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地方文化 

福州近现代名人辈出，有南宋爱国名相李纲，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启蒙思想家严复，

文学家林纾，辛亥革命烈士林觉民，海军元老萨镇冰，“二七”革命烈士林祥谦，文学家高

士其、数学家陈景润、国府主席林森、文学家郑振铎，化学家侯德榜，文学家冰心，华侨领

袖黄乃裳等，举不胜举。仅宋、明、清 3 个朝代，福州籍进士达 3632 人，其中状元 7 人，

位居全国各州府的前列，近现代名人灿若繁星，举不胜举。福州又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从清朝到民国先后 13 任海军总长、次长、总司令为福州人囊括。1991 年，国家对近现代中

国杰出专家学者所作的统计中，福州籍 53 人，中科院福州籍的学部委员、院士 47 人，均列

全国各城市的前茅。 

方言 

福州方言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在唐末五代期间就已定型。在福建方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该方言是闽江下游的旧福州府“十邑”的共通语，整个闽东地区的代表性方言。在今福

州市所属的 5 区 2 市 6 县通行，今宁德地区所辖的 2 市 5 县也能听懂。在闽东方言区之外的

浙江省泰顺县、平阳县、苍南县部分乡镇也有通行福州方言的。至于闽北地区如尤溪、建瓯、

沙县、顺昌、将乐等，则以福州话为第二方言，从闽东方言区出去的华侨更是把福州话传播

到世界各地。 

福州方言是多来源的。其底层应当是古闽越族的语言。魏、晋之前的早期移民带来古吴

语和古楚语，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也明显地留存于福州话中，近代普通话中的新词更是大量

地进入福州话，甚至外国语如日语、英语等也都进入福州话，共同构成这一方言。 

近 300 年来，福州话无论是在语音的声韵母、音变规律、字音的变读方面，还是在词汇

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又是极其缓慢的。 

正因为如此，福州话具有自己的特色。从音类来说，古时同一个音类的字在福州话中常

有多种读法，这些不同读法往往反映不同时代的语音特点。从字音来说，一个字有几种读法

现象在福州方言中是常见的，其中有的属于文白读，有的是因为在不同时代构词分别读为不

同层次的音，有的是为区别字义而变读。从语言结构来说，由于语音系统自身条件及词汇语

法的制约，福州话的语音包含着一系列的语流音变，包括变声、变韵、变调、轻声等。 

就福州话的外部关系而言，由于福州所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地位，它对周围小方言的

影响是很大的，它本身又拥有较大的稳固性，这在南方诸方言中是不多见的，也是令人注目

的。 

为便于阅读，将这些音标符号与汉语拼音对照说明如下： 



 

部分乡镇也有通行福州方言的。至于闽北地区如尤溪、建瓯、沙县、顺昌、将乐等，则以福

州话为第二方言，从闽东方言区出去的华侨更是把福州话传播到世界各地。福州方言是多来

源的。其底层应当是古闽越族的语言。魏、晋之前的早期移民带来古吴语和古楚语，上古汉

语和中古汉语也明显地留存于福州话中。 

第七章 十大名片 

“福州十大名片”：三坊七巷、马尾船政、林则徐、三山两塔一条江、鼓山、闽剧、温

泉、寿山石、昙石山文化遗址、青云山。 

昙石山文化：昙石山文化因昙石山古人类遗址而名。遗址位于福州市闽侯县甘蔗镇昙石

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实物最多的史前古人类文化遗址。

距今 5000 多年的昙石山文化，堪与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相媲美，并具有海洋文明独特而

鲜明的特征。1954 年发现昙石山文化遗址以来，已先后进行了 8 次考古挖掘，出土了被誉

为“中华第一灯”的陶灯等一批重要文物。 

船政文化：船政文化指晚清福建船政兴办时期所形成的思想文化成果。1866 年创办于

福州马尾的福建船政，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和中国近代工业、科技、高等教育

的发源地。在其兴办的 40 多年里，福建船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

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活动，推动了近代中国造船、冶

金、电信、铁路、飞机制造等新式工业的诞生与发展，并在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留下了丰硕

