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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刖

(一)

近年来，我县地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给我县工作造成一定损失，给人民

生活增添不少麻烦。为了结束这一混乱现象，给巩固国防提供准确可靠的地图资

料，为四化建设提供标准地名和必要的历史、地理资料，为行政管理机关提供统一

的地名资料，为旅外侨胞和旅游事业提供正确的地名情况，根据中央乖省、地区有

关文件精神，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各公社(镇、农场，林场)和

有关部门的积极协助下，顺利地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费时将近一年，现已完满结

束。通过这次普查，已经达到：第一，把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第二，把

重名、不适当更名问题，作了必要的调整、恢复；第三，把不符合汉语规范化的错

别字地名，作了必要的改正；第四，查证核实了地名的图上位置和有关数字资料。

除将普查成果分别上报中央和省、地区外，并将有关资料汇集编写成《诏安县地名

录》。

(二)

《诏安县地名录》包括如下内容：

一、全县及各公社(镇、农场，林场)的政区、地名图。

二、全县及各公社(镇，农场，林场)的概况(文字资料)。

三、各公社(镇、农场、林场)、大队(街道、作业区)、自然村(街巷)的

名称。

四、各专业部门使用的人工建筑、单位名称．

五、全县及各公社主要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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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县主要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名称和部分相片．

上述行政区划，专业单位名称及各项有关数字，均以l 9 7 9年底

写依据。

(三)

《诏安县地名录》是依据国务院国发(1 9 7 9)3 0 5号文件《

名的暂行规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8 0)中地字第0 9号文件《关于

查若干规定》(试行)的精神编写的，编写后报请县人民政府审核，并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 9 8 2年3月2 8日)第九次会议讨论通过。各机关，团

体、学校、企业、事业和广大人民群众使用有关地名时，都应以《诏安县地名录》

为准，不得任意改动。今后，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动某个地名，应遵照国务院规

定．报请县人民政府审核批准。

此外，。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试行)第十条。地名

普查资料不作为划界依据”的精神，《诏安县地名录》所列政区、地名图，只表示

政区和地名的自然地理位置．不得作为县与县、公社(镇、场)，与公社(镇、场)

的划界依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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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安县概况

诏安县位于东经116。55’～117。22’，

福建省最南部的县份．东接本省云霄县，

北纬23。35’～24。10’，地处闽粤交界，是

西邻广东省饶平县，南濒东海与南海的交

汇处，东南与本省东山县隔海相望，西南邻广东省饶平县，北界本省平和县。全境

面积1 2 4 7平方公里。全县分成一个镇，八个公社、五个农场和二个林场，辖

2 3 8个大队(街道，作业区)，3 4 0 8个生产队。有8 6 8个自然村。全县八

万四千户，四十四万人(内农业人口三十九万人)．县人民政府驻南诏镇。

根据出土文物判断，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居住。唐朝以来，是畲、

汉等民族杂处的地方。以后，畲族人民或者同化为汉族，或者迁徙到其他地区。到

现在，这里的居民已全部是汉族了，就其南迁先后，分成河老、客家两种。河老讲

汉语闽南话，约占总人口的7 5％，分布在平原、丘陵和沿海地带；客家讲汉语客

家话，约占总人口的2 5％，分布在山区。此外，l 9 7 8年7月安置越南难侨

时，有壮，京、瑶等族四十一人，定居本县梅洲华侨农场。

本县所辖地方，在唐朝垂拱间建立第一个基层政权——怀恩县南诏保以前，行

政归属没有史籍记载。据分析，这里古时属于《禹贡》书中的扬州区域，《职方》

书中的七闽地方。晋朝时属于绥安县。唐朝时，有南诏国使者经过这里，说： 。此

地风光好似我南诏”，从此这里被称为南诏。垂拱四年(公元6 8 8年)，在泉

州，潮州的中间增设漳州，下辖漳浦、怀恩二县，这里称怀恩县南诏保，并设立岭

南行军总管的行台，以便不时巡逻。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 4 1年)，撤销怀恩县

建制，南诏保划归漳浦县管辖。宋朝时，漳浦县所属分为一坊三乡，南诏保划为安

仁乡的海滨、遵化、修竹，思政等里，统称南诏场，由漳浦县西尉(驻云霄)统

辖。后来在这里设立临水驿、沿边巡检寨，直接派官驻守。元朝时，这里设置南诏

屯田万户府。明朝初年，改乡里为都，漳浦县下辖十三个都，南诏地方列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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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五等都，由先后设置在这里的南诏守御千户所和捕盗通判兼管。嘉靖九年

