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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之一，是承上启下，继往

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

《泉州市交通志》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事求是地反映泉州

市交通专业的历史与现状。

志书由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志、传、图表、附录、附

记和编后记组成。设置7章24节，全书共30余万字。记

述泉州市自唐朝至1990年水路、陆路和民用航空交通运

输兴衰起伏状况，使读者感受到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时

代脉搏。

志书于1990年开始编撰，1994年11月完成初稿，同

年12月进行评审。采取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先编撰

《资料汇编》，后着手编撰初稿的方法。编撰过程中，编撰

人员克服种种困难，埋头耕耘，历时7年，四易其稿，现在

终于面世了!

《泉州市交通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体

例科学、严谨，文字简洁，比较好地体现了时代特点和地

方特色。

《泉州市交通志》是泉州市第一部交通专业志，她的

出版，可供各级领导在编制交通建设、交通运输和交通管

理规划，进行决策，对交通系统干部职工进行爱国主义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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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教育等方面，将有所借鉴，有所作用。

编写交通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新课题，

值志书出版之际，特予为序。

泉州市交通局局长吴群德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如实反映本专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记、志、图、表诸体表达和横排纵写，纵横结合，

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

三、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不限制，下限断至1990年底。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结合。记述大事、要事，

必要时以事系人。

五、遵循志书“生不入传”原则，本志不为生者写传记。入传

对象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先进模范人物列表入志，收至地(市)

级(含)以上。技术职称收至高级职称。入志领导人名表收至副科

级(含)以上。

六、历代政权机构、官职、党派、地名、名称，均记原称谓，古地

名加注今地名，人物直书其姓名，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必

要时加注释。

七、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90年泉州市的行政区划为准，历史

上属晋江地区(今泉州市)管辖的县(包括统计数字)，记述时涉及

到的加注释。

八、本志的历史纪年，在每-d,节中第一次出现时夹注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和专业部门的数据为准。资料

均不注出处。引文和难懂的名词、词组，必要时加以注释。

十、计量名称、符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84年颁布

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旧计量单位

一律换算为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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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泉州市位于福建省东南部，东经117031 730"一119005’，北纬

2003l’一25056’10"。面积11015平方公里，人口600万人。境内地

形复杂，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五分之四，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晋江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全境。西北部的戴云山脉主峰海拔1856

米，有“闽中屋脊”之称。东濒东海，海岸线长421公里。岩岸蜿蜒

曲折，半岛突出，水深浪平，形成许多海湾良港。

气候温暖湿润，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全年平均气温

15．5℃，7月最热，平均气温26℃一29℃，1月最冷，平均气温9。C

一12℃。降水量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增多，全市年降水量在1000—

2100毫米之间。

泉州市历史悠久，西周时期(公元前770年以上)属七闽辖地。

春秋战国时期(前769。前220)属闽越辖地。秦王政二十六年(前

221)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设置闽中郡，属闽中郡辖地。西汉汉高祖

五年(前202)封无诸为闽越王，属闽越王国辖地。汉元封元年至

六年(前110一前105)改闽越国为冶县，属冶县辖地；不久改属会

稽郡南部都尉辖地。东汉汉建武元年(25)属侯官都尉辖地。汉建

安元年(196)属侯官县辖地。三国吴永安三年(260)析吴国南部设

置建安郡，属建安郡东安县辖地。西晋太康三年(282)析建安郡南

部设置晋安郡(今福州)，改东安县为晋安县，属晋安郡晋安县辖

地。南朝宋泰始四年(468)改晋安郡为晋平郡，属晋平郡辖地。齐

属晋安郡辖地。粱天监二年(503)析晋安郡设置南安郡(辖今莆

田、泉州、漳州3市地域，郡治设在今南安县丰州镇)，属南安郡辖

地。陈初升晋安郡为闽州，辖南安郡，属南安郡辖地。陈光大元年

(567)改闽州为丰州，仍属丰州南安郡辖地。隋开皇九年(589)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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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南安县辖地。隋大业初，泉州又改为闽州，三年(607)改闽州为

