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阏焕文 李相生

这是一本系统介绍连城风物的小册子。作者以饱满的热

情、深情的笔调，详实描绘了我们这个闽西山区县的历史源

流、风土人情，内容几乎涵盖了连城自然、历史、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举凡风光名胜、名入踪迹、方言土语、民闻艺术、掌故

传说、土特名产、风味饮食，应有尽有，可以说，这是关于连城

的第一部IM,的百科全书。
连城，是一方迷人的宝地，漫长岁月的风风雨雨，锻造了 一

她的独特形象——人杰：古有文天祥、纪晓岚、林则徐，当代伟

人有毛泽东、朱德、陈毅．在此纵横驰骋．留下了珍贵的足迹。

地灵：风光名胜在闽西首届一指，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冠豸山、 ·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花山、闽西第一名刹中华山性海寺、明清

全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四堡．以及姑田西山、赖源溶洞、

罗坊云龙桥、壁洲文昌阁．各具风格，引人入胜．物博；森林、矿

产、水力资源得天独厚，金木水火土五色齐全，传统名优特产

红心地瓜干、宣纸、白鸭名扬远近，新崛起的。拳头”产品油漆、
’

松香、彩印包装、啤酒、水蜜桃、柑桔等，饮誉四方．风情．1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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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之复杂全国罕有，罗坊走古事、姑田游大龙、上江游大粽、

新泉犁春牛、庙前红龙缠柱、芷溪花灯、中曹庆灯、中堡赛板

⋯⋯民俗活动之丰富多彩亦是全国罕有。

改革开放的春风，绘古老的连城大地带来了蓬勃生机，连

城人民正以客家人坚韧不拔、继承创新的精神，解放思想，继

往开来，团结奋斗，描绘连城的崭新画卷。

《连城风物志》的出版，对于增进外界对连城的历史与今

天的了解，迸一步提高连城的知名度，促进我县改革开放和各

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村姑无黛貌倾国，豸蜂有价值连城”。在新的改革开放大

潮中，连城这颗山中的明珠，必将焕发出更迷人的光彩，我们

竭诚欢迎海内外友人惠临连城，与我们共赏风光名胜、风土人

情，共话历史沧桑、改革新貌，共建价值连城的这方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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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自然环境

‘

连城地处福建西部，县境东邻永安、龙岩，南毗上杭，西接

长汀，北倚清流，总面积2596平方公里。全境主要为丘陵和中

低山所盘踞．中东部为玳瑁山与梅花山主脉，地势较高，山泉

辐向四周，形成县内主要河流的共源点l在河流沿岸。有峡谷

相问的串珠状河谷盆地。四周峰峦叠翠，蚰壑连绵，气候温和，

雨量丰沛，林本茂密，物产富饶。这里的出出水水哺育着汉族

占99．5％、操客家方言的31万敦厚质朴、勤劳进取的人民．

绝嵫丹崖岫生烟

在远古的大地构造和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中，经历了多

次的地壳运动和风霜雨雪剃蚀的洗礼，形成了许多雄浑竣蛸、

形态各异的丹崖绝慷和钟乳林立、姿态奇诡的喀斯特溶洞。

成为闽西旅游资源首届一指的深山明珠．这里有国家级的冠

豸山风景区．有国家一级自然保护区梅花山原始森林．其中有

许多濒临绝迹的珍贵树种和珍禽异兽，可供科研。其外围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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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清泉四出，澄澈见底，空气清新．花香四溢。远近群山与