(公元1 5 3 0年)，朝廷批准将漳浦县第二、三、四、五都(即南诏地方)析

出，单独置县，取。南诏安靖”之义，定名诏安县。万历三年(公元1 5 7 5年)．

南澳岛设立副总兵(后升总兵)驻防，岛上四澳分属广东省饶平县和诏安县管辖，

诏安县管辖云，青二澳(共十四个村)。清朝雍正十三年(公元1 7 3 5年)，再

割漳浦县六都之铜山岛归诏安县。嘉庆三年(公元l 7 9 8年)，割诏安县四都余

甘岭以东二十六村归云霄厅管辖。民国五年(公元l 9 1 6年)，从诏安县析出五

都、铜山两地设立东山县；析出南澳岛之云、青二澳，与饶平县属之深、隆二澳，

合并为南澳县。解放后。1 9 5 2年1月，割诏安县四都大墟村归东山县。 l 9 5 6

年1 0月，割平和县上洋村归诏安县。 l 9 5 7年8月，割诏安县四都的竹港、峰

外等十一村归云霄县。经过上述多次调整，才成为今天的诏安县辖区。

诏安人民以不畏强暴、勇于斗争著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一千三百年

前——唐朝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 6 9年)，以雷万兴，苗自成，陈谦为首的畲、

汉农民队伍，就在这一带爆发了震撼唐王朝的联合起义。宋朝绍兴间，以陈景萧为

首的渐山七贤，支持李纲、岳飞的抗金主张，与大奸臣，大卖国贼秦桧进行了不调

和的斗争。景炎间，张达、陈格等人率领义勇抗元，后来壮烈牺牲于崖山。特别是

宋末元初，以陈吊眼为首的畲汉农民起义军，坚持抗元斗争，声势浩大，震动了

闽，粤等省的元人统治。明朝洪武问，大理寺少卿陈汶辉执法不阿，敢于。封还御

旨”，誊满当时。嘉靖间．倭寇骚扰我沿海一带，诏安人民多次奋起反击，直到隆

庆初年，才在俞大猷，戚继光的率领下，在本县梅岭消灭倭患。天启四年(公元

1 6 2 4年)，致仕知府沈铁上福建巡抚南居益《经营澎湖六策书》，促使明廷驻

兵澎湖，进一步从广东，福建沿海移民台湾，对开拓澎湖、台湾作出一定贡献。明

末清初，致仕池州推官沈起津与漳浦县前太仆寺卿许祚昌，联合起义抗清．以江警

庸、黄调为首的二都农民军，参加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抗清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活

动。到了清朝同治间，入诏安的太平军在本县农民沈宅等人的配合下，克复县城，

杀死顽抗到底的清朝知县赵人成等人。清朝末年，诏安人民还参加了伟大的革命家孙

中山领导的黄冈丁未起义，宣统三年辛亥(公元1 9 l 1年)九月，又一举推翻了

清王朝在诏安的统治。从1 9 2 8年开始，诏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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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丘陵、山区四种地带。山区面积约占全县一半。全县重要山峰：北部有八仙座

山，海拔1025．9米；龙伞岽，海拔1151．6米，为全县最高山峰。西北部有犁头岽，

海拔1 046米。中部屹立着点灯山，海拔894．5米。东部有乌山，绵延四、五十公里，

最高峰西山岩1 I 17米；九侯山，为闽南著名风景区；河港山，海拔575．5米。西南部

有八仙山，海拔43 7．6米。中南部海拔只有50．3米的良峰山，为县城的制高点。东

南沿海有渐山，海拔476米。南部有南山，海拔225．9米。主要河流有东、西二溪。

东溪由北贯南，流经九个公社(农场)，长达80多公里。西溪在县城．西南，全长

3 O公里，流经二个公社。东、西二溪汇聚于澳仔头，入内海宫口港。此外，县东

部还有公子店溪、石飒溪、林垅溪和梅洲溪，流经部分乡村后，汇聚于港口渡入

海。东南部海岸线长达9 0多公里，蜿蜒曲折，构成诏安湾，是优良的避风港。宋

朝时称为梅岭港，是漳州府主要外贸港口，洋泊经常往来。湾内的铁湖港，为著名

军事要地，于清朝乾隆、嘉庆问曾被列入朝廷试士考题。 ．．

本县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靠近北回归线，地形优异，日照时间长，热量丰

富，夏无酷热，冬季温暖，具有海洋性的气候特点。年平均温度22。C，月平均最高

温度28．9。C(七月份)，月平均最低温度14．9。C(一月份)，无霜期长达360天以

上。年降雨量达1 543毫米。

解放以来，本县搞了许多中小型水利建设，有效灌溉面积达二十八万五千九百

亩，其中容积十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达3 6个(一百万立方米以上的1 O个)。水

