再现历史，为我们提

供教益。我们《晋江市志》的读者，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辛勤劳动的。当然，这部洋

洋二百八十余万言的巨著，工程浩大，又时间匆促，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们

批评指正。

中共晋江市委书记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施永康

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1992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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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期，古越族人便于此拓荒耕耘，繁

衍生息。周秦以后，中原汉族逐渐南迁，迨西晋永嘉时期，中原战乱不息，晋人大

举南移，据江而居，故名为晋江。晋江自唐开元六年(718)建县后，始终为泉州市

之首邑。历史上，晋江辖区多有变迁。宋曾析东北地置惠安县。新中国成立后，

晋江县又属地三析，另置鲤城区，石狮市，199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

晋江市，晋江行政区域的沿革，创造了一县成三市的历史奇迹，标志着在农村工

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了阶段性的飞跃。

晋江修志始于何时，目前尚难考订，唯明《永乐大典》存录旧志轶文二则．o现

存最早刊行本为乾隆三十年(1765)((晋江县志》。道光十年(1830)，晋江县再次

修志，但百余年未曾付梓，至1989年，始由晋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正谬订伪，

标断整理，刊印成书。今《晋江市志》历经六载，数易其稿，凡四十二卷，二百八十

余万言，其功竟成，偿海内外三百万晋江人之夙愿，为晋江市政治、文化生活中

一大盛事。

晋江地处祖国东南沿海，枕山临海，东临台湾海峡，西与南安为邻，南毗厦

门特区，北依泉州古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曾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山

川秀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其丰厚文化积淀，堪称“唐宋中原文化

活化石”，素有“海滨邹鲁’’之誉。历史上，人才辈出，文武兼备，先后出现了14任

宰相，7位文武状元，1853名进士。著名政治家曾公亮、欧阳詹、苏颂；民族英雄

郑成功，军事家俞大猷、施琅；科学家丁拱辰；思想家李贽、陈琛(紫峰)；文学家

王慎中；书法家张瑞图；高僧弘一法师等或生于斯，或长期寓居于此。近代，晋江

是福建最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方之一，革命斗争绵延持久，孕育出新四

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等革命志士。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具有

商品经济意识传统的晋江人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光辉业绩，不啻为福建省对

外经济主要基地和对台事务重要窗口之一，其经济综合实力居全省市(县)级首

位，成为福建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跃入全国综合经济实力百强

县(市)行列。

晋江撤县设市，告别了具有1275年县建制的历史，翻开了划时代新的一

页，跨上了建设侨乡新兴城市的历史进程。晋江市的成立预示着：古老文明的晋

江必将英姿焕发，改革开放的晋江更具磅礴气势。晋江领八闽改革开放之先，得

侨乡之益，凭政通人和之势，依团结拚搏之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昨天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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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聪明、开拓、进取的晋江人，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中，必将紧紧围绕“轻型

外向，工贸结合，城乡一体，协调发展"这一既定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把握时机，拚搏创新，千方百计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开拓更加灿烂的明天，努

力把晋江建设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经济发达、高度文明、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侨乡新型城市。

季江霉意盒毒羡￡嘉主茬何锦龙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1992年12月



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全面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晋江市的历史和现

状。

二、志书结构为分卷平列式。以地理、经济、政治、人文为序，分立42卷，前

设概述，后置大事记和附录。记述以文字为主，图表为辅，照片集中于卷首，图表

分别附在各卷之中。

三、上限一般从事物发端写起，溯源述流。下限原至1988年，后作补篇，延

至1992年年底。

四、除华侨、晋台关系卷外，记述地域范围，1988年12月31日以前为原晋

江县所辖行政区划(含今石狮市)，1989年1月1日之后为晋江市现行行政区

划。

五、记述中涉及历代政权机构、官职，均依当时习惯称呼。古旧地名，则夹

注今称。

六、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对国家或地方有较大贡献、对社会

发展具有影响的晋江籍人物，同时也收录对晋江有重大贡献或影响的客籍人物

(1988年前含石狮市人物)。人物传排列以传主卒年先后为序。

七、人物表录按一定规格收录历代职官，专业技术人员，华侨、华人和港、

澳、台同胞名人，仕外人物，进士，革命烈士，英雄、模范、先进工作者等。

八、各朝代名称和年号沿用通称。历史纪年先书朝代纪乏二(含民国纪年)，

后夹注公元纪年。同一年号，每节中只夹注第一次出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冶照公璜纪年。

