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9896
；===，

福叫双轨志
福州市台江区政府

福州市台江区政协编



福州双杭志

卢美松主编

霎掣善焉黜蝥萎编政协福州市台江区委员会
1”

方志 出版社

缓麓疆缉荔翻I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州双杭志／卢美松主编．一北京：方志出版社，
2006．1

ISBN 7—80192—716—8

I．福⋯ Ⅱ．卢⋯ Ⅲ．区(城市)一地方志一福

州市 IV．K295．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3426号

福州双杭志

主 编：卢美松

编 者：福州市台江区政府台江区政协

责任编辑：史为乐 陈锦谷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12层)

邮编100732

网址http：／／www．fzph．org

发 行：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部

(010)85195814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法律顾问：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

印 刷-福州晚报印刷厂

ISBN 7-80192—716—8／K·527 定价：4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福州双杭志》编委会

主任：陈为民

副主任：陈 蒲 杨 凡 高珠英

委 员：陈福彬 郑 刚 王怡挺

《福州双杭志》编辑部

主 编：卢美松

常务副主编：王怡挺

副主编：黄启权 曾意丹 戴显群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同 方炳桂 吴 熙 严 明 陈德芳 林开榕

林祥彩 林精华 林建萍 官桂铨赵建群

《福州双杭志》审稿人员

陈 龙 杨秉纶 刘湘如



《福州双杭志》编委会

主任：陈为民

副主任：陈 蒲 杨 凡 高珠英

委 员：陈福彬 郑 刚 王怡挺

《福州双杭志》编辑部

主 编：卢美松

常务副主编：王怡挺

副主编：黄启权 曾意丹 戴显群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同 方炳桂 吴 熙 严 明 陈德芳 林开榕

林祥彩 林精华 林建萍 官桂铨赵建群

《福州双杭志》审稿人员

陈 龙 杨秉纶 刘湘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福州双杭志》编委会

主任：陈为民

副主任：陈 蒲 杨 凡 高珠英

委 员：陈福彬 郑 刚 王怡挺

《福州双杭志》编辑部

主 编：卢美松

常务副主编：王怡挺

副主编：黄启权 曾意丹 戴显群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同 方炳桂 吴 熙 严 明 陈德芳 林开榕

林祥彩 林精华 林建萍 官桂铨赵建群

《福州双杭志》审稿人员

陈 龙 杨秉纶 刘湘如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记述福州市双杭地区(街道)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反

映历史上作为福州著名商贸地区的兴衰起伏过程。 ．

二、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2004年4月28日双杭街道并入后洲街
道以前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行政区域为准。

三、本志记述的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截至
2004年4月28日。

四、本志分为概述、自然、经济、文化、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等篇。
五、本志记述的地域及单位均采用现行名称，必要用历史名称时

在文中括注今名。双杭地区，系指1955年5月双杭街道办事处成立
前的双杭行政区域；上杭路、下杭路和上杭街、下杭街并用，以方便

行文；住户及单位的门牌号，一般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所编定

的门牌号码。
六、本志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的朝代年号用汉字并括注公元纪

年；民国时期的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起

年，其后从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亦简称“建国’’)后的统一用公元

纪年。“解放前(后)”，是以1 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之日为界。
七、人物传按“生不立传"原则，收录对双杭地区发展有影响的已故

人物，按生年先后为序排列；因本区商界、医界人物较为突出，故另列记
述，个别医界人物系家传医术，故有延述至在世者。人物表收录本地区
知见的在世或不在世各类知名人物。

八、本志计量单位按照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规定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的旧的计量单

位，仍照实记载。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人民币币值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
币值。历史上使用的货币，注明当时币种。

十、本志数据，民国时期及其以前的以当时资料为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以台江区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台江区统计局未

