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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市志》六经寒暑，数易其稿，终告大成。这是全市上下合力

耕耘、共襄盛举的硕果，填补了中断半个多世纪记述南平历史的空白。

南平，地处八闵四达之冲。古为州、军、路、道、府所在地，今

为地区行署所在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即已聚此衍繁生息。东

汉建安元年(196)，成为福建历史上最早见载的五县之一。宋代，这

里已是“舟车辐辏，物阜人彩，省门以北，无与为比’’的州一级行政

中心，且以“理学名邦"蜚声全国。然而，元明以降，直至清末民初，

阶级矛盾激化，制度日见腐朽，前行步伐渐趋缓滞。抗日战争时期，因

地理区位特殊，南平出现短暂繁荣，工商水平一跃而居全省首位。，抗

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又挑起内战，抓丁派款，横征暴敛，山城一片混

乱，民不聊生。1949年5月14日南平解放，揭开南平历史新篇章。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南平人民重建家园，振兴山城。其间，虽

几经挫折，多次失误，但始终不渝地朝着繁荣、昌盛：文明、民主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目标前进，兴利除弊，革故鼎新，把一个贫穷

落后的农业县，建设成为百业俱兴的新兴工业城。抚今追昔，在这2652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过多少惊心魂魄的壮举，涌现出许多叱咤风云

的人物，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近些年来，我有幸在此主

持政事，亲历延城山河巨变，目睹建设者英姿抖擞，感慨万千，萦系

于心。今《南平市志》，如实记述这数千年来的沧海桑田和共和国诞生

后的山河巨变，实为一件告慰前人、裨益当今、惠及子孙的大事。、
i 治国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深切体

会到，科学的决策，当以对市情的深刻认识为基础；而限于一个阶段
． 的单项调查，缺乏历史纵深感，疏于系统性、综合性、整体性的了解

和认识，往往又带来工作的顾此失彼，不能尽如人意。《南平市志》作

为一部纵贯古今，横陈百科，上载天文，下志地理，中括人间万象的

地域性百科全书，其业之宏，其功之勤，其效之著，自有书在，不待

赘言。



2序 一

藉此巨著问世之际，我谨代表中共南平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参

与、支持和指导此书编纂的各方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祝愿南平

的明天更加美好，南平的人民更加幸福!

务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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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现任中共南平地委委员、中共南平市委书记)



序 二

盛世修志，甚当贺赞。遵嘱为序，思绪难静，往事历历，感怀殊

多o
i

?’

忆1956年春，由福州乘汽船到南平，夜泊古田水口，再沿闽江缓

慢上溯，轮机嘟嘟声响，把我们带到朦胧、陌生的山城。弹指一挥间，

南平一住竟26个春秋。这里算是第二故乡。
“

南平历史文化渊源丰厚。4000年前就有先民繁衍生息，1800年前

就有县治建制，历史悠久，岁月沧桑。独特的地理位置、山川地貌、经

济结构、人文景观，赋予山城特有的灵性。这里不仅有“铜’’的厚重

和坚固，又有“文”的悠远和风采；不仅有“山’’的雄伟和浓绿，又

有“水’’的秀逸和灵光。双剑化龙、九峰月朗、溪源幽谷、古道胜迹、

茫荡晴雪，百合素馨⋯⋯都给我们以无限遐思。这里历史名人荟萃，文

风昌盛。唐末黄巢的义举，宋代文天祥的浩气；明时海瑞的清风，杨、

罗、李、朱“延平四贤"的办学精神，《南剑州重建州学记》碑，州学

独先于天下，为南平历史文化增添了魅力和光彩；古时欧阳詹、蔡襄、

黄裳、辛弃疾吟剑津，当代郭沫若咏南平，都诲人至深，催人奋进。历

史反映过去，历史启迪今天。生活在这样一座古老的山城，我们深深

感受到它那历史文化的丰厚、充实和灵逸。
“

南平经济建设发展很快，改革开放步伐迅捷。这里农业基础雄厚，

生产不断发展，森林资源丰富，1年年造林绿化，素有“绿色金库"之

美誉。作为50年代新兴工业城市，南平又以“造纸中心地"闻名，工

业门类齐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70年代末，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给山城带来勃勃生机，掀开了时代发展的新篇章。改革的不断深化，大

