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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远古至隋朝一建州前时期
(四、五千年前——公元618年)

第一节少数民族开发漳州的时期

(四、五千年前——公7L220-午)

原始社会

漳州地区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有人居住。在龙海的覆船

山、云霄的乞食岭和诏安的腊州山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

址。另外，在龙海、漳浦、长泰、平和、诏安也曾出土了大量的石

钵、石戈、石环、石枪头、有孔石刀、雷纹陶片等远古时期的遗

物。这些都是漳州地区存在过史前原始居民的证据。华安县汰内

溪仙字潭的崖壁上有古石刻，这石刻是图画还是文字，是什么民

族的遗作，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可以肯定它是远古土著

居民活动的纪录。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福建的最早的居民是从西方迁来

的矮黑人民革利陀(Negrito)。后来又有高加索种即自种人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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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印度及西亚人(Indonesians)自西方迁来。在这以后，黄种的海

洋蒙古利亚人(0ceanic Mongoliarls)自北方南下。周秦时

代居住在中国东南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省的越人

很可能就是后两个人种混合而成的种族。最后，蒙古利亚种的第

二支——南方蒙古利亚种(Southern Mongolians)也南下

进入华北中原地方，成为华夏以及其他部落的祖先。汉代以后他

们又大量南下，进入福建，成为福建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龙海覆fJath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大量人吃过的贝类的残壳，

在闽侯的昙石山文化遗址中有规模更大的“贝丘”，在福建的许

多原始文化遗址中还发现过石制的或陶制的网坠，上述情况表明；

捕捞鱼虾蚌蛤是福建史前原始居民的重要生活来源，他们已经摆

脱了用筐篮捕鱼的最简陋的渔捞方式，进入了用网捕鱼的时代。

从这些遗址里发现的石箭镞、骨箭镞、石矛头等表明狩猎在远古

土著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发现的蚌刀和

经磨制加工过的石锛、石镰、石镬、石刀以及稻草谷壳的痕迹等

可以看出，他们已从采集野生植物向种植农业过渡，耐旱的水稻

是主要的栽培品种，他们能够把石器缚在木柄上耕耘，也就是他

们的农业已经发展到锄耕的较高级阶段。但是，他们还不懂得使

用犁，还没有向犁耕农业过渡，所以农业生产的水平还是远远落

后于中原。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石制的以及粘土或陶制成的纺轮，伴

同纺轮出土的尚有棕绳和滑线用的桐油籽，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

使用原始的竖式织机，从编织纤维器物的技术向较高一级的纺与

织的技术过渡，手工纺织业已初具雏形。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和陶

片的厚薄较为均匀，器形也比较整齐精美，可见制陶业在当时相

当发达，已经在慢轮修整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转动比较快速的陶

轮，各地出土大量的牛、猪、狗等的骨骸残片说明，当时的居民

已经开始饲养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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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居民的生产力水平很低，所获得的生活资料有限，所以一

切生产资料属于社会成员公有，实行着原始公社制度。人们合群而

居，按照母系的血缘关系结成氏族公社。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

同消费，过着平等的生活。从他们的生活遗址可以看出，他们是

住在一些公共的大房子里，使用着公共的火塘、连通灶等生活用

具，氏族成员死后埋在公共墓地里，随葬品没有什么差别。但

是，在母系氏族公社里，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这

从关于太姥夫人的传说也可以得到印证。据远古时代传说， “闽

中未有生人时，夫人拓土而居”。现在龙海县南太武I工J上还有太武

夫人坛遗址。

随着生产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男子的经济

地位也逐渐提高，最后终于取代了妇女的地位，母系氏族社会也因

此让位于父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夫妻合葬

时，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膝朝向男子。由此可见在父系氏

族社会中，女子的社会地位降低，已成为男子的附庸。

考古的发现说明，漳州地区的原始居民在数千年前就已经依

靠了他们的双手，为了改善生活，发展生产，艰苦卓绝地奋斗，

创造了漳州最初的文明。

商周时期，漳州地区土著居民的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福建省

内出士的属于这个时期的遗物，除了古铜器与原始青瓷以外，还有

大量的几何纹硬陶。这些陶器的造型为别省所未见，有着独特的

风格，漳州境内也有此类遗物出土。这说明商周时代漳州地区居

住着～种仅分布于福建省境内的、有别于中原华夏的特殊少数民

族。

在属于这一时期的一些出土的生活器具上，有着雕刻的图案

和花纹。其中动物的形象逼真，别的图形也比较生动、优美。这

说明随着青铜冶铸技术的出现，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先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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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条件也有了相当的改善。

