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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关硝祺

江南天气好，冬景似春华。《连江历史文化丛书 》 付之梨枣，甚感嘉慰 。

这为提升连江的知名度、美誉度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必将发挥不可替代

的推动作用 。

连江襟江抱海，拥野负山，钟灵毓秀，人文芸萃 。 西昔太康三年 (282 )

建县.始称温麻县 。 唐武德六年 (623) ，改名连江县至今。 宋 《三山志 》 载:

"以县治连接江水故名 。"这里有"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的宋代爱国诗

人郑思肖.这里有孙中山赞誉"粤之花县，闽之连江"的辛亥革命十烈士，

这里更有一衣带水风景拙好的两岸连江。

作为我县第一套系统介绍连江历史人文、风情风光的文化丛书，可谓糊

英集萃，怀珠植玉，不啻是大有梓益的读物 。 品读它，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

感怀于历史人文的珍贵赐予，感动于先辈先贤的操守情怀，感悟于人生追求

的能量动力;品读它.让我们真切领略今朝，自豪于山川江海的秀美，自信

于铸就梦想的脚步，自觉于创造辉煌的未来。 于是，作为连江人的骄傲之情

油然而生 。

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和谐，文化是灵魂。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国家昌盛、

民族兴旺、人民幸福的重要标志和象征。 当前，全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习近乎总书记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大胆实践探索，

深化改革发展，推进"五位一体"又好又快发展。 今天，连江县抢抓机遇，

趁势而上，以"海丝"作为历史节，鱼，勾画出"一核两翼双轴五组团"的宏

伟蓝图，在实现"生态美"与 H百姓宫"平衡发展的同时，矢志建设间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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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角经济圈北翼强县，这也为宣传连江，推介连江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

源泉。 因此，我们有信心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有决心为这片蓬勃兴

旺的热土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包罗万象、纷繁复杂的各类素材，本县的作家、学

者，以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焚膏继辜的敬业精神，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丛书

的编慕工作，这既是对我县创作水平的一次检阅，也构成了这套丛书的一大

规点 。 在丛书编慕过程中，我县有关单位和部门精心策划，协调配合，有序

运作，成效显著。 同时，还得到了省市文史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谨

表谢忱 。

是为序 。

20 1 5 年 10 月于连江

(作者系中共连江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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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连江历史悠久，甲-在 5000 年前市间越先民己经在此拓士生息 。 连江于两

晋太康2年 (282) 设县，为福建最早八个设置县之二，唐为理县， :jkf 为 一 1 '.