九、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入志数据，以统计局统计数字为准。

十、晋江是著名侨乡。为方便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阅读，志末收录简

繁体字对照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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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东濒台湾海峡，西和南安县接壤，南与金门隔海相望，北同

鲤城区毗邻，东北紧连石狮市。面积64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38．24万亩。全市辖15个镇，

1个国营农场，823个自然村。人口94．12万人，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有回族、畲族、满族

等。

“海流城外青萝带，岩耸天边碧玉簪”。晋江枕山面海，山川秀丽。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

斜，地形以台地、平原为主。西部呈脉状丘陵分布，地表起伏和缓。海拔517．8米的紫帽山，

常因紫云覆盖其巅而得名，是境内的最高峰。晋东为冲积一海积平原，是水稻主要种植区。中

部及南部为低丘、台地，是番薯、花生、甘蔗等旱地作物的主要产区。境内无大河发育，仅有

20多条以低丘、台地为中心，呈放射状、自成单元独流入海的时令溪流。主要客水有晋江和

九十九溪。晋江象一条蓝色的飘带流经市境北端萦回入海，九十九溪流贯市境，是晋东平原

水网区的重要灌溉河系。龙湖、虺湖如|一J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市境东南部，是福建省著名

的淡水湖。

晋江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日照充足，光热资源丰富，蒸发旺盛，季风显著。夏长不酷热，

冬短无严寒。唐末韩惺的“四季有花常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这一诗句，描绘出这里气候温

暖宜人的特点。最热的7、8月份，平均气温在28℃上t，最冷的l、2月份，平均气温在12”C

上下。全市各地年降水量累年平均911．7—1231毫米，常年年蒸发量超过年降雨量。夏季多

干旱，5—10月份常有台风侵袭。

晋江海岸线总长110公里，岩岸蜿蜒曲折，港湾良多，著名的有泉州湾、深沪湾和围头

湾。晋江拥有海域面积6345平方公里，大小岛礁星罗棋布，是福建省主要的渔业生产县市

之一。晋江物产丰富，土、砂、石等矿产资源蕴藏量大。海产资源有200余种之多，其中江瑶

柱、石斑鱼、锯缘青蟹等10多种海珍品闻名遐迩。

晋江历来在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占有重要位置。在古代是举世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的起点站之一，对外交通贸易盛极一时；晋江又是文教昌明-人才荟萃、声华文物的文明

古县，素有“泉南佛国”、“海滨邹鲁”之誉；晋江人出国侨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祖籍晋江的

华侨、华人遍布世界50多个国家与地区，是全国著名侨乡；晋江与台湾一衣带水，有深厚的

地缘与血缘关系，是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之一；改革开放以后，晋江是“闽南金三角”经济开

放区的主要县市，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迅猛崛起，并以其独特的发展形式和持续的发展速

度，瞩目中外。

据考古查明，在距今7000年前，晋江市就有人类活动。春秋战国时期，古越族人在这里

繁衍生息，陆耕海渔。周秦以来，始有汉人入迁。尤其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州板荡，衣冠

士族为避兵燹，即纷纷南渡入闽。这些千里迢迢自河洛南来，筚路蓝缕的中州晋人，部分定居

在今晋江两岸，他们为寄托对故土的怀念，遂把栖身之地的这条河流取名为晋江。从此，中原

文化在晋江这块土地上扎根、衍化、递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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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经过400年的开发，晋江这个地方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到了唐初，人口增长达5万

