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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口镇濒临麻阳溪畔，是建阳市重镇也是古代闽北历史文明的摇篮之一。物产丰

富，地灵人杰，素有林海、粮仓、商埠之称。在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勤劳、勇敢、智慧

的先民为家乡的开拓与繁荣，筚路褴褛，辛勤耕耘，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和大

量的文物古迹。唐宋年间，这里书院林立，史称建阳是“七贤”过化之乡，其中：祖客居

莒口有六。熊氏一族先后十三进士，蔡氏一家四代九儒，刘家一脉九进士，明代福建籍

首位状元丁显，还有诸多理学、天文、教育、医学等名家、学者留芳于世。宋理宗皇帝御

笔亲书“西山”、“庐峰”摩崖石刻，西山古城墙、水闸门、跑马场，云谷山二十六景，祝氏

夫人墓，西山陵园，唐代古建筑圣迹寺，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遗址，宋元古窑址及大量

出土文物，记述着先民繁衍生息的足迹。

今天，莒口人民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洪流之

中。时代的丰韵，艰苦的创业，无私的奉献，构筑了莒口风姿绰约。风采独具的农业、

林业、商业、乡镇企业的人文重镇，她正在崛起腾飞，蒸蒸日上，犹如一颗镶嵌在麻阳溪

畔的璀灿明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持改革开放，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在镇党

委、镇政府的重视关心下，《莒口镇志》于二000年三月正式动笔编纂，在既无旧志可考

又无修志经验的情况下，承蒙建阳市地方志编委和市档案局等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的

鼎力相助与指教，志书经几易其稿，终于成书，结束了莒口无志书的历史，在此谨表谢

意。

志书立足当代，贯通古今，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莒口自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民情

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的轨迹。志书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点，但作为莒口的第一部镇志，尚属草创阶段，且时空跨度大，资料遗缺，未能如愿以

偿，加之我们才疏学浅，缺经验，漏、错、重之处再所难免，有待下届续修加以完善。

《莒口镇志》的出版，是我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硕果，是上承祖先，得益

当代，惠及子孙之盛事。志书将为各界人士了解和研究莒口古今史实提供宝贵资料；

为各级领导制定决策和措施、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科学的依据；为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
1



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提供生动的乡土教材。同时志书对保存地方文化遗

产和弘扬地方文化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莒口镇志》的出版，有利于全镇人民鉴古知今，兴利除弊，激励人们开拓进取，去

迎接新的挑战，去谱写莒IZl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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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原

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尽量追溯到各类事物的开端，下限2000年十二月为止，立足当代、综

合古今、详今略古，全面系统地记述莒口镇的历史与现状。

三、本志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出发，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后政治，先物

质后精神的顺序编，分篇、章、节、目等层次。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

为主，全书设26篇，首冠《题词》、《图片》、《序》、次为《概述》、《大事记》、末设《附录》。

四、大事记贯通古今，全面记述各个领域的大事、要事、新事以年体为主，兼用记事

本末体。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章，而散于《大事记》及有关篇章。

五、人物传主要收录对社会有较大影响，有较大贡献的人物，不限于职位、职称，以

生年为序排列。在世人物不入传，有突出事迹者，入有关专业志记述。仕外人员名录

(收录至国家正式工作人员九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概述》夹叙夹议，叙论结合，专志不以论代叙，而寓

观点于记述之中，文字力求严谨，朴素正确。

七、凡地理名词、政权机构、政党组织、社会体团、官员职务、礼俗称谓等，均以当时

的典章制度与习惯称呼书写。古地名加注，对人物直书其名，不冠官职及褒贬词。

八、简缩词如“五讲四美”，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称

“建国前、建国后”。名词，术语、代号、符号的使用力求规范化，使用简化字(古人名、地

名例外)。

九、年号纪元写法。清代及其以前用汉字，民国起用阿拉伯字，每节第一次出现时

括注公元纪年，其后则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各种词汇，专门名词，

习惯用语和不确切数词(如三、五人)等表达，都用汉字。

十、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规定，工农
1



业生产指数按不变价计算，一般数字用现价计算，民国及其以前时期，计量单位按习惯

书写。

十一、本志采用的资料，除自采资料和市、镇、村的档案资料外，还参考了《建阳县

志》、《闽北乡情》、《大潭书》、《建阳文史资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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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莒口历史悠久，山青水秀，人才荟萃，地沃物丰。莒口人民用辛劳的双手，非凡的