大解放了生产力，推动各行各业迅速发展。发展外向型经济，拓宽对

外开放领域，引进境外资金技术，商品导向国际市场，使南平走向世

界，形成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潮中，南平的

建设更有举足轻重的突变。出省的第二通道“横南铁路"开工，316国

道建设，形成“双江；匕合’’、“两铁交汇”、公路交错，使南平作为福建

)(



4序 二

内地水陆交通要冲的战略位置更显突出。继沙溪口电站之后，国家电

力能源建设又一重点工程——水口水电站的建设，工程浩大，时间紧

迫。库区涉及到南平数个乡镇、数万亩土地淹没、数万人搬迁重建家

园，以及城市防护工程建设，实为延城有史以来地形水貌的一次大变

迁。经过数年艰苦创业，水口电站如期截流，高峡出平湖，库区座座

新集镇拔地而起，大规模的开发性生产也日见成效，足见人民自有回

天力。．，⋯。。。。⋯．⋯。～一．，，⋯⋯⋯⋯．⋯⋯．⋯⋯⋯⋯⋯。
一物一品、一羹一粟，当思不易。南平经济建设的发展，全赖工

人农民的辛勤劳动、科技教育人员的奉献才智、各行各业的奋力开拓。

我们作为山城一民，须臾不能忘怀，并深受激励和教育。

纵观古今，社会的文明进步，有赖于民族素质的提高，民族精神

的振奋。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素质、科技教育水平、公务人员特别

是领导者的勤政廉政，对一个社会、城市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南平，正

是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同步建设中，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

历史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南平市志》编纂出版，再现了南平人民

开拓创造的劳动成果，凝聚着编纂者的心汗。它使我们回忆过去，努

力当今，1展望未来。． ·

90年代初，离延赴榕。南去的“武夷号"，列车，高昂有节奏的隆

隆声响，牵起心田的情愫也在急促地流动。列车横跨闽江，犹如彩虹，

“铁龙"风驰，湖面平阔，汽船疾进。物换星斗移，旧貌变新颜。作为

一个曾受南平人民之养育、山城建设的亲历者，看到今天之变化，不

禁依依惜别。透过车窗，再回望这清晰、熟悉的山城，高低耸立的崭

新楼宇，默祝它走向繁荣昌盛”创造辉煌明天。

挂心普
1993年12月于榕城

(作者曾任中共南平市委书记兼代理市长，现为福建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



历朝多有续修，’断于民国

，虽不甚远，但星移斗转，

终恐湮没而弗彰。且旧志

多阙略，辑纂亦存舛误。

幸逢盛世修志。1990年夏，我赴南平任职。为加快修志进度，实

行部门首长负责制，签订责任状，限期辑纂部门史料；并增加经费投

入，扩大修志队伍，选调专才，充实总纂力量。此后，编纂者们不避

寒暑，切磋琢磨，酌更凡例，增易门类，搜抉幽潜，循名核实，四易

其稿，三级审查。如今终告大成，付梓面世。能在任内竣此钜典，深

感欣慰。借此机会，向关心、支持《南平市志》编纂的领导和同志们

致以诚挚的谢意。

南平，乃胜迹煊赫的文化古城，是中原文化传入闽省的走廊。商

周之际，域内已得普遍开发，考古发掘49处商周遗址，散布于今之17

个乡镇中的16个乡镇。宋代，五步一塾，十步一庠，书院林立，讲帷

相望；且于西山佳丽处“独先天下兴州学"。延平四贤，皓首穷经，代

代承传，集儒学之大成，兴理学之名邦。诸多文献史迹，为一般典籍

文库所鲜见。《南平市志》将其广为辑纂，图文比并，使志书史料价值

和学术价值，颇具独到之处。

南平，地理区位特殊，历来是闽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

闽省城镇体系布局结构中重要结点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时有

高峰崛起，辐射周围县邑，影响闽江流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勤

劳朴实的南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用

辉煌的业绩谱写历史新篇。尤其是本世纪80年代后，充分发挥地处

“山海结合部’’的双向优势，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取得空前成就，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各项事业日益繁荣。且以水

口．电站库区建设为契机，果断决策，大规模实施旧城改造，决战决胜，

古城面貌焕然一新。《南平市志》牢牢把握住这一特定地域的历史进程，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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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切合实际的体例结

‘愿学界同仁，从《

义新方志推向更加成熟

拓进取，谱写更加壮丽

’平市志》中了解南平，

南平人民一道再创辉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南平市的历史与现状；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二。 ．

二、本志集图、述、记、志、表、传、录诸体裁于一书，以志为

主，图表因文所需设置其中。全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门类划分不

受机构隶属关系限制。卷首设总述和大事记，主体设49个分卷，附录

不编卷序。各卷以章、节、目为框架结构，且力求减少层次，避免叠

床架屋，使事物的完整性被横分切割得过于支离破碎。

’三、本志上限不限，尽可能上溯事物的源头，下限止于1 990年，

“库区建设卷"及图片延至1993年底。记述中遵循“详今略古"原则，

以突出近现代为重点。

四、历代纪年，民国和民国以前仍沿用其年号，以“节"为单位，

凡多次使用同一年号，则在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号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

并省略“公元"、“年”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民

国以前的历史纪年、星期几、不定数、次第、习惯用语、成语中的数

字等，使用汉字。

五、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按国务院1 984年2月27日颁

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一律采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如米、千米、千克、吨等。历史上使用的旧计

量单位名称，尽可能折算为今值。

六、志中“人物卷”，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均为已

故者；并以本籍为主，有些对南平做过重大贡献或较有历史影响作用

的客籍人士也适当录选。

七、全书一律采用规范的记述体语体文，行文简明典雅，言必有

据，事皆有证，寓褒贬于述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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