左右，生产力也得到不断发展，以前是“茂木深翳”，“皆虎豹猿猱之墟”，这时已开始有“人稠

地狭”之感了。唐久视元年(700)，武荣州州治由丰州东迁泉州(今鲤城市区)。景云二年

(711)武荣州改称泉州(即今泉州)，州治无县，刺史冯仁知以此为由呈请置县，于开元六年

(718)，析南安县东南部置晋江县(因江得名)，县治设于泉州，州县同治，从此晋江的历史打

开了新的一页。千百年来，勤劳、勇敢、富有拚搏开拓精神的晋江人民，凭藉这块历史舞台，在

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下，披荆斩棘，顽强不息地走出了一条晋江之路，

勾画出古往今来、文明盛衰交替的社会发展轨迹。

晋江自建县以后，由于人口剧增，赖以生存的耕地日益不相适应，为此，人们就“向山要

地”，“与海争田”。五代诗人所记“晋江两岸趁春风，耕破云山万千重”的诗句，是当时晋江人

民辟山要地的生动写照。至于与海争田，规模、工程较大者，有唐太和三年(829)的天水淮，以

及五代围垦的陈埭等。历史上留下来的以渚、塘、埭、陂、洲、湾、屿命名的村落、田洋和水利工

程，原来都是海潮起落之所。

耕地不断扩大，水利问题开始困扰着晋江人民。自唐贞元以迄南宋，晋江先后筑成尚书

塘、仆射塘、六里陂、清洋陂、留公陂等水利工程，使大片斥卤之地变成良田。同时，在晋西南

和中部丘台地带修建湖、塘60多处，以蓄汇地面水，引灌旱田，其中最大的有龙湖、虺湖、龟

湖塘、}伏田塘和大沙塘等。

在开发耕地、兴修水利的同时，人们一方面开始重视引种双季稻和进行农、蔬、果、副多

种经营，并以“网罟为耕耘”，发展渔盐业生产。另一方面则开始挣脱土地桎梏，发展商品经

济，并沿着这条奔流不息的晋江，走向海洋，进行海上贸易。于是，当时的后渚港和湾海(今安

海)港便由一个普通的港湾发育成为通海码头。中唐以后，晋江县城泉州(今鲤城)出现了海

外各国商贾云集、车马辐辏的盛况，成为“市井十洲人”的国际市场。

．晋江海外贸易自唐至五代能迅速发展，与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五代时期，自王

潮及其后的几位继承者，都很重视海外贸易，王延彬曾为此而赢得“招宝侍郎”的绰号。王潮

筑子城，留从效拓罗城，开辟通衢大道，构筑“云屋货栈”，也正是为适应这种贸易形势发展所
#≯
商o ‘

海外贸易不仅带动造船、陶瓷、丝麻等与外贸有关行业的发展，也促进文教事业的兴旺

发达。唐贞元八年(792)，晋江人欧阳詹与韩愈同榜题名，开了晋江人中进士之先河，此后，文

教渐兴，读书中举的人逐渐增多，至唐末有8人中进士，五代也有5人。

宋太平兴国六年(981)，晋江析东乡十六里另置惠安县。

宋元时期是晋江县城的鼎盛年代，它以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为特征。谢履的《泉南歌》写

。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反映了泉州对

外贸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北宋元祜二年．(1087)于晋江县城设置福建市舶司，徽宗

时，又置来远驿，为大批外商的到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南宋前期，泉州已和50多个国家和

地区发生贸易往来关系。出口商品有衣料、器皿、食品、药物、杂货等5大类，共60多种手工

业、农业产品，其中以丝绸、瓷器为大宗；输入的商品有棉花、棉布和象牙、玳瑁、玻璃、玛瑙、

异香、胡椒等。“涨海声中万国商”，晋江县城泉州成为世界东方一个重要大港。海外贸易为

弓乡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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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政府财赋收入的重要来源，据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从泉州、广州两个市舶税收入

200万缗，约占国库收入的五分之一。县城南门外出了许多大富商，南宋诗人刘克庄在《泉州

南郭吟》中写道：“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

在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晋江人开始到海外定居，成为晋江华侨之先驱。《宋史·高丽

