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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城镇志》编委和主要编辑人员合影

从左到右：

前排：黄韦泉、朱健伟、陈佳干、叶夏汉

后排：江明星、蔡大春、许文石、陈翰孙



序一
相传古时候有一寿仙彭祖携带两个儿子彭武、彭夷开辟武夷山的时候，彭祖老仙乘坐的

白鹿口中常衔着的一株紫色灵芝，不慎落在武夷山南麓的现今建瓯城中。从此。这里长出了

许多灵芝。古时候人们认为灵芝是瑞草，出现瑞草是吉祥的象徵，是全城的大喜事。因此，这

个城的许多地名便与“芝”同称，如紫芝峰、芝山、紫芝街等，县城便称为“芝城”。

芝城在秦汉时期已是福建开发最早、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东汉建安初置建安县，三

国吴永安二年设福建第一郡。此后，唐置建州、宋设建宁府，都是福建最早设置的州、府。芝

城历为郡、州、府、县所在地，素称“八闽首府”、“闽邦邹鲁”。

这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历经一千八百春秋，至今尚保留着大量的名胜古迹和文化遗

产。其中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多处。建州首胜黄华山、

天湖山，千年古刹“光孝寺”、东岳庙，汉城遗址、殷国故都，鼓楼，唐城墙门洞、宋学府

“孔庙”、丰国监遗址、朱熹遗迹“艮泉井”和“画卦亭”，明清城楼“太保庙”、革命圣地中

共闽北临委，以及誉满八闽的芝城特产弓鱼，香飘四海的詹金圃乌龙茶和建泽泻等，都向人

们展示出芝城历史，文化的辉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芝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芝城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夺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1984年撤销人

民公社后，建立了芝城镇人民政府。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芝城镇人民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抒写了一篇篇壮丽的诗篇，奏响了一曲曲崛起腾飞的壮歌。科技兴镇被列入全省第一批科技

示范镇，农业综合开发被誉为闽北“芝麻观”模式之一，1990年获得了“中国乡镇之星”的

光荣称号，并跨入全省“百强乡镇”行列。

地方志是地方之史书，可作鉴古警今之明镜。我县修志，源其甚早。自宋以后，编纂益

多。据明《永乐大典》记载：自梁代到宋朝，有关建瓯修志成书的共有6部，可惜全无遗存。

宋以后至今成书可见的还有10部，但也没有芝城镇志。这部《芝城镇志》在芝城镇的历史上

是第一部。它是芝城镇两个文明建设大好形势的必然产物；它对认识芝城镇的过去，服务奔

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城镇，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希望芝城镇人民和所有关心芝城镇改革和发展事业的各方朋友，共同关心支持《芝城镇

志》的出版发行，并把它作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教材，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名城

的优势，重振八闽首府之雄风，加快芝城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以更加光辉灿烂的

业绩，迈向新世纪，创造新辉煌。

中共芝城镇委员会书记温亚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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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城镇it。是八商管镇芝兰蜚驭‘梁以来历‘为县郡州府治所，曾经』蔚!县三署

同立，直至建国劫均为闽北政渔≤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今为建瓯市委、市府
’‘ ：· ·。jj、f ‘

：．’
·

所在地。 √j；j j审，．乒． 浅烹： '．

昔；日之一城廓史乘部份附子县誊府志中，未有单独立志。在盛世修志的热潮中，

芝城镇韧作j尝i试{基本按照方志：体例要求，横排竖写，述而不作，修就二千年来

历。史i上第-．部镇蕊’≯为建瓯市存史．、借鉴、资治、教化的资料宝库增’添了新的一
页，二是为t．_毒∥：垡得■喜。 ：j

!i_：芝城镇；建窿历史文化名城’：她积淀着丰富而驰名的物产和灿烂的历史文化，

凝聚着劳动人民艰苦斗“争的胜利业绩I也留有景况萧条的伤痕。《芝城镇志》不仅

记载政治：。经济斗争的兴衰变化，也记载成功号失败的经验教训，值得一读。

∥；《芝城镇志》．设有总述≯编年体大事记。分志编目为建置，自然地理、经济、

科孜0．：政治<+军事、名胜古迹、文化：社会、人物及附录。结构以编统章，章下

设节2立目，ji部份编章设肴’小概述。新辑资料经多方考证气校对，力求可靠，重在

体现建国以来一尤其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大为改善的翻天复

地变化。使鱼米之乡，水果之乡及贸工农一体化的美丽城镇跃然纸上，更加激励

着人们一热爱祖国：热’爱家乡，造福桑梓的精哼申；推动着人们不断地开拓进取，勇

往直前。期望读’志用志+者共同爱护，考究完善，订正不足之处。 ．；

．本志经叶夏汉等有心人数年艰辛笔耕，多方求贤，数度易稿，．方得玉成，趁

此谨向各位贤达致以衷心的谢意，是^为序。
’

、’

建瓯市芝城镇镇长、镇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朱键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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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