地下发掘的结果表明，这～时期的墓葬情况已较以往有所改

变，随葬品质量或数量都已有明显的差异。这表明由于生产力的

提高，社会财富的增加，在氏族公社内部已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

象，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及其分配原则被破坏了，原始社会电就开

始瓦解了。

二、闽越族的社会

根据府志记载，漳州周代属“七闽”地。关于“七闽”的含

义，学术界的看法没有统一，宋代欧阳恚认为七闺地包括如今的福

建全省和广东的潮州和梅州。《汀州府志》记载： “春秋勾践灭吴

兼闽为闽越地”，但《史记》等史书均没有关于勾践兼闺的记载。

大概勾践灭吴之后，国力强盛，越国的势力就开始进入福建。居

住在越国周围的其他越族，也因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闻的剧

烈斗争造成的大动荡、大迁徒而纷纷移居福建。越族人不论体质

特征还是生活习惯都与中原的华夏族有很大的差别，越人身材矮

小、短面，须发少、鼻形广。眼睛圆而大、不斜吊，有双重眼

帘。他们喜欢居住在沿海、沿江的地方，习惯于水上生活。他们还有

拜蛇和断发文身的风俗，就是把头发剪短，并在自已身体的某些

部位上刺上蛇的图案花纹。越族使用胶着语，和中原使用的一字

一音的孤立语也大大地不同。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楚国灭了越国。越国的王

族分散到福建和江南沿海其他的地方，他们各踞一隅，称王或称

君，并都向楚国进贡。进入福建的越人稻当地的土著居民经过长

期的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新的闽越族部落。漳州境内出土的属

于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和陶器，无论质地、器形或花纹都和越族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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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邻近各省出土的同类器物十分相似，甚至没有区别。这表明福建

的原始居民和外来的越族的融合过程已经完成，“闽越”已成了古

代越族的一个分支。

越族进入福建也传播了吴越和中原的文化。越人纺织葛布的

技术传入了七闽地，以后福建～直生产精美的荃葛。越人善于造

船驾驶，这些技术也传入福建。到了汉初，水战成了闽越军队的特

长。吴越素以冶炼制造锋利的兵器而著称于史。由于越族工匠进入

福建，七闽的冶炼和铸造技术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青铜器不仅

作为兵器和生活用具，而且还应用到生产之中，这又促进了农业

生产的发展。此外，当时闰越烧制陶器的技术水平也比较高，不

但生产彩陶，还掌握了涂釉的技术，开始了原始青瓷器的生产。

秦代建立了闽中郡。当时秦7￡朝认为闽中远离中原，是“荒

服之国”，而且越入强悍，难于腕治，所以未派守尉令长到闽中

来，只由原来的闽越族的王，劂用“君长”的名号继续统治。因

此，秦只是在名义上建立了闽叫郡，实际上并未在闽中施行统

治。但是，为了加强对闽中的控制，秦王朝一方面把大量闽越族

入迁移到现在的浙江北部和安徽、江西境内等处j另～方面又把

中原的罪犯流放到闽中来。这～政策客观上为各民族的互相融合

和闽越族的汉化创造了条件。
’

秦朝末年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各地人民都

起来反抗暴秦的统治。六国诸侯为恢复故国也纷纷起兵反秦。闽

越族的领袖无诸和摇等也率领部队从闽中北上，响应中原的农民

起义，打击秦政权。

秦王朝覆灭之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越人因为当年越灭

于楚而抱宗国深仇，对世为楚将的项氏殊无好感，项羽对越王的

后裔也始终猜忌排斥。因此，在随后的楚汉之争中，闺越族部队

站在汉的一边，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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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朝建立之后，闺越族的首领因有战功而得到了封赐。汉