作统计的数字，适当采用有关档案资料的记载。



序

台江区是福建省著名的商贸中心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商贸

文化积淀尤为厚重。公元前202年，汉王朝册封越王勾践后裔无诸为

闽越王即在今大庙山。其时山以南尽是闽江水域。宋朝以后，大庙山

南麓沿岸两个大沙痕逐渐形成陆地，即为上、下双杭。后人口增多，

街市形成，兼之南侧有星安河通向闽江，水陆交通便捷，闽北土特产

品成集于此；行栈鳞次，商贾云集，经营物资达上百种，多以批发为

主，商品辐射省内外，远销至东南亚一带。“城廓南有市，灯火夜眠

迟’’。上、下杭与中亭街交相辉映，成为福州商贸的发源地。

双杭街商贸繁荣开始于清，民国时期达到高潮，谱写了近代福州

商贸辉煌的诗章。清末民初，福州商务总会和14个会馆集中于此，

土产业、茶业、国药业、新药业、绸布业、京果业、糖业、颜料业、

百货业、金融业、进出口业等，在竞争中相互促进。著名实业家如经

营金融业张秋舫、进出口业罗金城、国药业徐建禧、海纸业曾文乾、

茶业欧阳康、纱布业黄恒盛、土特产业蔡友兰等诸多巨贾富户，或生

长于斯，或经商于斯。他们具有爱国忧民思想与民族气节，曾与当地

商人及乡贤志士发起成立去毒社，开展禁烟斗争、抵制日货、捐款救

灾，支持中共地下党活动。福州解放后，工商界人士超额完成抗美援

朝认购公债任务；“三大改造’’时，积极实行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
双杭人民勤劳勇敢，代代承传，功业卓著，值得大书特书。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见金"。《福州双杭志》编修告竣，
可喜可贺!新志在搜集大量原始资料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彰显时代精神，突出地方特色。

全志30余万言，记述两千多年历史，贯古今之史实，寓褒贬于事中，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供创业守成之借鉴，以“资政、教化、存史”为
目的。值此志书付梓之际，我谨代表台江区人民政府向编修本志的领

导者、组织者，以及所有参加者表示深切的谢忱并致崇高的敬意!
物换星移，沧桑巨变；盛世修志，功垂后代。闽江后浪推前浪，



双杭后人胜前人。愿诸君诚心读志用志，继续发扬“团结、务实、开

拓、奋进’’的台江精神，共同描绘现代化商贸中心区更新更美的画
卷。谨此以供共勉，并以为序。

200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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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双杭地区位于台江区中部偏南。古代，双杭地区中部、西北部有3座火山岩、花岗岩组

成的海拔(罗零标高)20一33米的山丘，其余大部为闽江水域。其中一座位于双杭地区中

部、海拔(罗零)33．3米的小山原名惠泽山，据传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闽越王无诸