利建设成绩最突出的有如下几项：一是1 9 5 6年拦海筑坝建成的港口人工湖，蓄

水一千万立方米，灌溉农田二万多亩，可养殖面积八千亩。二是1 9 5 8年在东溪

上游截流建成的三姑娘渠道，全长l 0 2公里，灌溉面积达十万零三千亩。三是

l 9 6 4年建成的东西溪防洪工程，变中下游严重水患为水利，受益面积六万亩。

四是1 9 7 2年6月建成的亚湖水库，集雨面积3 3平方公里，蓄水量达三千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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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万立方米，灌溉面积四万六千亩。加上购置排灌机械、柴油机等1 3 4 8

电动机4 4台，总马力达一万四千多匹；等等，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巨

益。

农业生产为本县经济的主要部分，农业总产值六千零八十二万元，占工农业总

产值的66．3％。耕地面积二十九万四千亩(其中水田十七万四千亩，农地十一万九

千亩)。水稻、甘蔗、花生、地瓜四项是主要农产品。稻谷年总产量达二亿一千五

百九十万斤。花生年总产量达一千一百八十一万斤．地瓜年总产量达三千八百万

斤。本县平原、丘陵地带辽阔，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甘蔗含糖率高(达15—16％)，

产量高(最高亩产三万斤，单株重达26．1斤)，是种植甘蔗的优选地区。现在插种

面积二万七千三百亩，总产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万斤，还有待于进一步大力发展。

山林面积约一百零九万亩，已造林种果八十一万亩，主要种植杉、松等用材

林，和果树，茶叶、橡胶。果树品类繁多，以荔枝、柑桔、柿子，凤梨为主要特

产。荔枝种植面积一万九千亩，总产一百五十万斤，大多数是优质荔，果大核细，

味甜汁多．是鲜食和制罐头的佳品，远销港、澳等地。柑桔种植历史悠久，至今尚

有几株闻名全国，有1 4 0年果龄的老柑桔树，生长旺盛。主要品种芦柑，味甜质

佳．畅销国内外。现有种植面积三千多亩，产量三十多万斤．柿子种植五千亩，总

产约八十万斤，制成的柿饼，畅销国内外。凤梨原来种植不多，现已扩大到一万三

千多亩，年产一百万斤。茶叶已种植二万二千亩，年产七十万斤，是龙溪地区乌龙

茶主要产地之一。特别是我县培植的八仙荼，是全国解放以来第一个乌龙茶新品

种，而且是可与安溪铁观音比美的优质名茶。

由于地形和气候的得天独厚，本县是省内种植橡胶和南药的最适宜地带．1 958

年开始在建设农场试种橡胶，现已在十一个公社(农场)普遍种植，1 9 7 9年总

面积达五万六千亩，年产干胶达1 9 7吨，占全省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1 9 7 0

年，本县南药试验站开始引种、试种南方药材，现已引种二十五种、四十四个品

系，7 5％已开花结果。如海南槟榔，印尼诃子，越南肉桂、印度马钱子等等的引

种成功，引起中央，省，地区领导和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重视，多次莅临考察参

观。

沿海渔业生产种类繁多，捕鱼类年产五百万担．淡水养殖年产一百万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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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达十八万担。