的思想文化成果。 

“三坊七巷”文化：“三坊七巷”文化源于福州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三坊七巷”

坐落于福州市中心城区（鼓楼区），是从南后街两旁从北至南依次排列的坊巷总称。 

“三坊”即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七巷”即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

巷、宫巷、吉庇巷。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基本格局形成于唐代后叶，到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中叶发展

到了鼎盛，总占地约 45 公顷，现存古建筑 200 多座，坊坊相连、巷巷相通，粉墙黛瓦、布

局严谨、房屋精致、匠艺奇巧，被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中国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

福州许多名垂青史的名人，也都出自“三坊七巷”或与之密切相关，其间蕴涵的厚重的历史

人文气息，集中展示了福州闽都文化博大精深、沉潜冲和的底蕴。 

寿山石雕：寿山石文化以寿山石雕为载体。出产于福州晋安区寿山乡的寿山石是上等雕

刻彩石，因其色彩斑斓、温润如玉、晶莹剔透，素有“石之君子”、“国之瑰宝”的美誉，寿

山田黄石更是被誉为“石帝”、“石中之王”。 



 

第八章 旅游观光 

福州古代对旅游景点的开发始于僧侣道人。西晋初期，佛教开始传入闽中，在今屏山南

麓兴建福建第一座佛教建筑绍因寺；后又建道教城隍庙于冶山。唐贞元十二年(796 年)观察

使李若初在西郊怡山建道教建筑冲虚观。唐光启三年(887 年)于寿山建寿山寺，从此，福州

寿山石矿被人重视，生产寿山石雕。梁开平二年(908 年)，建鼓山涌泉禅院。后唐同光三年

(925 年)闽王王延翰在西湖建水晶宫，从此西湖成为游乐园地。著名的白塔、乌塔也分别于

唐天祐元年(904 年)、后晋天福六年(941 年)相继在于山、乌石山建成。在唐代，福州旅游，

特别是士人漫游成风，宗教朝圣盛行。宋代福州已成为全国造船业的中心；福州海外贸易也

更加发展，成为“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繁荣港口城市。民族英雄李纲、文

天祥，诗人张元干、陆游、辛弃疾，唐宋八大家曾巩，理学家朱熹，书法家蔡襄，名臣程师

孟、赵汝愚等都在福州生活、任职，吟诗作赋。蒙古武力南下，攻破帝都临安(今杭州)，南

宋景炎元年(1276 年)五月，端宗在福州即位。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意大利著名旅游

家马可·波罗沿闽江至福州游览访问。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 年)，三宝太监

郑和七下西洋，福州商人亦随船访问游览东南亚、印度洋、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等 30 多个国

家和地区。明朝大旅行家、地理家徐霞客曾五次入闽，其中明泰昌元年(1620 年)六月中旬

慕名游览福清石竹山。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戚继光率领戚家军援闽平倭，在捣毁牛田

倭寇巢穴之后，班师福州，在于山、瑞岩山设宴庆功，挥写酒诗，在驻福清时还发动军士开

辟大洞天、宜睡洞等胜景。 

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年老辞官返里的民族英雄林则徐除在西湖荷亭

建造桂斋纪念李纲外，还发动百姓疏浚西湖。 

民国 4 年(1915 年)，沈绍安第五代传人沈幼兰在塔亭路开办兰记脱胎漆器厂，产品曾

获美国博览会头等奖。民国 12 年 4 月，蒋介石同刘峙、顾祝同等人到鼓山游览，竖立“其

介如石”石碑。抗日战争期间，一些文人如郁达夫在榕公务之余，寄情山水，考察风情。 

1949 年 10 月以后，华侨服务社成立。福州建起华侨大厦，为华侨出入境和食宿探亲旅

游提供方便。到 60 年代中叶，福州已有设施简陋的对外接待宾馆。如交际处、温泉宾馆等

二三座。“文化大革命”中境外游客锐减，侨胞、台胞等探亲一度中断，福州旅游业十年停

滞不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福州旅游业开始复苏。1979 年，国务院批准福州为对外