接受汉王朝册封于此；汉武帝时，东越王余善又曾在山上临闽江垂钓“白龙”。此山遂有大

庙山、钓龙台山、南台山、大雨山等名。

从北宋元韦占年间(1086--1093)起，大庙山南麓、西麓逐渐从水域中拓出，成为闽江冲

积平原，称双杭或上、下杭。闽江内河三捷河、济南河分别围绕双杭地区的东南部、西北

部。明、清以来，人口增多，街市形成。这里现今面积为0．47平方公里，人口2．1万多人。

双杭人民利用地理优势，把本地区建成百业俱兴、商贾云集的繁荣商贸区。

双杭地区商业崛起于明代。明末清初，福州地区自然寄泊的码头由洪塘渐移至包括双杭

地区在内的闽江北岸。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开埠之后，对

外开放促进商业繁荣，至民国时期，形成高潮。自清末至民国，这里开设有批零兼营、内外

贸俱全的金融、进出口、土产、茶叶、药材、海纸、绸布、京果、糖、颜料、百货、海运、

汽车运输等29个行业私营商业企业数百家，由此带动起来的粮食、面粉、食品、烟草加工

业和纺织染布、酿酒、鞋帽、铸编、棕麻、刺绣、刻印等手工业上百家，成为辐射全省、沟

通省外及东南亚地区的商品集散地。

历史上促成双杭地区商业大发展的因素：(一)地理形势优越。双杭南通台江码头、东

连中亭街，境内有纵横交错的8条主干道；三捷河(星安河)三面均通闽江，水陆运输方

便。许多商家还自置山东船、艏航船等木帆船，通过闽江，往返于沿海大城市和台湾，被称

为“船头行”；在下杭街、上杭街有代客专营海外货运的船务行数家。(二)商业能人聚集。

商人自发组织的省会(福州)商事研究所、官府批准的福州商务总会先后设在下杭街、上杭

街，“上四府”(延、建、邵、汀)、“下四府”(福、兴、漳、泉)商人，向往“圣君殿(张

真君祖殿)潮水两头涨”的“聚财”之地，云集双杭。其中兴化、福州(闽侯)、江西、长

乐四大商帮占很大比重，双杭地区建有兴安、南郡、浦城、延郡(平)、建宁、周宁、寿宁、

泰宁、尤溪、福鼎、建郡、绥安、昭武、江西南城等14个会馆，成为各地商人交流信息、

联络感情、聚谈生意之地。这里商贸人才辈出，造就许多巨商大贾。(三)行业相对集中。

双杭商贸百业俱全，较著名的有土产业100多家、茶业20多家、国药业近40家、新药业

10多家、绸布业30多家、京果业20多家、糖业20多家、颜料业10多家、百货业10多家，

以及其它各类企业，形成庞大的贸易网络。(四)金融业商业相互促进。双杭地区有私营、

合营、官办的各类金融机构，其中私营银行2家、官民合股银行1家；私营钱庄兴盛时期达

110多家、出票店7家、钱样店7家、侨汇庄4家、当铺6家。官办的东南银行、中央银行

福州分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福州分行、福建合作金库也先后曾在双杭地区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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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分理处，双杭成为福州金融业中心。金融业为商业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从而促进商

业的发展。(五)传统商业作风成为致富之道。双杭地区许多商户以勤俭起家，身体力行地

传承二三代甚至四代；经营范围多以一业为主，兼营他业；有的商户与金融业、进出口业同

时经营，保证资金来源，扩大出口业务。同时注重企业管理和商业道德，质优价宜、服务周

到，以诚信赢得民心和市场。发家致富后，有的还热心支持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

多数商人爱国忧民、崇尚民族气节。他们群起抵制外围商人在福州开洋行、设烟(鸦

片)馆。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福州商务总会在下杭街建立，反对美国限制华工条

约，组织福州工商界制定《抵制美货公约》。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双杭地区商人与士绅

发起成立福建去毒社，积极开展禁烟斗争。民国4年(1915)，双杭地区商人反对卖国的

“二十一条条约”，开展抵制日货斗争。“九一八”事变后，闽侯县商会召集全市500多家商

户会议，共同在抵制日货的《宣誓书》上签名。抗日战争爆发后，双杭地区商人坚持民族大

义，捐船捐车支援前线，拒任伪职，倾向革命，支持中共领导的地下斗争。甚至自愿炸沉商

船，堵塞闽江口，以阻止日军进攻福州。有的乐于举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组织救火会，

赈灾济贫，直至维护社会治安，迎接福州解放。

双杭地区文化发展源远流长，且富有商业特点。张真君祖殿前三捷河“潮水两头涨”现

象，被商界人士视为“聚财、发财”之兆，许多商事活动在此举行。双杭地区传统医学与国

药业发展相辅相承，清末至民国，这里有许多家私人中医诊所；各科名医辈出，还有全省公

认的中药材辩认专家、中药炮制专家。双杭地区有识之士重视发展教育，出资兴办多所学

校，形成小学、初中、高中j级教育俱全和官办的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体系。双杭地区民间

文艺富有商业文化色彩。明、清以来，境内盛行以商业贸易为内容的民谣、对歌。清至民

国，先后建有14个会馆，成为开展商贸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民间游艺除传统的舞龙灯、

舞狮、高跷等外，还流行安南促演奏，深受群众喜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双杭地区工商界人士努力发展生产，坚持合法经营，接受国家

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省、市部分商业公司及其所属商店批发站、货栈、仓库

的集中地。福州市的食品、棉纱布、土产、棉麻、食杂、糖果、油脂等公司和医药、药材采

购站、日杂站及其批发部、仓库都设柏‘上下杭一带。与此同时，国营、公私合营、集体工业

企业也进入上下杭，各家私人诊所、医院合并成立联合诊所或卫生院；教育事业经过合理调

整，组成中学、小学教育网络。

改革开放以来，双杭街道兴办与引进一定数量生产玩具、灯具、制镜装璜以及像具、电

梯零件等工业企业。双杭市政建设面貌焕然一新。新村拔地而起，大路改建拓宽，街景靓

丽，市场繁荣，服务方便。古老的双杭商贸区，正以崭新面貌迎接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

到来。



大 事 记

汉

高祖五年(公元前202)

