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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罗源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山青水秀，物华天宝i人文荟萃，

钟灵毓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拓荒耕耘。自后唐建县至

今，物换星移，几经盛衰。勤劳智慧的罗源人民战天斗地，自强不

息，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罗川儿女英姿焕发，矢志选取，‘发奋图强，在贫困

中崛起，在曲折中前进，写下了无数壮丽诗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政通人和，百业竞荣，物阜民康，山河巨变，迎来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罗源最旺盛的历史时期。新编<罗源县志>本着“鉴前世

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宗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如实地记载

了罗源人民战天斗地、改换河山的历史，激励人们为振兴罗源而继续

不懈奋斗。

修志乃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罗源修志始之于宋，明正德、嘉

靖、万历、崇祯及清康熙等年间，均有续修。而最后一部旧志<新修

罗源县志>成书于清道光九年(1829年)，此后历一百七十年，未见

续编。民国时期虽曾着手续修，但未成其书。1986年中共罗源县委、

罗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编纂新县志决定，随即成立机构，遴选人员，紧

抓不辍。编修人员本着对历史负责之精神，访迹寻源，广征博采，去

伪存真，呕心沥血，数易其稿，历经十载，终而成书。新志以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详今略

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全书凡百余万言，时

经事纬，上下越千年；万象纷呈，集古今之大成，汇百科之精华；意



新语工，呈时代之特点，显地方之特色。为罗源有史以来内容最丰

富、最系统、最完整之志书，是我县两个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可喜

可贺!值此志书付梓之际，谨向参加和关心、支持编修工作的各级领

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由于修志系浩繁的文化

系统工程，叙时跨度大，涉及范围广，且人力、水平所限，疏漏谬误

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不吝赐教!

我们希望全县人民能从新编县志中得到启迪，高举邓小平理论伟

大旗帜，沿着中共十五大指引的方向，继续向新的宏伟目标奋进，谱

写出更加光辉壮丽的新篇章，是所共勉。

中共罗源县委书记黄聪

罗源县人民政府县长徐小榕

一九九七年十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罗源县的自

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o ，

二、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记、述、传、图、表、录。由概

述、大事记、各专业篇和附录组成，概述、大事记列于志首，统摄全

书；各专业篇按自然、经济、政治、文化顺序横排竖写，设篇、章、

节、目等层次o
’

三、年代断限上限不眼，下限断至1990年。大事记、概述下限

延至1996年，1991～1996年经济、社会发展概况以<限外辑要：》收

入卷末。照片采用延至1997年。

四、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工农业产值，

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o 1991年起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

五、书中历史纪年、地名、行政区、机构、官职等，均按"-3时名

称记述，必要时加括号注今称。朝代年号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

年；民国纪年，每节首次出现则括注公元纪年，其后省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概用公元纪年。本志所书“新中国成立”，系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o

六、本志采用的计量单位，除个别无法换算或不便换算(如面积

的“亩”、旧货币等)外，均用法定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至1955年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3月1目前使用的人民币一律折成新币值。

七、本志立传人物，以罗源籍为主，兼及少数在罗源活动过、对

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客籍人士。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世人物概

不立传。对其突出事迹，在有关篇章中采用以事系人办法予以记载。

“名表”按入志有关标准分项排列，生卒均收。

八、本志资料来源为旧志、正史、档案、家谱、报刊、部门志，

少量为有关口碑，经考证后入志。新中国成立后统计数字主要采用县

统计局编辑的统计资料，少量采用部门提供的数据，一般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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