，现已办起各种企业一百二十八个．除凤寮糖厂

业。而且大部分属于轻工业，手工业。主要单位

油厂等。年总产值三千零九十三万元。蜜饯厂

蜜青竹梅等被评为省优质产品。该厂的传统产品

城镇。除县儒学外，从宋朝绍定问设立的丹诏书

。因而文风炽盛，诗书画人才辈出。清朝道光，

的诏安画派，驰名中外，他们的作品陈列入北京

，诏安人还有二人担任全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一

在，全县有中学十二所，小学二百四十五所，学

生达七万八千多人。其中诏安第一中学是省重点中学，曾获得全国。高考红旗”．

全县有文化馆，站九个，专业剧团一个，影剧院二个，广播站一个，电影放映队十

八个。有县医院一所，公社(农场，镇)卫生院十四所，病床3 3 2张，医务人员

6 6 4人。大队医疗站、广播网，业余剧团，遍布全县。还有地区皮肤病院也设在

本县境内。

交通运输以南诏镇为枢纽，四通八达。陆路方面：漳汕公路由东至西，贯穿本

县；诏和公路由南到北，直达平和县；还有从县城到宫1：I、秀篆，金溪等地的境内

公路，以及南抵沿海的铁湖港、北至乌山麓进水村的简易公路。各公社，大队之间

还通行大车路。航运方面：内河航运从东溪中游到达诏安湾，与海运衔接；海运由

宫口码头起运，可达东山、厦门、汕头等地。

诏安县风光秀丽，景色宜人，有渐岳晴岚、钓屿临江、钟门巨浪、腊屿祥麟等

二十四景．尤以有“南闽第一峰”之称的九侯山最负盛名。相传夏禹子孙九人入

闽，没而为神，各主一山，故称九侯山。方圆十里，风光旖旎，称十八景．有唐建

古刹、宋元石刻和宋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陈吊眼遗迹．此外，南诏镇的怀恩古井，是

一千三百年前(唐朝垂拱间)置县时所开凿，至今清泉不竭，蔚为奇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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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侯 山

在福建省诏安县东北角，距诏安县城约三十华里处，座标位置为东经117。11’。

北纬23。48’．是福建省南部的著名风景区，前人有。南闽第一峰’之誉(据《中国

名胜词典》)。

九侯山为乌山山脉的支脉，有九个山峰，最高的是天柱峰．方圆十余里，层峦

叠翠，烟岚起伏，清泉激石，怪石嶙峋．旧时有天开门、五儒书宝、棋盘石、天然

桥，牛眠石、香炉石，风动石、云根石、鲤鱼石、观音石、三宝石，飞来佛、罗汉

洞、松涧泉、瀑布泉、茶园等胜地，称十八景．后人又扩大为石门天设、石佛飞

仙，琼岗紫雾、玉泉垂虹等二十四景。四季如春，景色宜人，是著名游览胜地。山

半的九侯禅寺，开始建筑于唐朝，宋朝淳裙五年(公元l 2 4 5年)和清朝乾隆九

年(公元l 7 4 4年)及光绪问，俱重建。为诏安佛教著名寺院之一，俗称九侯

岩。寺的前殿有望海楼，登楼远眺，烟波云树，历历在日．寺旁的福胜岩，别有风

光，历来为名流栖隐处所。寺前的五儒书宝，系天然石室，可坐数十人，因南宋宁

宗庆元二年(公元1 1 9 6年)禁。伪学”时，金陵赵嘉客，临汀伍仲求等五个儒者

来这里隐居讲学，故名五儒书室。九侯山麓有大石洞，相传宋末元初威震江南的农

军领袖陈吊眼曾屯住这里，后人称为陈吊洞。公元1 9 6 2年曾在洞口出土一颗铜

印，镌刻蒙古八思巴文。管领官军之印”字样，印边刻。至元十七年福建行中书

省”，疑是陈吊眼缴获元军的战利品。

九侯山的名称含义，《一统志》、《闽书》、《福建通志》、《漳州图径》、

《漳州府志》等，各有不同说法。《福建通志》说： 。郡志谓九候传夏后之绪，似

指夏之子孙。而蔡如松辨云： ‘九峰之神，各主一山。’其说不同。”按：宋朝

《漳州图经》说： 。夏禹庶子封于会稽，其后子孙九人入闽，没而为神，各主一

山。”《诏安县志》则把两种不同提法统一起来，说： 。诏安九侯，以《图经》核

之《一统志》，与蔡如松之说，实不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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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侯山题刻颇多。元朝大德十一年(公元1 3 0 7年)僧无碍所书。九侯名