才智，进行劳动和经营，使古老的菖口焕发了青春，以“梨乡"、“茶埠”、“粮仓”、“林海"

著称。

莒口镇地处建阳市中西部，位于武夷山南麓，麻阳溪畔，东经117。51 7至118。04’北

纬27。28’之间。东邻童游镇，南接徐市镇及顺昌县，西连麻沙镇，书坊乡，北界武夷山

市，将口镇。

境内东西宽24公里，南北长38公里，平面轮廓近似一个月牙状，方圆365．93平

方公里，地势走向是南北高，向中部河谷倾斜．海拔最高点为南部与徐市镇的分水岭水

古栋1181．6米，千米以上的山峰有13座均分布在南部地区。境内最低处为马伏村，

海拔标高150米。

莒口集镇历来是古邑建阳乡、里的行政区，历史悠久，文物考古表明远在四千年以

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繁衍生息。莒口地名的由来是因宋时

有莒潭(在今河坝村附近)以及在麻阳溪与书坊溪交汇之口，故名莒口。全镇辖区在

宋、元、明期间设崇泰、崇政两里；明代崇泰里分为上下里，上里为莒口，下里为后山；民

国期间分设莒口、后山、茶土布三个乡。建国后，属建阳县第四区，区公所设莒口，1953

年驻地迁后山，改称后山区。1958年迁回莒口，建立莒口红旗人民公社，茶土酊红专人

民公社。1961年分为莒口、后山、茶饰三个公社，设莒口工委。1963年合并公社，名为

莒口人民公社。1984年撤社建乡。1992年撤乡建镇，为莒口镇。

全镇16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162个村民小组。总计7536户，总人口27051人，

其中非农业户876户，非农业人口2359人。居民有汉、畲、回、土、布依五个民族，以汉

族为主，共有姓氏202个。为闽北方言的建阳话，社州、金山会说客家话。
1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930年，中共建阳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莒口焦

岚、樟挤为其管辖。解放前，闽北游击队一直活跃在华家山周围，至1949年5月13日

闽北游击队从华家山，沿途解放茶挤、莒口、后山乡，然后至建阳与南下部队会合。

莒口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四季分明，平均气

温18．6℃，日照1850,---1980小时，降雨量1800毫米左右，无霜期260至280天。境内

山峦起伏，河谷纵横，水系发达，为典型的中低山丘陵构造侵蚀地貌，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莒口发展经济，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莒口土地总面积36593．2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十分之一，其中山地面积

29085．33公顷占79．48％，耕地面积3360．33公顷占9．18％。土壤类型主要有红壤、

黄壤，土层深厚肥沃。

莒口素有“林海竹乡”美称，境内满目青山层林叠翠，是建阳市主要林区之一，有林

地面积22987．93公顷，占林业用地79．04％，森林覆盖率62．8％，森林活立木蓄积量

170．59万立方米。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中亚热阔叶林带、竹林、灌木林、混

交林。毛竹面积3767．13公顷，立竹645．35万株。经济林有油料、香料、果食等树种

繁多。各种林副产品有松脂、笋干、香菇等十分丰富。在深山老林里还保留珍稀树种、

名贵药材、珍禽奇兽。

莒口境内溪流纵横密布，以麻阳溪、茶马溪、书莒溪为三大主要水系及众多支流，

全镇水域总面积1144．53公顷，水资源十分丰富，可开辟电力及发展水面养殖，前景广

阔。

莒口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有金、银、铝、铜、锌、铂钯、稀土等，非金属矿种有

石墨、煤、高岭土、石英及硫铁矿等，其中黄金为本镇主要矿种之一。

莒口是历史上理学之乡，史称建阳“七贤过化”，其中朱熹、蔡元定、刘焓、黄干、熊

禾、叶味道等6贤均祖客居莒口，都在莒口设立书院、著书立说，并引来四方学子研究

理学。唐兵部尚书熊秘隐居熊屯(今焦岚樟土布)，创建熬峰书院为福建省最早书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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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焦岚熊氏一族十三进士，后山蔡家四代九儒，马伏刘氏一脉九进士，明代福建第一