建安郡；属闽州、建安郡南安县辖地。唐武德元年(618)改建安郡

为建州，属建州南安县辖地。后改建州为泉州(今福州)；分置武荣

州(州治设在今南安县丰州镇)辖南安县，属南安县辖地。唐武德

五年(622)析武荣州南安县设置丰州(辖南安、莆田二县)，属丰州

南安县辖地。唐景云二年(711)改武荣州为泉州(隶属闽州都督

府)，属泉州辖地。五代开运三年(946)南唐升泉州为清源军，属清

源军辖地。宋建隆初改清源军为平海军，属平海军辖地。元至元

十五年(1278)泉州升为泉州路总管府，属泉州路总管府辖地。元

大德元年(1297)建立福建平海行中书省(治所设在今泉州)管辖各

州，属平海行中书省泉州辖地。元大德二年(1298)改泉州为泉宁

府，属泉宁府辖地。三年改行中书省为宣慰使元帅府，属宣慰使元

帅府辖地。明洪武二年(1369)改泉州为府，属泉州府辖地。清代

沿袭明建制，仍属泉州府辖地。民国22年(1933)11月至23年1

月，先后属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泉海省、兴泉省辖地。民国

24年泉州改为第四行政区，辖10个县。

新中国成立后，设置晋江专员公署，管辖晋江、惠安、南安、同

安、安溪、永春、莆田、仙游和金门(待回归)等9个县。1950年10

月，辖区扩大，增加德化县。1951年，从晋江县划出城区和近郊建

立泉州市(今鲤城区)。1956年5月，辖区再次扩大，增加福清、平

潭、永泰、大田4个县。共辖1个市14个县，是辖县最多时期。

1958年7月．同安县划归厦门市管辖。1959年8月，福清、平潭、

永泰3县划归闽侯地区管辖。1963年5月，大田县划归三明地区

管辖。1970年6月，莆田、仙游2县划归莆田地区管辖；同安县又

回归晋江地区(今泉州市)管辖。1973年7月，同安县再次划归厦

门市管辖。晋江地区行政公署实际管辖的县(市)有8个。1986

年1月，实行地改市，晋江地区行政公署改为泉州市人民政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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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年底，泉州市下辖惠安县、晋江县、南安县、安溪县、永春

县、德化县、金门县(待回归)、鲤城区和石狮市等9个县(区、市)。

泉州市是著名侨乡，历史文化名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水陆交通方便。 ，

南朝，泉州港与南海诸国已有交通往来。

唐代，疆域辽阔，国家强盛，经济繁荣，唐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利

于发展海外贸易的措施，对外贸易发达。这个时期，很多外国人到

泉州贸易。有不少阿拉伯人、波斯人侨居在泉州，出现了“船到城

添外国人”和“市井十洲人”的繁华景况。唐政府很重视泉州港的

对外贸易地位，特设立“参军事”4人，以“掌出使导赞”，管理海外

往来使节和商人。泉州港成为中国南方海上交通贸易的四大港121

之一。进口的货物主要有象牙、犀牛角、明珠、乳香、玳瑁和樟脑。

出口的主要货物有瓷器、丝绸、蔗糖、干果和铜铁。

由于海外交通贸易繁荣，造船业发达，泉州造的船多且大，有

的一艘可载货数千石。

除海上交通外，陆路有2条经福州至京城的驿道和1条通邻

省广东的大道。驿道上设置驿站，负责管理驿运事务。

五代，福建是“五代十国”的闽国。泉州是闽国的重镇，海外交

通贸易继续发展，成为闽国的三大重要港口之一。

宋代，中国北方宋与辽、宋与金之间战争不断，生产力遭受严

重破坏。迁都临安(今杭州)后，重视对外贸易，实行比较开放的对

外政策，鼓励海外交通贸易。泉州地处东南，社会安定，生产力得

到发展，经济繁荣，海外交通贸易发达，泉州港(刺桐港)与亚洲广

大地区及东非海岸许多国家都有贸易关系。出口货物主要的有陶

瓷器、丝绸织品、金属、漆器、茶叶、糖、酒和药材等。进口货物有

330多种，以乳香等香料最多。南宋政府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加强

管理海外交通贸易，于元梧二年(1087)在泉州设福建市舶司。泉

州港成为设置市舶司的港口后，海外交通贸易进一步繁荣。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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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自牧在《梦粱录》中称：“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自)泉州便可

