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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五年间，武夷山发生着广泛而深

刻的变化。整理和记载当代武夷山人近半个世纪的实践和探索，修一部

新志，用以告慰先人，昭示来者，是矢志武夷山发展的人们的共同心愿。

几经反复，修志一事终于呼之欲出了。

1985年秋，修志工作正式开始。 ，。

、

由一批躬耕不辍的修志工作者费时9年辛勤劳作的《武夷山市

志》，在武夷山设县建置1000周年之际问世。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是

千年大典上一份弥足珍贵的厚礼。
，

．

新志35卷180万字。卷帙浩浩，意新语工。上溯4000年前古越族

人在武夷山的开发活动，下载现今武夷山人建设新生活的劳动创造。泼
』

●

墨恣肆，横跨时空，凡自然地理、人文习俗、政治经济⋯⋯势如百川归
’p

’母。

，． 、 一古人说“汗青难写是精神”，但在这部新志里，只要用心去读，却不J
’t

难体验形与神的和谐统一。新志贯穿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武夷精神

——热爱生活的和平理念；百折不挠的坚毅性格；勇于实践的劳动创

造。在武夷精神鼓舞下的社会活动便都成了武夷山人对理想生活执著

追求和对生命自由崇高向往的礼赞。对于这样一部志书，用以收藏，可
，

使陋室生辉；用以研读，可知过往今来；用以教化，可辨真伪善恶；用以

资政，可善‘盛衰兴替。一部志书在手，可览古今，《武夷山市志》作用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矣。

当《武夷山市志》付梓之时，武夷山人正圆祖先乘竹筏沿九曲溪飞

天之梦。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运载着新一代武夷山人的理想追求，翘首向

上，呼啸升空。“旅游经济兴市，追赶超越发展，用15年左右的时间，把

武夷山建成国际性旅游城市。’’这是历史的回声，更是时代的呼唤；是

《武夷山市志》的结束语，更是武夷山新世纪之行的开篇词!．

历史又听潮声，又见潮涨。君不见，武夷山新一轮发展正热浪奔涌，

澎湃而来。

中共武夷山市委书记 势窭』己
1994年6月7日于武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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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告慰古人、裨益今世、惠及后代的功德

无量的大好事。

，好事多磨。《武夷山市志》历时9个寒暑，从调查搜集资料到编纂出

版，不知多少人付出辛勤的劳动，特别是全体修志人员呕心笔耕，终成

巨著。全书共有35卷，180多万字。它辑录了武夷山市经纬要事，汇集

了古今精华，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武夷山市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包括成

功的经验、失误的教训。体现了修志人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统一

的原则。《武夷山市志》称得上一部较好的地方百科全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武夷山市志》能在武夷山设I县建置千年纪念

日(1994年10月18日)，散发着铅墨的清香同大家见面，这的的确确

是值得全市20多万人民庆贺的大喜事。

武夷山市历史悠久，人文丰富，名流辈出。早在汉代，武夷山就被朝

． 廷恭忝为名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几千年，武夷山几经兴衰，几

度辉煌，经历了三次鼎盛时期，即以架壑船棺为象征的古越族文化时

期，以城村古汉城为标志的西汉文化时期和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

文化时期。一代又一代的武夷山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血汗，在这块

神奇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伟大业绩，谱写了一行行震撼
f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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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的壮丽诗篇，留．下了一座座值得自豪的历史丰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武夷山人以前所未有的干劲，兴利除弊，

革故鼎新，把古老的武夷建成粮丰林茂、山青水绿、风景秀丽的新兴旅

游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之后，武夷山人紧紧

把握机遇，以最大的胆略和气魄，发扬老区革命传统，艰苦开拓创新业，

开发旅游经济区，建设国家旅游度假区，开辟修葺旅游风景区，建机场、

设口岸、修铁路，电讯路水等基础建设全面展开，文教科卫等社会事业

共同发展，向建设国际性的旅游城市迈进!

1 993年初，组织上调我到武夷山市工作，能同武夷山人融为一体，

共同在这块“风水宝地’’上一显身手，再造辉煌，实乃三生有幸!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作为一市之长，我亲历目睹武夷的河山巨变，

我怎能不从内心感激20万武夷山人民呢?!新编《武夷山市志》把武夷

山人奋斗的足迹和闪光的业绩，编缀成卷，永载史册，我又怎能不从内

心油然升起对全体修志人员的深深敬意呢?! ÷

武夷山市市长 凉督移
1994年4月于武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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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载武夷山市

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史实。

二、本志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定为1 993年底。

三、本志设概述、大事记、专业分卷、‘人物和附录，以文为主，辅

以地图、表格和照片。 ，

四、专业分卷遵循“事以类从，类为一志’’与科学分类和社会分

工相结合的原则设置，按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的顺序排列，采用

分卷平列式。专业分卷中的层次一般设章、节、目。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六、人物卷分传记、名表、英名录。立传人物根据“生不立传”的

原则，辑录武夷山市籍古代和近、现代人物中对社会有重大影响者，以

近、现代人物为主、正面人物为主，以生年为序排列。有突出贡献的

在世人物则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在各专业志中记述其主要事迹。

英名录人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部门认定的烈士。

七、本志附录辑录国务院、国家民政部、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部、福建省人民政府有关武夷山市设置、建设的重要文件，同时还收

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有关文件。

八、本志在记述本邑史实中i出现崇安县和武夷山市两个名异实

同的建置名称。崇安县通指北宋淳化五年(994)迄至1989年8月21



El的历史阶段；从国务院1989年8月21 El批准撤消崇安县建立武夷

山市之El起则称武夷山市。贯串这两个时期的泛称或记述，一般都通

用武夷山市这个建置名称。

九、本志所称“解放前后"是指1 949年5月9日崇安解放前后。

十、本志纪年方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中国历史纪年，并

括注公历(相同的年号在同一节内则只加注首次出现者)，解放后用公

历纪年。泛述20世纪若干年代时，则略去“20世纪”字样，简称若干

年代，例如20世纪90年代简称90年代。

十一、凡表示计量的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成语、词

汇、专门名称和叙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计量单位除古代个

别旧制单位不宜换算之外，一律采用公制。

十二、本志所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统计数字，一般以

市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为准，部分采用经核实的业务部门资料。

十三、本志资料来自馆藏档案、各部门文书档案及有关文物(碑

刻、墓葬品及其他)、书籍、报刊、专著。有些是调查访问当事者的采

访笔录，经考证鉴别属实者载入本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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