县 ， 元明清以降为 ..福州十邑"重要县份。 勤劳淳朴的连江人民，世代不辍

J也开拓着这片沃士 。 马在i炽坪;咙遗址、战国独木舟的考古发掘，让人们真切

感受到连江先民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壮举。 甘棠港遗址、 气十六龙窑遗址、定

海"琉球基"、东引灯塔等文物古迹，印证了连江系宋元明清"海 L丝绸之

路" 一个 :H发点，并以开放姿态走向世界 O 悠久而厚重的历史文化，惠泽了

这方古老热土 。 而今，连江正以博大的胸襟、拼搏的精神、政通人和的环境，

迸发着勃勃生机.融入世界经济滚滚大潮之巾，朝着建设海峡西岸新兴港口

城市的目标阔步前进。

连江地理 1><位特殊，水路为省会桶州的重要门户 ，陆路系闽浙通道的陈l

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和抵御外敌侵扰的前哨 。 连江人民深受内忧外患之

苦，养成了富有正义感、刚强勇敢的秉性，形成了反Jf.迫、反侵略的优良传

统。 明朝中叶，连江人民奋起抗击倭寇侵扰.青史上留下了陈第献策破倭、

沈有容东沙擒倭等胎炙人口的故事 。 鸦片战争后，连江人民开展禁炯和反对

外敌人侵的斗争，川石岛民众齐心保T'.乡土、民门炮f?官兵英勇抗击?去同侵

略军，彰怪了连yI人民不畏强暴、|才|结御辱的精神 。 辛亥革命之际，连江人

民以天下为己任而前赴后继，黄花岗卡烈士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土地革命期

间.连江英烈用自己鲜血染就了红色沃土"二芝革命"震撼八闽大地。 抗日

战争时期，抗口救产运动席卷城乡， 7000 多名男儿奋战疆场，为拯救中华民

族危亡不惜牺牲。解放战争时候，连江人民视"反压迫、求解放"为共同诉

求，以炽热的情感来迎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 。 连江人民不屈不挠，

风雨兼程，追求克明与幸福， 一步-个脚印，迈人今天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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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连江大地积淀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海洋、舍山、革

命、哲人等文化底蕴。丰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并造就了连江人的胸襟与禀赋:

放眼四海，海纳百J 11 ; 勇立潮头，拼搏进取;以苦为乐，永不放弃;以民为

本，爱国爱乡。翻开史册，灿烂的文化，历目难忘 。

《连江史略》 作为 《连江历史文化丛书》 中的一集，从巾国社会发展脉络

的宏观视角来观察连江历史，以考古出土文物和信史典籍文献及文史资料的

记载为依据①，简要介绍从新石器时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同成立之际的连江历

史大事件⑦及其历史背景，并采用以事系人的写法，按照历史发展过程反映

人物具体活动，着力展现连江地域人文特色和连江人精神风貌。

今日由历史走来，未来自今天发展。 不论时代怎样前进、社会怎样发展，

总不能割断历史。如果丢弃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那么，所谓"创造新的社

会文化"就成为一纸空谈。 历史著作的终极价值不仅仅是对历史的重温与回

忆，而在于它所引发的反思和对今天及未来的启迪 。 "以史为鉴"、"鉴往知

来"不失为发人深思的历史名言。《连江史略》 秉承历史写作意罔， 即可资

可鉴，古为今用，提升连江历史文化亮点，凝聚连江发展精神力量，推进社

会大繁荣大发展。

编者

201 5 年春

① 本史略主要依据民国版 《连江县志上 200 1 年版 《连江县志上《连江革

命史》 等地方志书和其他史籍著作，兼禾民间流传资料，去芜存苦，力求其出

处，务期周延详尽。 为尽量避免繁博引证.一般不注出处，仅于附后列举参考书

目 。

@ 本史略以连江县现行行政区域为主，所列地名及建置皆采用当时名称

f年使符合历史过程 。 l日名至村，注今地;不详沿用 l日名;村属不详则直书连江邑

(籍) 。 史略依历史演变之实况，年代皆从古称，括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为农历

纪事(有时括注西元日期 ) ，民国后以公元与公历纪事，人物生卒以公元纪年 。



绪论

第一节地理位置

连江县位于福建东部沿海，地处北纬 26007'一 26 027' ，东经 11 9 0 17 ' - 120。

31 '之间 。 连江东临行湾海峡，两傍省会福州，南扼闽江出口，北控闽浙通

衡，水陆交通便利，北仁、浙沪乃至日本，东达台湾，南抵港澳和东南亚各国 。

全境陆海总面积 1280 . 1 5 平方公里(包括马祖列岛) ，陆地面积 1168 . 1 3 平方

公里，海域面积 3112.02 平方公里。

连江地形以丘陵低山为主 。 海拔 500 米以上山峰 108 座，最高缺鼻峰海

拔 1028. 5 米 。 山地丘陵面积 127 . 5 万亩.占陆地面积 72. 8% ; 平原谷地

地
理
位
置

可门港新貌 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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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47. 7 万亩，占 27.2 % ，

其中耕地面积 2 1. 1 万

亩 。 境内水系发达，水

力资源丰富，长达 3 公

里以上溪流有 73 条 。

最大河流敖江是福建省

第六大河流，发源于1有

田县，干流 137 公里，
五虎守门

向西而东流经县境 6 个乡镇 63 公里，流域面积 720 平方公里，索称连江"母

亲河"。闽江流经县境南部瑶头汇入东海。敖江、闽江双江汇流，蔚为奇观。

从西北部蜿蜒入境的莺峰余脉，逐渐向东南倾斜，直逼海滨 。 沿海 122 个岛

屿镶嵌在东海万顷碧波之中，宛如串串翠珠。 海岸由折绵亘 238 公里，分布

着 47 处天然港湾，著名的有"三湾" (罗游、湾、定海湾、黄岐湾)、"气 口"