一、上限不限，最远追溯至汉，下限断至1994年。

二、志书述事，以镇属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事业为主，境内县属事业

也作简略记载，使不缺项。
’‘

●

，

‘ 1

三、使用资料，以旧府志、县志、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年报统计

为据。调查资料、口碑资料则另加注明。

四、纪年、清以前用汉文书写年号，并用阿拉伯文加公元括号；民国用阿拉

伯文书写年号，并加公元括号；建国后一律用阿拉伯文书写公元年号。

五、建国前、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不用解放前、(后)

字样。

六、计量单位，一律用度量衡公制。需记载老秤、小两的，则予注明；：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使用的人民币，另注明“旧版币”。 一
?’一

七、附录，属于方外、杂记类，记载部份参考资料和与当地地名．、物产、人
-i二：

物等有关的传说。
。

八、以芝城镇为代表的建瓯方言，新编：《建瓯县志》已详写，本志不写，以

免重复。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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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芝城镇位于建瓯市中心，地处松溪、建溪交汇处，东经118。14 7—118。23’，北纬26。58’一

27。06，，东与东峰，东南与小桥，南与南雅，西与房道，西北与徐墩，北与小松等乡镇接壤。

境内面积129．88平方公里，其中城内面积8．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3763亩，其中水田11915

亩。因城内有芝山故名。芝城镇人民政府驻城内北门都御坪大街194号。
’

芝城镇历史悠久。早在五千年前，先祖们就在这块富绕美丽的土地上生息繁衍。西周时

为“七闽”地，秦时属阎中郡，东汉建安元年(196)设建安县，为县治所在地。三国吴永安

三年(260)为建安郡治I唐武德四年(621)，立建州，又为州治所在。五代后晋天福八年

(934)，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又为q殷”国帝都；北宋治平三年(1066)，增设瓯宁县，县治

与建安县治同在今芝城镇。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升建州为建宁府。从此，芝城镇内有

l府2县3衙门。成为闽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重镇。民国2年(1913)，撒建宁府，并

建安、瓯宁2县为建瓯县．又为县政府所在地。1992年10月，建瓯县改为建瓯市，仍为市人

民政府所在地。

芝城镇是闽北最大的县城。古有36条街，72条巷。城廓设29个坊。民国21年(1932)，

改设为第一区，下辖6镇7乡，后又不断缩为lo乡镇、6乡镇、4乡镇和2乡镇。建国后，建

立人民政权。1950年1月置城区区公所，驻地在城内钟楼前。辖9街1乡，总人口32997人。

第二年又改辖9街6乡。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初称“曙光”，后改称“城关”)，辖9街4大

队。1964年分为城关公社、城关镇两个单位。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并为芝城镇。全镇现有11

个村民委员会，4参个自然村，100个村民小组；11个街道居民委员会，58个管区，279个居：

民小组。1994年末常住总人口86868人，其中农业人口20361人。绝大多数为汉族。

芝城镇农业开发较早。宋代已进入鼎盛时期，主要农作物为稻、豆、麦、粟。明万历年

间，钟楼、．豪栋两村开挖池塘养鱼，成为建瓯淡水养鱼的发源地，传统的弓鱼保鲜工艺堪弼

一绝，远近闻名。清咸丰年间，有安溪人詹盛斋结茅于水南山上开辟茶园，育出闺北第一代

乌龙茶苗，詹氏从此发迹，“詹金圃茶庄”乌龙茶，品质优良，包装美观，享誉海内外。清光

绪年间，钟楼、豪栋培植的药材泽泻优质高产，与青阳泽泻齐名，被誉为“建泻”，中外驰名。

建国后，农业迅速发展。50年代初，互助组、合作社开始大量营造用材林t 60年代中期，开

始成片种植柑桔，1973年名列全县第一个柑桔产量超万担的公社。80年代后期，实行农业综

合治理，立体开发，统一部局，科学安排粮、林、茶、果、牧、鱼、菜、食用菌等商品生产

基地。山顶造林，山腰种果，果园建牧场，．山垄养鱼，大田粮经轮作，亩产千斤粮，亩收三

千元等高效农业模式，并有较完善的水利及园间公路等配套设施。种养集约化，物种多样化

】



和专业化，一村一品，各具特色。被地委、行署誉为“芝城模式”，在闽北各地推广。199：1年．

全镇现有粮田面积11915亩，粮食总产量8672吨，林地面积10万亩，木材蓄积量60万立方

米，立竹数70万根；水果面积21716亩，产量11i06吨；茶叶面积1455亩，产量153吨；生

猪出栏48暑171丑头；家禽出栏83245只；鱼面积4700亩，．产量30672吨；蔬菜面积29601亩，

产量62687吨。、水果、鱼产量都居全市首位。

工业，．早在三国吴时，芝城镇西门外大州就已形成闽北造船中心，’吴国先后送犯官来此

’造船。南唐时，有冶铜铸钱。宋代朝廷在城内紫霞州设丰国监铸钱，为全国四大钱监之一。丝

纺、棉纺、茶叶加工和装璜包装、生产、生活用具等手工业十分发达：清末、民国初，芝城

镇手工业有30多个行业，500多户，从业人员2000多人。建国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归口