传》载：在朝鲜“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这里所指的闽人，多数是泉州晋江商

人。在印尼，“以巴邻祁(今苏门答腊)巨港为多”。爪哇东部的杜瓶、勾栏山也是华侨的集结

地。许多人到_『海外，就在寓居地“先纳一妇人”，借以立足，其中有个王元懋还当上占城王的

驸马。到海外定居的人多了，中外关系随之密切起来。如北宋熙宁二年(1069)，由于泉州海

商黄谨的引进，使中断42年之久的北宋与高丽的关系，获得恢复，高丽王因此把中国海商当

作宋朝的使者，厚礼以待，他们派到宋朝的使臣，也大多是通过中国海商牵引的。

随着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晋江的农业、手工业也获得较大的发展。如县城一带出产的

丝绸可以和蜀吴之产相媲美。1975年福建南宋黄升墓出土的两匹金丝绢，就有泉州宗正司

记号，证明在宋代晋江已有高超的丝织技术。当时所生产的棉布完全代替了舶来品而被人们

看好，并被当作贡品上贡朝廷。作为大宗出口的瓷器业，也大展宏图。此时，磁灶造窑烧瓷卜

分普遍，今经发掘的遗址就达9处之多，其所产的青瓷，载誉海外。制盐业方面，宋代晋江沿

海有161处盐场，居全省首位。至于造船业，宋《宣和奉使高昕图经》记载泉州的海船“其长

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吴自牧《梦粱录》也说，泉州“海上商船，大者五

千斛”。出洋的人，都到泉州集中出发。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南宋大船(一艘中等远洋

帆船)，具有结构坚固，抗风力强，吃水深，稳性好的特点。由此可见，两宋时期，泉州的造船技

术已达到很高水平，并在当时居世界先进地位。

为适应海交贸易进出口物资的集散转运，两宋时期晋江共造了90座石桥，其中长度在

80丈以上的有9座。建于宋绍兴八年(1138)的安平桥号称“天下无桥长此桥”，全长2255

米，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梁式石桥。晋江因造桥之盛，而赢得了“闽中桥梁甲天下”的美誉。

两宋时期，晋江文教事业也发展很快，文武进士及第者共1233人，其中有两名状元，5

名榜眼，并有6人当上宰相。曾公亮这位北宋有名的贤相，他主编的《武经总要》，是一部军

事史和科技史的名著·。南宋状元梁克家，其所著的《三山志》，被列为宋代不可多得的优秀方

志。晋江文教昌明，人文鼎盛，雄称海内。

进入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即元军占领泉州的第二年，就在县城设置市舶司，任命阿

拉伯穆斯林后裔蒲寿庚为市舶司提举，并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

令输税”等一系列方便海商贸易的政策，还颁布“官船官本商贩”之法，扶助商人出海贸易，使

泉州海交贸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时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近百个，贸易

额超过广州。“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泉州一跃成为世界东方第_大港。

海交贸易的空前繁荣，招徕了四面八方商旅。中世纪晋江县城既是贸易大港，又是中外

文化交流中心，外国商人及传教士也把他们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传入晋江，使晋江文化既

有中原古老文化遗风，又有外来文化痕迹相映交融的特色。同时晋江出现了既有中国古老的

道教、汉化了的佛教，又有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中亚的摩尼教、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和欧

洲的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

。，0。。；；．。蔫。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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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由于占据泉州的那兀纳的叛乱，加上明初实行“海禁”，不许“携带违禁货物下海”，

甚至于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往福州，使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顿时

窒息了，占重要地位的对外经济贸易遭到严重破坏。然而，在生存斗争的逆境之中，有着700

。多年海交贸易历史的晋江，却在挫折中出现奇迹，海上民间私商乘机崛起。明朝中叶，晋江参

加海上贸易活动的人，要比宋元时期更加多而普遍，并涌现出一批新兴的自由海商，尤其是

安平商人，在“走私”贸易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贩海贸易这个行业，再也不象宋元时

期仅是海商世家的独家行业，而是摆脱了封建政府和封建势力之控制，变成社会上各阶层乃

至“山居谷汲“田亩之夫”竞相驰逐之所。晋江的安海港由此而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私商

贸易的最大港口。
’