驺无诸在双杭地区惠泽山(后又称钓龙台山、大庙山)筑台，接受汉朝廷遣使册封为闽

越王。该台被称越王台。后人在山上建闽越王庙，称无诸庙或大庙。

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35至公元前110)

驺余善(无诸子)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自立为东越王。传说余善曾在大庙山上临

江(闽江)垂钓，并称钓得白龙。后人为之筑台表瑞，称钓龙台；此段闽江被称白龙江(即

南台江)。

唐

蹙 初

闽县在台江地区设乌石乡，下辖嘉崇’等5个里。双杭地区属嘉崇里。

大中十年(856)

在大庙山上重建闽越王庙。宋天禧元年(1017)、明隆庆四年(1570)、清道光年间

(1821--1850)均有重建或修建，民国时期毁。

五 代

后梁开平二年(908)

闽王王审知在福州筑“夹城”，其南城有宁越门(今南门兜)。《闽县乡土志》载：“登南

城翘望，有台(指大庙山上的闽越王台、钓龙台)临江”。南台、台江由此得名。

后梁开平四年(9lO)

闽王王审知在大庙山南麓闽江边的新市堤(7-'4-潭尾街一带)设宴，为梁太祖派来的册封

副使翁承赞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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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梁乾化二年(912)

闽王王审知在南禅山麓建南禅寺，是为台江地区最早的佛寺。内有佛像千尊，南禅山由

此得名。民国5年(1916)毁于火。

后梁龙德二年(922)

在南禅寺旁建鹿呜书院，后废。

南唐保大五年(947)

南唐兵围福州，吴越发兵援闽。吴越水军在城南白吓浦(今双杭街道霞浦街)登陆。南

唐兵溃逃，死亡2万余人，福州遂归吴越。

宋(960—1279)

闽县将乌石乡改为高盖北乡，原辖5个里改为2个里。双杭地区仍属嘉崇里。

北宋淳化四年(993)

在大庙山上置钓龙台院，院中有达观亭、碧光亭。

北宋元祜年间(1086--1093)

大庙山以南、以西各洲逐渐从闽江水域拓出，与大庙山南麓由两个沙痕形成的上杭、下

杭陆地逐渐连成一片。

北宋元祜八年(1093)

福州太守王祖道在大庙山以南水域拓出的楞岩洲(一称楞严洲，即今中亭街)的南、北

两方水道上修建联舟浮桥。北面浮桥用舟20只，浮桥之西与上、下杭相连。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

北面浮桥河床增高，改建为石墩桥(置方形石条，一步一墩)。

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

在三捷河畔建张真君祖殿(一说在绍兴六年)。明正统四年(1439)、清康熙三十年

(1691)、民国6年(1917)都曾扩建或重建。

南宋淳熙四年(1177)

台江地区发大水，上杭、下杭一带民房漂没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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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成化六年(1470)

福州知府周纯义将楞岩洲北面石桥改建成单孔拱桥，俗称小桥。小桥位于上、下杭之

东，为上杭、下杭通向中亭街的必经之道。

成化十九年(1483)

六月十九日，福州大风雨。双杭地区拔木毁屋，三捷河中船只漂没。

嘉靖三十六年(1557)

八月，倭寇数千人进犯福州，焚劫台江地区，上、下杭一带悉为灰烬。

万历三十二年(1604)

十一月初，福州发生地震。双杭地区大震有声，至夜余震不止，墙垣多颓塌。

万历三十七年(1609)

五月二十六日，福州洪水为灾。双杭地区平地水深数尺，“浮尸败椽，散江塞野”。水呈

卤浊色，居民不敢饮用江水者月余。

清

顺治二年(1645)

闰六月，明唐王朱聿键即帝位于福州，改元隆武。十一月，以大庙山钓龙台为天埴。

顺治十三年(1656)

正月十五，大雪，大庙山上积雪1丈、平地5尺。次日地冻，河水凝结。

七月十八日，郑成功率抗清军队从闽安镇进占台江地区，登岸扎营，整办器具，攻会城

三战三捷。后因会城外清兵突来驰援，郑军遂于二十七日退保闽安镇。

顺治十八年(1661)

五至六月，大水3次，上、下杭一带房屋漂溺。

康熙年间(1662—1722)

在上杭街白鹭糗建台江书院。光绪年间(1875--1908)，改为台江两等小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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