(闽江口、可门口、敖江口) ，其中间江口南头港、定海港和l可门港都具有港

深浪平、潮沙落差大、不冻不淤、锚抓力强、岸线稳定、腹地开阔等特点，

具备建设万吨以上码头的良好条件，历来为大中型船舶航行、靠舶和寄院地 .

舟椅穿梭不绝 。 可门港已于 21 世纪初全面开发建设，世界级的东方大港正在

崛起。

连江地理区位特

殊，闽江从福州到南头

出口处，有长门与琅岐

金牌两山夹峙，最窄处

仅 500 米左右 。 闽江口

南龟、北龟两岛，素有

"双龟锁口"之称;双
双龟锁口

龟外更有壶江岛、) 11 石

岛、粗芦岛、五虎礁(又称"五虎守门")等并列海口 。 东北部黄岐半岛犹如

一只R臂，横亘罗源湾东出口南部，出海后又有马祖列岛等数十个岛礁棋布，

雄峙海中 。 因此，连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和抵御外敌侵扰的前哨，被称为

"省垣海上门户，闽浙陆上咽喉" 。



第二节 建置境域

连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 根据目前考古发现，连江县境内可证实的历

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 5000 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 。 周以前(夏

商)属扬州区域，周代属"七闽"地，秦汉时期属闽越地，秦代属闽中郡，

西汉时期历属闽越国、会稽郡、冶县，东汉时属东候官同时期属孙吴建

安郡。=三国吴永安年 (260) ，东吴在连江建温麻船屯，造船屯兵。 西晋泰

始间 (265-274) ，在伏沙(今敖江镇白沙村)设置温麻镇 。 西晋太康三年

(282) ，连江首次置县，称为"温麻县"隶属晋安郡(郡泊在今福州、1)，为福

建最早八个县份之一。 隋大业芝年 (607) ，大量裁减郡县，温麻县并人原丰

县(治所福州，后改称闽县) ，又于唐武德六年 (623) 春从闽县析出重置。

同年秋，江南南道都督王义童巡视温麻，见江河纵横、舟帆椅影，改名"连

江县"。 县名沿用至今。 唐天宝元年 (742) ，县治从伏沙迁移至今城关，北枕

龙襟、南瞰敖江，因地形似展翅凤凰，又名凤城。 从唐武德六年到清代末年，

历经 1289 年，连江县均隶属福州府(福州历史上称谓不一 ) 。 民国时期，连

江县先后隶属东路道(后改间海道)和第一行政督察区，曾三次为福建省直

辖县 。 寸I华人民共和同成立后，连江县曾三次(计 18 年)属闽侯专署，二次

(计 16 年)属福安(宁德)专署， 1983 年 7 月，归属福州市辖区，为福建省

福州市下辖的一个县 。

连江县境域也随着建制沿革而不断变迁 。 西晋太康年 (282) 置温麻

县，境域广阔，从闽江口连江沿海之北一直到闽浙交界。 唐武德六年 (623) ，

重置温麻县，改名连江县;同时析原温麻县东北地，置长溪县(治所在今霞

浦县) 。 不久长溪县再并人连江县，境域与西晋时相同 。 长安二年 (702) ，又

析连江县北 4 个乡重置长溪县。 大中元年 (847) ，析连江县北 l 个乡设置罗

源场(继后改永贞镇、罗源县) 。 北宋元丰四年 (081) ，又割连江县招贤里

5 个罔给罗源县 。 至此，连江县境域基本稳定 。 南宋淳熙 《二;山志 》 载"连

江为望县，在福州府东北 90 里(市里，下同) 。 东两宽 95 里，南北长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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