奇峰怪石，在霞光迸射、雾绕云飞中，变幻莫测，惹人遐想无

穷。

全县海拔1200米以上山峰141座，最高峰是莒溪乡的石

门山，海拔1811米，也是闽西第一高峰。境内峰林竟秀。岚光

掩映，岩石蟒峋，树木荫翳，山鸡展翅．蝉鸟争鸣，色彩缤纷，各

个山岙展示出一幅各具特色的立体画轴。这是连城自然环境

异于其他地区的特点之一i近人有诗赞叹连城奇峰挺秀冠闽

中：“绝I【盍}丹崖岫生烟，洪蒙初辟露真颜，峥嵘突兀青霄上，雾

霭情深色更妍”，可说是毫无夸张的写实之作。

，

r

●

_泉飞涌泻三江

连城境内缺少大川巨流，但山涧泉壑错纵，汇集成流，大

小不下300余条。主要溪流有文川、北团、朋口、莒溪、庙前、姑

田、蒲竹、赖源等8条．分属闽江、九龙江和汀江三大水系。境

内全长198．2公里。除北团、庙前两溪源出长汀和上杭县境

外，其馀溪流皆源自县境之内，且大多发源于中东部的玳瑁山

脉。故瞳溪的将军山(海拔1665米)成了姑田溪、蒲竹溪、朋口

溪三流的共源点，它们分别流入闽江、九龙江、汀江，于福州、

漳州注入大海，所以该处人称之为“水流三江(州)顶”。此外，

文川、莒溪二流，虽非共源于将军山，但仍源出玳瑁山系的其

他支脉，所以全境溪流基本源于中东部，若网状辐射四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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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境内溪流的特色之一。故近人有吟咏“水流三江顶”诗作一

首；“万壑丛中玳瑁梁，一泉飞涌泻三江，清流辐向东南去，四

海群仙玉液香。” ·

由于各条溪流，多源出县境之内。境内流程短促，流最有

限。但山高林密，水源不匮，四季长流，雨季流虽剧增，河床狭

窄，纵剖面比降大，水流湍急，岩石嶙峋，缺乏航运条件。然而

水力、水利资源却具潜在优势。蓄水发电兼灌溉，具有良好条

件。据调查全县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5．85亿立方米(地表

水14．8亿立方米，地下水11．05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

量9929立方米．高于全区、全省、全国人均水平．水能资源．理

论蕴藏量8．5万千瓦，可开发的水能资源为4．96万千瓦，年

发电量2．48亿度，开发利用系数0。58。现已开发的仅占四分

之一．

风荷翠盖联珠秀

。潆洄九曲可流觞，峡谷嶙峋巨澜扬。风荷翠盖联珠秀，一

串盆地一串乡。”这是描写连城串珠状盆地群的一首绝句。由

于连城地质构造形成的地貌特点。除山岭重叠，千峰竟秀外，

在丘陵起伏的山区地带．因河流切穿山岭．水流奔腾湍急。出

现宽谷与窄岩相间排列的一系列串珠状山间河谷盆地。盆地

四周丘陵岗阜环列，形若芙蕖盛开，高空俯瞰又如团团荷叶飘

于水面．或似一串念珠联结成阵，这是连城地貌的又一大特
一 3



征。正是这种特异的地貌，给连城人民带来了物产丰饶、沃土

千里、嘉禾两熟的优异自然环境。全县除个别小乡和山间自然

村外，几乎绝大多数乡(镇)均孕育于山间河谷盆地中，境内中

西部，自北向南就是一长串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相互贯串的

盆地。这里是莲城的粮仓，也是工业矿藏宝库，是全县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地带。东部除姑田盆地较大外．曲溪、赖源均系

深山小盆地，但这些地方却是连城土纸生产的重心区域。这一

带的中山区蕴藏着单棵考于积达28．6立方米的杉木王。是省内

之冠，世所罕见之珍品r

日丽风和价连城

连城全境因地形复杂，地貌多姿，气候随地形不同而有差

异，但总的说来是气候温和、光热充足、四季分明，雨量丰沛，

适宜农作物生长和人类生活的理想境域。．

在人口聚居密集的中部丘陵长廊盆地．属中亚热带海洋

季风气候。光热充足，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无霜朗

长达258--284天；四季分明，冬短而夏长；春夏多雨，秋冬则

多旱。年平均气温17．8℃一19．5℃．元月份平均气温7．5-c一

9．4℃。月均最低气温2．4℃一4．8"C；七月份平均气温26．

1℃～27．5℃．月均最高气温32．o℃一34．1℃．年平均雨量

1600—1900毫米，2—9月份占84～88％，5—6月份占So％，

10月一次年1月份仅占12—16％。相对湿度变化3一·6月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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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一82％范围内110月～次年1月份，在75—77％之间。