山”四字，已载入《福建通志·福建金石志》。此外，宋朝王梅溪(十朋)，明朝

罗近溪(汝芳)、黄石斋(道周)等名家题刻，更为名山增添雅致。

麟 塔

在诏安县东南海滨腊洲村东北面的麒麟山上。清朝嘉庆四年(公元1 7 9 9

年)根据本县绅士的建议，以作为县的。文笔”，用巨石建成。山名麒麟，因兴工

取石时，祥光闪烁，故名。祥麟塔”(《诏安县志·名胜志》)．麒麟山在腊洲屿

上，俗称腊洲山，故祥麟塔又名腊洲塔。

腊洲为诏安湾内港七洲屿之一。祥麟塔高踞腊洲山上，共七层，呈八角形，高

八丈八尺。塔内有石梯，纡曲可登。上塔顶四望，仿佛。振衣千仞。其外汪洋在

望。内则面对南峰，文光辉映”(《诏安县志·名胜志》)．七个洲屿和邻近村庄

都入眼底，山光水色，美不胜收。诏安清代诗人谢声鹤诗： 。目断祥麟石塔边，渔

庄蟹舍七洲连。红洲遥在蓼花岸，不识沔洲看紫烟”，确为实录。从县城远眺海滨，

亭亭塔影，耸立烟屿间，美丽如画图。前人称为。腊屿祥麟”，列为诏安二十四景

之一。

祥麟塔矗处海滨，对近海船只还起了航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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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贤 庵

七贤庵又名石榴洞，在诏安县城以东五十华里处的渐山西麓。系南宋本县儒士

陈景肃、翁待举、吴大成等人栖隐讲学的地方。陈景肃登绍兴进士，累官知制诰。

翁待举中政和进士，历官琼州府知事．吴大成等人，有的是太学生，有的中进士．

他们因反对奸贼秦桧，被眨回乡，便在渐山种植石榴，筑庵讲学。他们的好友、丞

相陈俊卿，梁克家，漳州府知事朱熹等人，都曾来渐山聚乐赋诗。陈景肃等人的事

迹，在闽南有相当影响。所以，明嘉靖二十二年(1 5 4 3)，福建提督学政夏月

川批准诏安士人的请求，将陈景肃等人列为乡贤，奉祀于渐山讲学旧址。因所祀有

陈景肃、翁待举、吴大成，郑柔，薛京、杨耿和杨士训等七人，后人称为七贤祠或

七贤庵。

渐山是诏安县东南沿海的一座名山，在东径23。47’，北纬1 1 7。1 9’处，主峰海

拔4 7 6米，卓然屹立于东海，南海交汇处的诏安湾东北岸，与广东省南澳县、本

省东山县和本县沿海诸岛，隔水遥望。双峰齐耸，巍然海滨。远眺海上，风光如

画．而山峰上下白云笼罩，须臾变幻，气象万千。山麓讲堂旧址(七贤庵)榴火山

光，丹碧交辉，花艳泉清，山阴谷应，所以后人合称为。渐岳晴岚”和。七贤榴

洞。，为诏安县二十四景之二。

七贤庵房屋仍基本上完好。庭院中一株宋植古木七里香，高5米，树干围8 0

厘米，冲空屹立，雄伟挺拔，生趣盎然。院中墙上镶嵌陈景肃《石榴洞赋》全文石

刻，字体道劲，字迹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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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岩