社办工业有20多个，后陆续移归二轻部门管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业经过调整、改

革，生产水平不断提高。1994年镇办工业有12．个，村街办61个，个体办700个，其中“三

资”企业5家。工业年产值达2．2334亿元。

芝城镇历史上为闽北水陆交通咽喉，闽浙赣三省交通要道。建溪是境内最大河流。唐代

已建成建州港口码头，鸦片战争后，建州港连接福州马尾港，水运盛极一时。El常汇集码头

船舶近2000艘。民国时期，在大州修建简易飞机场。建国后，交通迅猛发展。205国道一一

瓯汾(福州经建瓯至武夷山汾水关)公路，瓯朋(建瓯至连城朋口)公路，瓯深(建瓯至浦

城深坑>公路和省道_一瓯政(建瓯至政和)公路，均在芝城镇交汇或起点。水运有4个码

头、；50’吨船舶可直航马尾港。镇村公路四通八达。正在施工的横南铁路纵贯芝城镇，七里街

村将成为城市新的开发区1。邮电通讯现已拥有7000门程控电话，可直拨198个国家和地区。

芝城镇历来为闽北农副、土特产品集散地，市场繁荣，购销两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

机轰炸’f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飞涨，百业萧条。建国后，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市场稳定。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和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加强

“莱蓝子”工程建设，市场日益繁荣。全镇现已拥有国营和供销合作商业网点1000多个，集

体‘、个体商业网点d600多个，专业批发市场7个，集市贸易市场20多个，个体商业摊位6500

多个；1’从商’3万余人，各种档次的商品琳琅满目，一座兴旺发达的新型商贸城已初步形成。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十分发达。明清时期，城内已具有较完整的私塾、社学、书院、县

学、俯学等教育体系。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立建属7县第一所中学一一建郡中学堂。同

·年7爿创立建安高等小学堂。民国7年(1918)创立建瓯县图书馆，为福建省最早建立的三

大图书馆之L。建国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芝城镇科教文卫发展很快。科技兴镇成效显著。

1987年被列为省定104个科技示范乡镇之一，走科技兴农、科技兴企、科技致富、科技兴镇

之路，，发展城郊型商品经济。健全科技管理、服务、示范三大体系，开展科技培训、普及、形

成科技推广网络，奖励发明创造，加快科技兴镇步伐。1988年被省政府表彰为先进科技示范

乡镇，。镇科协被评为全国农村科普先进单位。‘1990年全镇科技经济联合体245个，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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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123项，社会总产值达1．14亿元，在闽北山区率先实现亿元乡镇，其中依靠科技进步因

素增长占60．8％。荣获中国“乡镇之星”称号。

城内现有各类中学8所，小学13所，聋哑学校1所，公民办幼儿园25所。小学普及率

和巩固率均100％。有电影院3座，市镇广播台站及电视差转台，有线电视已形成网络，电视

普及率达100％，‘有文化中心、体育场、舞厅、青少年宫和工人文化宫。还有市办医院3所，

省办康复医院1所，镇村卫生院所12所。
‘

芝城镇历为军事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芝城镇人民经历过多次战争灾难。尤以

清初戊子之役，清军屠城，最为惨烈，劫后幸存者仅二、三百人。抗日战争时期又遭日机轰

炸761次，投弹02581枚，’死伤869人，毁屋650．座。因此，城镇建设惨遭破坏。旧有店屋民

居多属土木、板木结构平房，街巷窄而不平。六十年代初，因属建溪水库淹没区，水库停建

后又逢“文革”灾难，故旧城改造滞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陆续拓宽改造了大市街、前

街、后街、西大街、人民路和管葡路，根治了城内河，全部路巷铺设了水泥路面。改革开放

后，城镇建设迅速发展。店屋民居钢筋混凝土楼房及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城镇中心、南街头

装设彩灯喷水池，市容市貌换上新妆。
’

芝城镇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襟山带水，风景秀丽。背有黄华山，面有铁狮

山，东西有松溪、建溪二水交汇。城内有千载鼓楼，雄镇南天，八闽首府孔庙，古风盎然。城

南光孝寺，是福建最大的佛教名胜之一，城北黄华山，城西北天湖山，都是各具风姿的旅游

胜地。通济、通仙、临江、威武等4座古城门至今犹存。还有“全城众母”练氏夫人塑像、朱

熹画挂亭、艮泉井遗迹和省级革命文物保护单位中共闽北临委遗址等：

芝城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创造辉煌。1994年，全镇社

会总产值已达5．17亿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306元，市镇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收入2775元。

现正朝着市委、市府制定的“市场导向、资源转化、多头接轨、以贸兴市、跳跃发展”战略。

努力把芝城镇建成“以流通为龙头，工业、科技为两翼，贸工农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在

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以更大的步伐奔向小康，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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