东部和西部低、中山区，随海拔递增。光热递减，气温下

降，霜期伸长，无霜期2ll一258天。春短而冬长，雨量递增而

丰沛。年平均气温13．8℃一17．8℃，元月份平均气温4．3℃一

7．5℃，月均最低气温0．9"C--2．8℃l七月份平均气温21．

6℃一26．1℃，月均最高气温26．3℃"-'-32．0C。雨量随高度增

高而递增11100米以．I-，则随高度增高而递减．相对温度。备

月均在80％以上．

由于光热充足，雨水丰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

人。适于花草竹木生长，虽隆冬季节，依然蓊郁青蒽，生机盎

’然，四季长青，日丽风和，水波澄碧，景色旖旎．除县城近郊有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冠豸山外，东、南、西、北各乡均有可供开辟

旅游参观和避暑疗养的佳境。故有人作诗：“绿遍山原草木深，

花红叶茂碧波澄．苍松翠柏憨修竹．日丽风和价j￡城。”

沃野千里物丰饶

连城全境总面积2596平方公里，折合市亩389万亩，其

中耕地26．4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6．78 oA；林地234万亩，

占总面积的60．17％；荒山98．5万亩，荒地11．5万亩，共占

28．25％I水面(溪流、水库、山塘、鱼池)1．2万亩。占0．3％；其

他(村庄、道路等)17．5万亩，占4．5 oA。

． 由于境内光热充足，水源丰沛，利于农林植物的繁衍生长

5



和林问野生动物的生存发展。清代，四堡群众早已在当地平洋

团普种双季水稻，建国后，双季稻在全县普遍推广，年产一般

在800公斤／亩上下，高者可达1000公斤／亩，从而双季稻成

为县内粮食生产的排头兵。木材、毛竹、造纸向来是连城的主

要产业和经济支柱之一，而竹木资源主要分布在县东和东南

部诸乡的大山之中，树种有103种，265属，499种。其中成片

林有杉木、马尾松、柳杉、长苞铁杉、云南松、黄山松、福建柏

等；散生小块林有枫香、拟赤杨、紫树、酸枣、水青岗等；珍稀树

种有杉木、香樟、楠木、棕树、建柏、樟树、红豆杉、米楮等；尤其

是杉木，为县内优势树种。天然杉木材质好，每年均给沿海县

市渔业生产提供不少造船材、桅杆材。境内森林蓄积量1201

万立方米(其中杉木林62万立方米，松木林729．6万立方

米)。主要产区在莒溪、赖源、姑田等乡镇，蓄积量均在100万

立方米以上至250万立方米；而50—100万立方米的产地有

曲溪、塘前、新泉、文亨和朋口等乡镇。竹林主要分布在赖源、

莒溪、姑田、曲溪等乡镇。毛竹蓄积量达2894．6万棵，从而成

为福建的主要林区之一．

由于境内经历各期多次构造运动，火成岩分布广泛，矿产

资源较为丰富，它为发展现代工业奠定了资源基础。已探明的

金属矿藏有铁、锰、铅、锌、铜、锡、钨、铋、钼，贵重金属有金、银

等；非金属矿藏主要有煤、瓷土，膨润土、稀土、石灰石、石英

石、大理石、磷、钾、长石、莹石、辰砂、土石朱、硫磺、云母等，储

量相当可观，产区大多在中西部长廊盆地各乡丘陵岗阜之中，

山坡平缓．易于开采。 ．

此外还有多处地热水资源，如城关附近的文亨汤头、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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