海上私商贸易悄悄地兴起，一些受生活所逼的无业贫民，纷纷违禁出海到菲律宾、印度

尼西亚、新加坡、柬埔寨、安南(越南南部)、泰国、马来西亚等地。据《明史》记载：当时到菲律

宾的“闽粤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虽然他们背井离

乡，飘洋过海，寓居异域，被国内封建政府视为罪民，成了“海外孤儿”，遭受殖民主义者任意

摧残：处境非常困难，但拳拳赤子之心，却使他们时时关心着国内的乡亲，如晋江大仑蔡氏，

于嘉靖年间(1522--1566)就寄钱回乡赡养家眷、帮助兄弟建家立业。诸如此类，渐渐形成并

出现了晋江的早期侨汇。

随着海上民间私商贸易的崛起，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晋江商业

性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作物种植的社会化，促进了农作物专业化地区的形成和扩大。

晋江以种棉花为主，因而成了“吉贝之乡”。另者，因“蔗利厚，故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还大

量种植荔枝、龙眼、靛青等。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家庭手工业的发达。此时，

棉纺织业已是晋江妇女最主要的家庭副业：妇女们善刺绣，“或剪彩为花，或仿北土缇缣，或

效西方毳罨厨，色色俱工”，并能生产十几种丝绸。磁灶的瓷窑，也有所变化，以烧陶器为主，

“大小钵子缸窑之属，甚饶足，并过洋”。制盐方面，普遍推广淋卤滩晒法，晋江的盐业生产位

居全省第二。制糖业仍是手工业中的顶梁柱，产品远销日本、波斯、欧洲。造船业，由于本地

木料日趋昂贵，商人多赴东南亚各国采购木料，就地造船。这时期，安海镇“人I=l十余万”，“直

街曲巷，无往非贸易之店肆，约有千余座”。故“市镇繁华，贸易丛集，而不亚于省城”。至明末，

福建沿海连年灾荒，社会动荡，晋江灾民，又纷纷徙流海外。

清兵入闽之后，清政府为了消灭沿海抗清势力，实行“禁海”、“迁界”等残酷的镇压政策，

安海镇尽成废墟，晋江私商贸易受到沉重打击。在郑成功抗清期间，晋江滨海居民大量外流，

许多晋江人举家迁往台湾，亲戚互相提携，去台人数象滚雪球一样增加。他们不但带去了先

进的生产技术，而且也带去了传统的风俗文化，对开发台湾发挥了重大作用。康熙二十三年

(1684)复界之后，安海港很快蹶而复振，外洋大船时常泊淀于此。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不

得不在安海设户部税馆“鸿江澳”以榷税。乾隆四十七年(1784)，清政府准许晋江蚶江与台湾

鹿港进行对口贸易，后又批准蚶江与八里岔对口通航。晋江海商以鹿港为转口站，与日本、吕

宋等国发生贸易关系。清代中期以后，一种新的商业组织形式——“行郊”，在晋江沿海一带

相继出现。．
’

明清时期晋江的文化教育艺术也很有特色。境内有泉山、小山、梅石、崇正、清源、石井、



6·概述

南塘、欧阳、宝海庵、正音等10所书院，乡间普遍设有社学、私塾和蒙馆。明代，晋江有443

人高中文、武进士，还出了6名相国，9名尚书。清代也出了163名文武进士。明代晋江的

《易》学研究独步海内，著名的学者有几十家，著作达98种。其中蔡清的《易经蒙引》，陈琛的

《易经通典》，苏浚的《易说》是研究《易》学的权威作品。明代大文学家王慎中，是唐宋文风的

首倡人，以他的非凡才华，誉摘“一代文学宗师”桂冠。其他如何乔远的《名山藏》、《闽书》等也

很有名气。而张瑞图的书画，与董其昌之作齐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

成为中国目录学的圭璋名著。清代军事科学家丁拱辰，他研制新式火炮和所著《演炮图说》，

对军事国防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艺术方面，既保留中原文化遗韵又汲取闽南风土文化精华