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无诸被封为闽越王，统治闽中。七年

后，汉王朝为了限制闽越国的势力，又在现在的福建和广东交界

一带立了一个南海国，封闽越族的另一个首领织为南海王。汉文

帝时南海王反，汉朝廷派兵镇压后投降。闽越国遗民被迁到江西

的上涂，这是历史上闽越族的第一次大规模北迁。

闽越国势力强大，多次扩大领地，成为汉王朝在东南方的劲

敌。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大军进入福建，灭了随

越国，并根据朝廷的命令把闽越人迁到江淮一带。这是闽越族盼

又～次大规模北迁。但是，汉迁闽越，并不能把全部越人都迁走，

大量的老百姓藏匿在山谷中，过了一段时间又重新出来。汉王瓠

为了统治他们，又设立了冶县，隶属于会稽郡。当时漳州地区一

部分属于冶县，一部分属于南海郡的揭阳县。

秦汉时代闽越地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闽越已经开始生

产和使用铁器。南越国和汉朝廷关系不好时，汉廷“禁南越关市

铁器”；但闽越与汉廷有矛盾时，汉廷却未使用类似的措施，可

见当时闽越生产的铁器已经能够自纠，地下发掘的结果也证明了

这～点。铁农具的出现使农业生产水平大大地提高，铁犁的使甩

表明汉代闽中已经懂得用畜力代替人力耕作，锄、锸、镘的使甩

显示田间管理技术的进步。铁器的使用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手工业不仅产品种类比以前增多，而且制造工艺十分精细，不少

手工业制品驰名远近，专供王侯贵族享用。当时海上交通已开始

发展，东汉时闽中就有大港口， “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以东

冶泛海而至。”

闽越族无论在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都和中原人民有广泛的

接触，不断受到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从出土的属于秦

汉时代的文物可以看出，这段时期内福建制造的种种器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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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风格与中原相似。由于汉武帝时汉军入闽和随后的闽越人的

北迁，民族间的融合过程加快了。经过秦汉四百多年来与中原的

频繁交往和接触，闺越族已经完全汉化，作为～个民族从历史上

消失，而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了。

第二节封建制度确立后的漳州

(公元220年——公元618年)

一、孙吴经营闽中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人民的生活极其困苦。不少

中原人为了躲避战祸，自北方迁入闽中。当时在动乱中崛起的江南

孙氏，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先后五次派兵入闽，花了半个多世

纪的时间，把闽中建成孙吴政权的巩固后方。孙氏还在闽中建立

了建安郡，下辖五个县，漳州地区当时属侯官县。

三国时期，除了大批军队入闽外，一些罪犯也被遣送到闽中

来服苦役。闽中作为孙吴的大后方，经济也有所发展，最突出的

是航运事业。孙吴政权一直保持着～支庞大的水军，需要大量的

战船，闽中具有山海优势，山上有木材，滨海有熟练的造船工

匠，所以它成了孙吴的造船基地，很多罪犯也被发遣到这里造

船。孙氏立国东南沿海，航海也是孙吴的～种优势。当时闽中造

船业发达，东吴的海船大的可乘数百人，载重万斛，小的也能载

马八十匹。闽粤沿海有很多的航海人才，孙吴从中挑选了船工楫

师，把建安郡作为它的海运基地。这里不但是孙氏奄领地问的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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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站，孙氏还派人从这里向海外探险，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

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宜洲，

⋯⋯得夷洲数千人还”。夷洲即台湾。这是汉族人民到达台湾的

最早记载。

六朝时代的社会经济

西晋初年，中国有一个短时期的统一，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

度的恢复，闽中的户口也有了增长。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晋

武帝析建安地，置晋安郡，漳州一带当时属于晋安郡的晋安县。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经常处于动乱之中。闽粤地处东南海

