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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地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经过修志工作者的长期努力，新编<屏南县志>即将出版。这是

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在此，我们代表中共屏南

县委、屏南县人民政府向关心、支持新县志编纂的各级领导、各个部

门以及付出辛勤劳动的修志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自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建县至今的263年间，屏南曾分别

于乾隆五年(1740年)、道光八年(1828年)、同治八年(1869年)、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和民国30年(1941年)先后五度编修过县

志，除乾隆五年版外，其余均未刊行。新编<屏南县志>是本县首部

社会主义新方志，其观点与旧志迥然有别，内容、体例等诸方面也都

有较大突破o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屏南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经济、文化十分

落后，人民过着“甘薯当粮草，火笼当棉袄，竹片当火宝”的穷困生

活。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屏南人民充

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创造力，使家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屏南的

经济、社会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群众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普遍

提高。

屏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战

斗过，许多革命先烈曾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贡献出了青

春与生命，为屏南争得了“红旗不倒县"的美誉。



屏南具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有林地面积151万亩，森

林覆盖率达69．6％，林木蓄积量303万立方米；香菇、木耳等食用

菌栽培历史悠久，栽培技术发展较快，是闻名遐迩的“中国夏香菇之

乡”；已初步探明的石材储量约4亿立方米。高岭土储量约400万吨。

屏南水电资源丰富，境内溪流纵横交错，落差大，可开发水电资

源47．4万千瓦，现已开发利用的仅3．3万千瓦，正在开发的有4万

千瓦。

屏南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宜人，是旅游避暑的胜地。

境内鸳鸯溪，既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鸳鸯猕猴自然保护区”，又是国

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屏南是著名的侨乡县，有海外侨胞6万多人，他们十分关心家乡

各项事业的发展。

新编<、屏南县志>以其丰富、翔实的资料，全面记述了屏南从自

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客观地反映了屏南各

项事业兴衰起伏的历史轨迹。它为所有关心、热爱屏南的人们提供了

加深了解屏南的发展历史和进一步熟悉屏南县情的较为完整的可靠资

料，同时也为振兴屏南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成为屏南领导者进行科学

决策的可靠依据之一。总之，新编《屏南县志>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与重要的历史价值。

值此新编<屏南县志>付梓刊印之际，祝愿屏南人民在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以史为鉴，扬长避短，开拓拼搏，取得更加

辉煌的成绩。

屏南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中共屏南县委书记 江小源

屏南县人民政府县长 薛成康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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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方志。自古有之。而社会主义光辉历程的记载，则只有在此

盛世方可诞生。新编<屏南县志>的出版，无疑是屏南人民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屏南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一项丰

硕成果，值得庆贺。

屏南山青水秀，资源丰富。绮丽的鸳鸯溪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

点风景名胜区i近年又荣获“中国夏香菇之乡"、“中国油柰之乡"等

称号。屏南是福建省的重点林区县之一：也是宁德地区余粮县之一。

屏南人杰地灵，在宋朝有被<八闽通志>(明朝版)誉为高风亮节的

国子监书库官张疆，明朝有“断狱数千，无有称冤者”的刑部郎中章

润，清朝有两度任台湾总兵、戍边建功的九门提督甘国宝。‘在近代，

屏南人民弘扬先贤的优秀品质，摒弃腐恶，除旧图新，英才辈出。

新编<屏南县志>继承和发扬我国地方志的优良传统，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遵循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屏

南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真实地反映屏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历程，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

全会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它是一部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社

会主义新方志，也是屏南人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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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县情教育的好教材。新编<屏南县志>的出版，必将给今人乃至

后人了解、认识屏南、借鉴宝贵历史经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百科全

书”o

祝愿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继续发扬“团结、务

实、开拓、奉献”精神，为建设文明、繁荣、富裕的新屏南做出更大

的贡献。

曾任中共屏南县委书记 江福J顷 蔡尔申 范世攀

曾任屏南县人民政府县长 袁岩妹 余上富 李谋祥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屏南的自然和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尽量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

限一般截至1990年底。概述、人物表延至1996年。为了突出反映下

限后6年的全县大事、要事、新事，本志特编写<限外辑要>，置于

全志附录之后o ．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分志和附录组成。概述和大事记列

于志首，统摄全志；各分志根据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相结合的原则，

以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为序排列，横排竖写，篇下设章、节、

目，力求突出地方特色、专业特点和时代特点。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五、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以文字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

六、传记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酌情

兼收对屏南有较大贡献的外籍人士，按生年排列；对有突出贡献的在

世人物，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篇章。人物表收录革命烈士、历代进士、

仕外八品以上职官者、县团级(含副职)以上职务者、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人员、博士、硕士和国民党抗日阵亡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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