的晋江南音、民间乐曲、舞蹈以及梨园、木偶、高甲、打城等戏曲，到了明清时期，也盛极一时，

风靡海内外。

鸦片战争之前，侵略者以鸦片开路，晋江许多村庄都成了侵略者贩毒走私的据点。随着

鸦片而来的是外国商品大量输入，到处倾销，使晋江传统的棉布等手工业产品遭到严重的冲

击。战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晋江

对外贸易停滞，手工业倒闭，加上清政府的层层盘剥，农村凋蔽，农民和手工业者大量破产，

民不聊生。晋江人又一次像先辈_样，满怀悲怆地拖着踉跄的脚步，纷纷逃往南洋谋生，其中

有不少人成为西方殖民者诱骗的“契约华工”——苦力，从而形成了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

出国高潮，为晋江后来成为福建，乃至全国著名侨乡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时期，晋江人有华侨

关系的日益众多，生活来源主要依赖侨汇的社会特点越来越突出。

辛亥革命期间，海内外晋江人积极参与。晋江华侨纷纷在居住国参加同盟会组织，并慷

慨解囊，以巨资资助革命，而深受孙中山赞誉。还有不少晋江籍华侨回国参加光复斗争。1911

年10月，泉州同盟会成立统一领导机构，以印尼华侨蒋以麟为会长。11月7日，安海革命党

人发动群众暴动，打响辛亥革命在福建的第一枪，宣布安海光复。11月18日，晋江县城光

复。辛亥革命失败后，晋江陷入军阀混战局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压迫下，人民生

活更加艰难。晋江人为谋求出路又成批出洋逃生。

为救国拯乡，晋江海外侨胞试图走“实业救国”道路，他们开筑公路，创办汽车运输公司、

海运公司、电灯公司、农场、工厂企业和兴办新学、医院，乃至施医、舍药、助棺、恤邻，希望祖

国强盛，家乡人民安居乐业。然而，“实业救国”也不能使晋江人民摆脱苦难。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新青年》、《向导》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开始传入晋

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创办社团、报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927年1月，中共泉州

特别支部成立，中国共产党晋江县地方组织诞生了，工农民众组织工会、农会，减租减息斗

争，如火如荼。4月，泉州“四一o”反革命事变后，泉州国民党实行“清党”反共，晋江革命斗

争转入低潮。1929年5月，中共泉州县委成立，领导人民轰轰烈烈地开展“五抗”(即抗租、抗

税、抗粮、抗捐、抗饷)斗争。1934年4月，在中共晋南县委领导下，组成晋江第一支武装队

伍，翌年4月，扩编为晋南游击大队，开展游击战争，与国民党的反共剿共政策，进行针锋相

对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共晋南工委领导下，1938年5月，成立

有2000余人的抗日群众武装组织——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继而采取一系列措施同国民

g：●{^，{％／自：

囊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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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期间，海外晋江爱国

华侨均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断绝，晋江侨乡人

民陷入严重困境，生活十分悲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晋江人民在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领导下，开展反“三

征”(征兵、征粮、征税)、反“清乡”斗争。同时组织武工队、游击小分队、泉州团队，开辟游击

区，开展游击战争。1949年8月31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县城泉州。9月4 El，晋江

全境解放。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广大晋江人民勇敢战斗，前赴后继，董云阁、李子芳、沈尔

七、许运伙、尤大斧等一大批优秀儿女，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49年9月9日，晋江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然而国民党留下的旧晋江，经济衰竭，交

通破坏，匪乱如毛，时疫蔓延，投机猖獗，通货膨胀，年人均粮食176公斤，人均年收入只有

45元，整个社会经济濒临破产。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行政区划历经了几次析变：1951年析城关及其近郊置泉州市(今鲤

城区)，县治迁至青阳镇，70年代初又析晋北3个公社和1个农场归泉州市，1988年析出4

个乡镇置石狮市。1992年3月6 El结束了1275年县建制的历史，成立了晋江市。

43年来，晋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入伟大、艰巨的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1949--1978年和1978--1992年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949--1952年，全县开展剿匪反霸、禁毒清毒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

运动，进行“三反”、“五反”斗争，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实现国民经

济的根本好转。1952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5551万元，比1949年增长61．64％。交通