滨，局势比较稳定，加上大量北方人民避难南下，闽粤的户口继

续增加，生产也有所发展。东晋末年在现在的漳浦一带建立了绥

安县，隶属于广州义安郡。南朝梁天监年间，又升晋安县为南安

郡。后来又在现在的龙海、华安～带建立了龙溪县；在现在的南

靖～带建立了兰水县，两县都属于南安郡。

六朝时期北方人民又以空前的规模迁入闽中，漳州府志的唐

人物传中有五个龙溪人，其中就有三个人的祖先是六朝时由琅琊

迁入漳州的。自西晋到南陈的三百多年中，有几次北方人民入闽

的高潮。西晋永嘉时期(公元311年左右)入闽的主要是衣冠望

族。东晋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卢循率领五斗米道徒众自浙江

退到福建，不久又渡海到广州。卢循败死之后，他的余部又逃珊

福建，散居在沿海地区，以泛海为生，被称为“游艇子”。有人

认为后来闺粤问的“蛋民”就是这些人的后代。南朝梁代末年发

生侯景之乱(公元548——552年)，大批“不能支赋役”的穷苦

农民逃至福建，为了躲避统治者的残酷压榨，他们都散居在深山

野谷之中。南朝陈代初年，陈宝应在晋安割踞称雄，陈朝也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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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入闽镇压。

西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人口由北方入闽，为闽地提供了

更多的劳动力，并带来了许多生产工具和技能。大批的南来移民，

在昔日到处是深林丛竹、蝮蛇猛兽出没之地，开辟了一片又～片

新的田园宅舍。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的艰苦创业，在北方遍地狼烟、

白骨蔽野、一片衰败的时候，闽中的经济仍然继续向前发展。汉

代已经开始推行的牛耕技术，这～时期又进一步普及，而且耕牛

的数目增加，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役畜。东晋、南朝的贵族官僚常

常乘坐牛车，有的地方还增收牛棣税。闽中还兴修了一些水利工

程，农具也有了某些改进和创新，这些都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

件。农作物品种方面，当时闽中已经有了早熟的粳稻，而且～年不

止～熟。此外还栽培桔柚，并已作为贡品。农业的发展和北方生产

技术的南传，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南朝农民除交纳租粮

外，还要交纳麻布或葛布，所以一般农民必须既耕又织。家庭手

工业作为农业的副业而存在，这就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这

一时期纺织、冶炼、造船、晒盐、制瓷等各项手工业，继承前

代而有了显著的发展。自梁朝以来， 闽中也盖起了高大的浮

屠，这是统治者妄佛的结果。但浮屠本身却体现了当时建筑术的

进步。这一时期的商业也远较以往发达，当时已有?每外商船往

来于绥安县的港口。除了官府掌握的对外贸易以外，民间的商业

也很繁荣，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弃农经商或兼营商贩，文官武将也

都利用职权，竞相从事贩运买卖，经商求利。六朝时期农业、手

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本地区在隋唐时期的进～步开发和繁荣打

下了基础。

六朝三百多年间，广大劳动人民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发展了闽

中的经济，但却遭受着宫府和土族豪强的残酷压迫和榨取。农村

人民被迫离乡背井，奔走他方；不少人甚至自残肢体以逃避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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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还有入不敢婚嫁和生儿育女，真是“人人厌苦，家家思

乱”。人民无法生存下去时，只有～条路，就是起来反抗。《梁

书》记载： “闽越俗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又载：梁

朝臧厥为晋安太守时， “郡居三海，常结聚捕逃，前后二千石

虽募讨捕，而寇盗不止。”农民的起义和反抗，迫使统治阶级

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从而在客观上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

当时的闽中，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汉初还流行的断发文身

的习俗已经不再存在。到了南朝，建安、晋安、南安三郡的居民

大部分已经是汉人了，中原的汉文化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不少

名流曾来任闺中守令，管辖现在的漳州地区的晋安郡，如虞愿、

范缜、刘骧等著名人物均来此任过太守。其中范缜是我国历史上

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任晋安太守时“在郡清约，资公禄而

已”。

三、隋代漳州的变迁

隋统一中国以后，采取了抑制土族、豪强的措施，这引起了

江南大族和地方豪强的不满，起兵反隋。南安豪强王国庆也杀了

隋朝刺史，据州为乱，后来被隋大将杨素镇压，漳州地区又重新

归中原统一的封建王朝统治。

隋初为了改变官吏冗多、耗费资财的局面，隋文帝接受了杨

尚希的建议，大幅度地裁减郡县。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绥

安和兰水二县被并入龙溪县。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把闽

中三郡合并为一个建安郡，下设四个县，龙溪为其中之一。隋朝

末年，由于王朝的奢靡腐朽和残酷压榨，各地人民纷纷反抗。大

业十年(公：元614年)六月，建安郡的农民也在郑文雅和林宝护

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起义军发展到三万多人，攻下了郡城并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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