个状元丁显，刻书家熊大木，医学家熊宗立，茶师熊蕃等均是莒口籍人，《中国人名大辞

典》中选载78位建阳籍人，其中24人出自莒口，可谓名人辈出，人才荟萃，文运鼎盛。

山岳之灵和人文之秀相辉映，给这块古老的土地留下丰富的人文景观。唐宋以来

书院、精舍共13处，古寺庙142处，其中历史悠久的圣迹寺著名于世，还有众多的家

祠、族祠和古民居、古厝桥、古石桥等遗址；西山之巅筑有石城墙、水闸门、练兵场、跑马

场；宋理宗皇帝御书“西山”“庐峰”摩崖石刻；朱熹母祝氏夫人，蔡元定、王鄂、黄蝮等古

墓22处；新石器和青铜器遗址5处，古窑址4处，古塔址2处；因朱熹、蔡元定扬名的

充满神奇色彩的文化名山云谷山、西山蕴藏着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处处是

人间胜境。

四

建国前的农业落后，工业空白，商业萧条，经济拮据。解放后，莒口人民经历国民

经济恢复，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工商体制改革，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改革22年的成就，超

过过去30年的总和，到2000年底，全镇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社会

商品零售额，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均比1978年翻了2番多。

建国初莒口商业、手工业落后。如今，已形成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

发零售贸易业，旅游饮食业和其他行业等诸多门类，颇具规划的企业生产体系。2000

年全镇工业总产值7941万元，与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增长20多倍，现代村镇企业

挑起莒口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莒口自古就有“粮仓”的美称，而在1949年，粮食亩产不足100公斤，全镇粮食总

产仅500万公斤，农业总产值100多万元。建国后，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粮食单产，总

产不断创新纪录，特别是改革开放，农村经济取得突破性进展，1987年列为全国商品

粮基地乡，年平均交售商品粮达800万公斤，提供的商品粮总量和商品率居全市前列，

2000年粮食总产20712000公斤，农业总产值7103万元，经济作物，农副土特产有茶

叶、香菰、笋干、红菰、莲仔、柑桔、药材、西瓜、花生等。农村改革促使众多的农民从小

农经济框框跳出来，走离土不离乡的道路，2000年底，全镇有2603个农业劳动力从事
3



工、商等各业，农业第一、第二产业蓬勃发展，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329元。

莒口古有驿道过境，水道为建阳西部物资集散地，但直至解放初期，仍未改变肩挑

背驮的落后状态，民国22年(1933年)修通建阳至邵武简易公路，横贯莒口。建国后，

莒口交通事业发展迅速，镇内公路形成网络，林区公路、镇村公路计有10条，97公里，

行政村全部通车。80年代末在运输和农副产品加工等，已基本实现机械化或半机械

化。1992年安装程控电话机，可直拔全国各地及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手机

形成时尚。

建国前街道狭窄，市场萧条；如今繁荣的商业大街，高楼林立。近几十年来，人民

影剧院、文化中心站、邮电大楼、农行营业所、信用社、工商所、税务分局，财政所，土地

所，村建办，建筑社，农技站，林业站，采购站，派出所，中学，小学，卫生院，农贸市场相

继新建。乡村建筑面积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6年增加数倍，街道店铺由原来木

制结构，全部改建为砖混结构，商店林立，市容整洁，商品琳琅满目。改革开放后，1987

"--2000年有1237户人家盖了新房。70年代时髦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电风扇老四

件成为过去，到80年代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等家电进入寻常百姓家。莒口

普及初等教育达到省定“一类乡(镇)标准”，幼儿人园率居全市农村前列，成人教育蓬

勃发展，通过省级验收，非文盲率达98％以上，1992年顺利通过义务教育六项督导评

估，整体水平为优级。莒口中学办校30多年来，成绩斐然，为国家输送大批人才。电

视事业飞跃发展，覆盖率达百分之百。文化事业繁荣，一批优秀中青年作者在文学、绘

画、书法、摄影等方面的人才脱颖而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乡、村两级医疗网络

基本健全，一般疑难疾病基本不出镇，镇卫生院于1995年获国家卫生部授于“卫生系

统先进集体”，同时被评为“南平市文明单位"，人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69．5

岁，“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已不稀。计划生育成绩显著，群众体育运动活跃，体育设施逐

年完善，1989年莒口乡被省体委评为全省群众体育工作“先进集体”。社会治安稳定，

人民安居乐业。

莒口的过去，不论是建国前的贫穷、落后、灾难；还是建国后的进步、成就、不足都

已成为历史。

而今迈步从头越，昂首阔步迎战21世纪，莒口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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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口镇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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