运输、财政贸易、文教卫生均有迅速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1953年以后，晋江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针对

历史上农业生产水源紧缺、常年干旱、风沙危害等实际情况，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营造

防风沙林带。1954年8月，组织上万民众，自南安县金鸡桥下新辟金鸡水渠，引晋江水与原

晋东水渠相接，并筑堤防洪，实现了自明朝以来数百年晋江人民梦寐以求的“破金鸡，灌晋

南”的夙愿。至60年代末，全县建成大小水利工程3000多处，其中以新坡水库、石壁水库

(和南安县合、建)为最大。70年代，随着山美水库的建成，先后在灌区内建成5大电灌站，

共修建0．5立方米／秒流量的水利干渠381公里，外引客水2．61亿立方米，占实际可利用水

量的78．3 oA。全县有效灌溉面积42．7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0％。与此同时，在风沙严重

的晋东沿海一带营造防风固沙林和农田防护林，筑起了一道道绿色长城，挡住了风沙，保持

了水土，改善晋江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稳产高产。在这期间，晋江还进行农业耕作制度改革，

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县农业生产获得了一定恢复与发展。其中1950--1952

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8．38 oA；1953--1957年，平均每年递增7．73％；1958—

1962年，由于“大跃进”、“公社化”、浮夸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带

来的经济困难，使全县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8．76％；1963--1965年，经过几年的调整，

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6--197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发展缓慢。至

197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为1．47亿元，比1949年增长4．1倍，平均每年递增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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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78年统计，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2．3873亿元，比1949年的3433万元增长了

5．95倍，其中工业产值9200万元，比1949年的580万元增长了14．86倍；社会商品零售额

1．2807亿元，比1949年的4189万元增长了2．06倍；财政收入1476万元，比1950年的387

万元增长2．8倍；农民人均年收入107元，比1949年的45元增长1．38倍。人民生活有了

较大幅度提高。此外，渔业、交通、邮电、电力、文化、卫生等发展迅速。尤其教育事业发展速

度更快。自清．末民初废科举、兴新学之后，晋江的学校教育虽有一定发展，但至1951年市县

分治(即不含今鲤城区)时，境内也仅有中学4所、学生1042人，小学201所、学生34499人。

而至1978年，全县则发展到中学27所、学生3551 8人，小学412所、学生123940人，学校数

与学生数均出现几倍甚至数十倍的增长。同时，向全国大专院校输送1800余名合格新生，

并为后来造就了众多教授、专家、学者。

1949年至1978年的29年中，晋江以发展农业为基础，全面恢复、调整、巩固、发展国民

经济，使晋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粮食产量获得了较

大的增产。然而，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海防前线，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海峡两岸人

为的严重对峙，战备需要延缓了工业建设步伐，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0年“文化大革命”

的干扰、破坏，由于人口的不断急剧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恶性循环，加上长期推行

单一经济模式的制约，使晋江仍然是个封闭的农业的“高产穷县?。获得新生的晋江人，远未

在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完全摆脱贫困，寻觅到致富之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晋江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继落实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完成农村第一步改革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如同春风化雨一样，滋润了晋

江南岸这块贫瘠的赤土地，并使之生机勃勃、郁郁葱葱。富有博采、开拓、进取精神的晋江人，

终于冲破了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的羁绊，以乡镇企业为龙头，外向型经济为导向，大力发展农

村商品经济，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全面发展，使晋江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物

质文化生活乃至精神面貌均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1978年底，陈埭率先出现了利用侨乡闲散的资金、房屋、劳力，联户创办企业。1979年，

全县各乡镇纷纷仿效创办，摸索前进。1980年8月，中共晋江县委从县情实际出发，毅然选

择扶持乡镇企业作为振兴晋江经济的重大决策，颁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

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允许社员集资办企业，允许雇工、允许股金分红、允许推销提成、允许

价格随行就市以后，全县乡办、村办、联户办、个体办企业如春潮涌动，迅猛崛起。一年中，联

户办企业就创办500多家。当年，晋江第一次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历史性变化。

以大办乡镇企业为契机的同时，1978年底，晋江开始与外商签订“三来一补”合同，承接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等业务。1982年起，晋江积极引进外商投资，创办“三资”企业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1991年又出现了外资成片土地开发热潮。福埔、安平和深