开放城市。次年福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福州市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作为管理全市旅游行

政职能的部门，此后福州市建立福州旅游商品公司、旅游客运公司、榕城汽车服务公司、闽

港车队等，旅游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1984 年，先后修建南公园游乐中心、西湖桔子

洲游乐场和福建省第一家农民乐园——福州西区游乐园等新景点。当年完成的项目有闽江宾



 

馆、华福宾馆新楼、西湖宾馆 6 号楼、东湖宾馆 9 号楼等，温泉大厦也开始动工。郊区社队

先后投资 440 万元，在市内建了 6 家饭店和旅社，拥有床位 1900 多张。1985 年，平潭县龙

王头海滨度假村建成使用，福州海山、于山、外贸酒店等宾馆相继建成开业。1986 年 4 月，

福建省政府召开全省旅游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旅游业的精神，会上确定福

州、闽南三角地区、武夷山风景区为福建省旅游基本建设的重点，市旅游局配合省旅游局进

行全省省级风景名胜区的普查，共同审定了首批鼓山、西湖等 10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当年，

由市华福公司、中行、香港丰隆集团合资兴建的温泉大厦开始试营业，接着华林宾馆、闽都

大厦也陆续开业。长乐县下沙完成海乐酒家等 10 个单体项目，来榕的国际游客食宿问题已

基本解决。当年，市旅游局利用地方特种工艺和原材料组织制作 20 多种旅游工艺品，福州

美术瓷厂、平潭贝雕厂等单位联合经营，建立旅游商品生产基地。1987 年，东湖宾馆综合

楼(元春楼)破土动工，下沙度假村利用社会力量完善综合服务设施，由 19 个单位和 14 家华

侨户、个体户集资，协力完成第二期工程。1988 年，福州开始修复江南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华林寺大殿，开辟福州商业城闽都古街和西湖游乐园。省旅游公司在马尾兴办马尾购物中心，

与台商、港商合资兴办福贝墙纸厂。省旅游实业公司与台商在福州签订 50 万双旅游鞋的订

货合同。1999 年春夏之交，由于受政治风波影响，福州旅游业急剧下降，据各主要旅行社

的不完全统计，取消来榕旅游计划的境外团体有三四百个，人数 1 万余人。当年 6 月 8 日，

香港至福州的包机航班上只有 4 个乘客；接着福州旅游业奋力爬坡，才逐渐走出困境。2000

年，西湖进入扩建，游览区比原来扩大 1 倍多。外贸酒店积极利用国际商贷，进行更新改造，

提高接待能力。当年 9月，国家旅游局提出旅游发展要实现四个转变，即从主要搞接待变为

开发旅游资源与接待并举；从只抓国际旅游转变为国际、国内旅游一齐抓；由靠国家投资转

变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和个人一起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起上，旅游经营单位由

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单位。1991 年 2 月，省政府批准连江县青芝山为省级风景名胜区。1992

年是中国友好观光年，通过深入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福州市旅游业又有了新发展。当

年，平潭县作为全国著名旅游资源普查单位和福建省对外开放综合改革试验区，积极制定规

划。到年底，福清、闽侯、闽清、永泰等主要风景区所在县都建立旅游局，建设一批以外资

为主、观光度假相结合的旅游开发区和度假村，如福州市森林公园度假村、平潭县海滨度假

娱乐中心、福清市石竹山娱乐中心、闽清县水口娱乐中心。还与港商合资修建福州鼓山索道

缆车，鼓岭吸引外资兴建农业开发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农业观光园，吸引外资投向由单一宾

馆向修建配套设施和景区、景点开发方面发展。 

在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福州市旅游业取得长足进步与发展。至 2004 年底，全市拥有

涉外宾馆、饭店 30 家，其中四星级饭店 3 家(西酒、温泉、外酒)、三星级饭店 6 家(闽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