出洋”。

晋江内河航运自开宝三年(970)泉州至永春的东溪航线开通

以后，泉州沿海与内陆县的物资交流十分频繁，晋江航运进入繁荣

时期。

这个时期陆路交通也比较发达，除2条经福州至京城的驿道

外，通邻省广东的大道正式辟为驿道。并对3条驿道进行整修、改

线、拓宽，铺石路面。沿途设置驿、亭、铺、站。此外，通县的驿道有

4条，通港1：3的大道有2条，通“卫、所”的大道有1条。县与县、县

与乡都有大道相通，交通方便。

为了适应海外交通贸易和水陆运输繁荣的需要，同时兴起建

桥热潮，建造许多饮誉海内外的桥梁。具有代表性的有南宋泉州

四大名桥之一的万安桥(洛阳桥)和安平桥(五里桥)。万安桥首先

采用“筏型基础”和“殖蛎固基”的建桥技术；安平桥是一座“长桥浅

基”的跨海梁架式石桥，采用“睡木沉基”建造技术，是海湾桥梁建

造史上的创举。泉州的古代桥梁在中国桥梁史上占有重要的位

置，赢得“闽中桥梁甲天下”的赞誉。
‘

元代，元政府沿袭宋朝旧制，于至元十四年在泉州恢复设置市

舶提举司，实行比南宋更加开放的对外政策，鼓励海外交通贸易．

泉州港海外贸易更加繁荣，进入鼎盛时期，与东南亚、东北亚、西亚

和东非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成为“梯航万国”的世界

东方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蜚声世界。进121的主要货

物有香料、棉花、棉制品等。出口的主要货物有丝绸纺织品、瓷器、

金属品、食品、医药品等。

由于海外交通贸易的繁荣，促进泉州造船业进一步发展。泉

州造的“福船”有四层，可载1000人。至元十六年，元政府“敕扬

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造战船六百艘”。至元十九年“敕平滦

⋯⋯扬州、隆兴、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宋元时期泉州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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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场有新门外黄甲街的。申公亭”。泉州造船业当时在中国造船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元末泉州发生10年战乱，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泉州港与

亚非国家的交通贸易关系，直接导致了泉州港的衰落。

明代，明政府为了孤立沿海岛屿的元朝残余势力，颁布海禁令

禁止私造大船和出海通商贸易；只允许“朝贡”贸易。泉州港被限

定只可与琉球(今台湾省)通商贸易。至明中叶官方贸易趋向没

落。但是郑芝龙等的私商海上贸易却十分活跃，从泉州港运往国

内港口的货物有蔗糖、果品、纺织品和蓝靛等。有的海商不顾禁令

私造双桅帆船到东南亚与东北亚等国进行贸易。运往国外的主要

货物有生丝、丝织品、陶瓷器和鹿皮、糖等。

明成化八年(1472)设在泉州的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

后，官方贸易走向衰落；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从此一落千丈。

清代，清政府为了对付郑成功的抗清活动，实行残酷的“禁海”

和。迁界”政策，严禁商民出海，官方的海外交通贸易也陷于停顿。

泉州港从宋元时期的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的地位，下降为国内地

区性的一般港口。然而以郑芝龙为首的私商海上贸易却非常活

跃。活动地区南至东南亚，北至日本海附近等国。交易的主要货

物有生丝、丝绸、陶瓷、铁器、水银、白蜡、鹿皮、麝香和苏枋木。清

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成功的抗清活动被扑灭后，清政府取消海

禁。海外交通贸易逐渐恢复。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在厦门设置海

关，泉州港作为对外通商港口的地位遂被厦门取代。乾隆四十九

年(1784)清政府开放泉州湾的蚶江港(今属石狮市)与台湾鹿港及

八里岔为对渡贸易港。泉州的海商利用台湾作为转口贸易的港

口，与东南亚、东北亚国家进行贸易。从泉州运往台湾的主要货物

有罗布、土布、竹器、草席、木梳、陶瓷、茶叶、面线、米粉、中草药和

通书日历。从台湾运抵泉州港的主要货物有大米、白糖、海产品、

水果、楠木和苎麻。清道光二十一年(1842)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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