沪东海域三大片综合开发区总面积达4880亩。

至1992年底，晋江乡镇企业总数2．16万个，为1978年的18．93倍，创办市、镇级工业

小区40个、村级工业小区20个，市内从业人员26．5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58．29％，吸

纳外来劳工约18万人。乡镇企业总收入48．42亿元，比1978年3453万元(不含石狮市)增

长了163．36倍。乡镇企业总产值达56．35亿元，占全市全年社会总产值的74．25％，位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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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县(市)级第28位，福建省首位。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超亿元的镇有14个、村6个、企业

1个，超千万元的村101个、企业46个。乡镇企业跃为晋江国民经济主要支柱。至1992年，

晋江共对外签定“三来一补”合同19993份，有4000多家企业先后承接过来料加工装配业

务，消化城乡富余劳力4万多人。实收工缴费3912万美元，占泉州市各市县工缴费收入的

一半以上，占福建省工缴费总收入的40％以上。至1992年，晋江累计批准三资企业903家，

实际投资13．99亿元，利用外资2．0437亿美元。外商从以港澳台为主逐渐扩展至东南亚、

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13个国家和地区，跻身于国际市场的产品有电子、机械、建材、塑

料、纺织、服装、食品、鞋帽等20多类，1000多个品种。至1992年福埔、安平和深沪东海域三

个土地成片综合开发区已破土动工，资金投入总数达1788万美元，占注册投资金额的

40％。同时，晋南开发区也初具规模。镇村级29个工业小区开始起步，共建成标准厂房30

万平方米。

乡镇企业的崛起，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晋江经济的第一次飞跃。而成片开发区的建设，则

标志着晋江对外开放正向大资金、高技术、多行业和群体化方向发展，实现晋江经济的第二

次飞跃。晋江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正向综合开发区、三资企业小区、乡镇企业群为主体的多

层次、多功能、多形式的外向型经济新格局发展。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轻型产业结构，正

逐渐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以中小型为主的企业结构，正在逐步形成区域化专业生产经营格

局，并逐步向企业集团公司发展。“晋江模式”、“晋江速度”、“晋江效益”令世人所瞩目。

随着以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迅猛发展，晋江国有工业生产也在大踏步前

进。一些与人民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工业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适销对路的花色品种有较

大的增加，有数十种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传统的通草匦、锡雕、珠绣拖鞋、竹编、福绣等工艺品

驰名中外，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衙口花生、泉成肉饼、安海食珍糕等名牌土特产品备受

青睐。各种精美服装、鞋类吸引着广大的消费者。至199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含乡镇工业

企业)达54．45亿元(1990年不变价)，比1978年增长了58．18倍。工业与农业产值的比重

1949年为16．89 l 83．11，1978年为25．4 t 74．6，1992年则为89．64 r lO．36，产业结构发生

了重大变化。

为适应乡镇企业与外向型经济的腾飞，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对制约经济发展的能源、邮

电、交通等设施加强建设，集中财力改善投资环境。先后筹资完成罗山和龙湖2个110千伏

输变电站的投建工作；引进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日本富士通F2---150C程控电话设

备；新建东石300：--500吨级栈桥式码头2个，以及深沪5000--7500吨级散杂货兼集装箱码

头1个。至1992年，全市2个110千伏输变电站先后投入运行，全年供电量达5．5亿千瓦

时，比1978年增加30．09倍；全市程控电话总容量达1．92万门，为1978年“摇把子”电话机

总量的14．5倍，用户可直拨全国400多个城市以及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在全国率先实

现农村电话程控化；全市公路通车里程596．64公里，比1978年增加317．94公里，并以平均

每百平方公里通车里程87公里的密度居全国榜首，客货运汽车可直通全省各地以至广州、

深圳、温州、上海等地，东石码头成为可直航香港的起运点，新的水陆交通网络正在逐步形

成。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广泛的商品流通渠道，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