在诏安县西南部的斗头山(简称斗山)上，属西潭公社范围内．山峰高程仅

2 2 2米，但山势绵互，山岭蜿蜒．山中古木葱茏，花草遍地，山泉迂曲，景色清

幽．斗头庵所在的岩阿，凹陷如盆，四围苍翠，自然成趣。前人有斗山八景之称，

即：玉泉倒影，碧涧流香，西山月印，南浦海云，岭梅卧雪，松涛秋声， 岩前古

井，昙花献瑞。《诏安县志》概称为。斗山道观”，列为诏安二十四景之一。文人

学士多所题咏，清光绪翰林林壬(本县人)偕征君马近光等人《斗山岩唱和录》，

至今尚脍炙人口。

《诏安县志》说： 。斗头庵，在县北斗山，古时建。出圣僧，见《漳浦志》．

后更重建，两座轩廓，山阿辟为道观。”又说： 。斗头岩，在城西二十余里。《漳

浦古志》谓‘尝出圣僧’，《旧志》疏略无可考。今考府，省二志： ‘斗头岩僧，．失

其名、相传与西潭吴尾公善⋯⋯’。”按：民间传说，圣僧，泗州人，挂锡斗头岩。

善医病，普济四方。圆寂后，民感其德，塑像奉祀。今斗头岩寺院两座，一即古遗

斗头庵佛寺，清朝光绪壬寅(公元1 9 0 2年)重修；另一座祀。泗州文佛”，即

所谓古圣僧。此外再无其他建筑了，县志所谓道观，莫明所指。



临 江 亭

临江亭在诏安县内江所谓七洲屿之一甲洲的滨海处，为元末明初本地儒士陈汶

辉、陈原震隐居垂钓的地方。陈汶辉素负盛名，明太祖渡江，屡次征召不就，明太

祖。比之伊、吕，孔明”。洪武十三年(1 3 8 0)，陈汶辉。以经明行修应诏，

使大臣较其学行第一，榜日‘八闽元士’”(以上均见《漳浦县志》)。历官至大理

寺少卿，以直言敢谏、执法不阿著名当时。陈元震应征后不仕回乡，在这里垂钓以

老．

亭呈八角形，二层，石匾榜书“临江亭”三字．门柱对联日：

临水饶佳景，看惊涛拍岸，海鸟翔空，自是隐士乐土；

江山震盛铭，仰谢聘乞休，清潭垂钓，长留高风中朝。

临江亭矗处海滨，风光秀丽。环亭乱石排空，惊涛拍岸；近处田畴成片，稻花

吐艳；远望jH,0汪洋万顷，渔舟如蚁：是一个清雅秀媚的游览胜地，前人称“钓屿临

江’，列为诏安二十四景之一．

分 水 关

在诏安县西南境离诏安县城二十华里的山屏列隙处．座标位置在东经1 17。04’，

北纬23。40’．是福建，广东二省的交界处，又是漳汕公路经过的两省通衢。

早在明朝洪武年间，漳潮巡检司就在山上建筑石城．嘉靖年间，诏安知县李尚

理和龙溪知县林松建立。闽粤之交坊”石牌楼。天启年间，诏安知县周立扩建关城．

清朝同治年问，诏安知县杨庆容又扩建石关门，并在关门上题署。漳南第一关。．

分水关居高临下，锁扼两省咽喉，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朝永历

三年(公元1 6 4 9年)，民族英雄郑成功就曾亲tl。统兵下诏安。屯分水关．’

(《诏安县志·大事记》)

这里是两省往来交通要道，历来设置检查关卡，现在仍然是工商行政和市场管

理部门的货物检查站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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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 安 湾

诏安湾是诏安县海岸外天然形成的港湾的通称。有广义、狭义两种叫法。

广义的诏安湾包括今本省东山县，广东省南澳县和诏安县的整个海域，是东海

和南海的交界处。因为在公元l 9 1 6年东山、南澳析出独立设县前，东山县的全

部和南澳县的一半，都是诏安县管辖范围，所以统称诏安湾。旧《辞源》说： 。诏

安湾，南海之海湾，在福建省诏安县之东。岛屿星罗，最大者日铜山岛，西南斜值

南澳岛，闽粤之外户也”．

诏安湾是一个天然避风港，东山，南澳二岛分布左右，像一个天然门户．湾内

蜿蜒曲折，地形险要，历来为军事要地。明、清时期，诏安湾周围曾设置重兵，悬

钟、东山，南澳三处各驻指挥机构，形成我国东南沿海重镇。现在仍是海防前线。

狭义的诏安湾指今诏安县海岸外天然形成的港湾，属于东海范围，在东经

1 I 7。10’一1 1 7。1 9’，北纬23。33’一23。44’处。包括湾内的铁湖港和宫口港．

铁湖港又名铁盂港，地势最险要。清朝乾隆，嘉庆间，铁湖港曾列入朝廷策士

试题(据《海国闻见录》)，可见其重要性．

宫口港古称悬钟澳，宫口湾。这一带村庄称为梅岭。明朝嘉靖问，倭寇骚扰诏

安湾，梅岭一度沦为倭酋巢穴．直到隆庆初年，俞大猷、戚继光率部追击倭寇，在

梅岭打了歼灭战，取得消灭倭寇的彻底胜利。

诏安湾又是一个优良的外贸和运输港口．水深洋阔，可停泊万吨海轮，宋朝以

来，梅岭就是漳州府一带的主要外贸港口，洋舶往来，设有安边馆，驻有机兵，由

捕盗主簿屯驻主持．明朝中叶，因为倭寇出没，外贸港口才为海澄县月港取代．但

倭寇平靖后，这里仍然是诏安县通往汕头、厦门的主要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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