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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江县原名“温麻”，始建于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至今已有一千毛百零

七年的历史。而县志的始修，则在南宋嘉定六年(公元1214年)。嗣历元、明、

清至民国，七百多年间，累有地方官主持修纂者七次，其成书在海内流传至今

的，仅有乾隆版、嘉庆版和民国版三种。民国版发行于公元1933年，距今最近，所

录史料尤全，书计三十六卷，概括了我县基本县情和各个时期的社会史实。当

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某些篇章羼杂不少封建糟粕，对经济地理编纂分类也欠

科学性；但它仍不失为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书原刊本就极有限，而今遗存的

已寥寥无几；且全书采用文言文写成，没有标点，非一般人所易懂。此外，讹误

之处也颇多。加以点校整理，谳．给读者，对于了解县情，古为今用，‘会有裨益

的。
’

，‘

古云： “治国者，以史为鉴；治郡邑者，以志为鉴乃。我国历代十分重视方

志的资政、辅教、存史作用；今天我们继承了祖国这一特有的历史传统，把编修

志书视作一种千秋事业。我自一九八四年总司连汪县政以来，常抽暇研读县志友

有关文史资料，深感肩负修志重任。因而积极罗集人才，力促本书先期出版，继

之编纂新县志和各专业志。以期通过这项工作，进一步激励全县人民“以志为

鉴刀，深深地知我连江，爱我连江，建设连江，振兴连江，同谱社会主叉物质文

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史篇。 ·

《连江县志》(民国版)经县志编纂委员会点校整理，现由连江县人民政府

重印出版。谨述数语，与邑人共勉之。⋯ ⋯⋯⋯⋯⋯ ⋯一 一一一⋯一

县长林义杰
·一九八九年元旦



关于点校整理民国版《连江县志》的说明

一、整理缘起和对象

本编委仿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部署，‘于着手编纂社会主义

．新县志的同时，选取一种旧县志加以整理重印出版，为各有关部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尽先提供基本县情，以作参考；并以满足广大群众了解地方原来自然条件、、历

史情况的迫切要求。

经查海内现存本县的旧志有三种：一为“乾隆志弦，二为“嘉庆志”，三为“民国志”。

前二种同是木刻善本，后一种是铅印本。我们选定民国版《连江县志》为整理对象，乃取其

年代距今最近，材料比较充实，参考价值也比较大。
。

该志肇修于民国六年(卫917)，完稿于民国十六年(1927>，出版发行子民国廿二年(1933)。

先后由民国的县知事(即县长)曹刚、张景良、高时驾监修，‘自始至终由邱景雍编纂成书。

全书允三十四卷，÷前有“卷首”；沫有“附记黟，装订十六开本十巨册。
我们知道：邱景雍氏系精研经史的地方名宿，其助手萧克镳、林式绥、陈聚东、孙发曾

等人亦为当时俊彦，编就的志稿质量很高，可是，志稿由福州私营印刷所承印，据事后匆匆

随书发出的《刊误表》统计，就有四百二十一处的错排、错植。其未列表的差错还很多。从

近来全国“方志存书普查秒．资料得悉，一些国内大专院校、首都和省市级图书馆、各大研究

单位存有此书。我们现在将原书加以整理重印，是大有必要的。

．二、整理方法和过程

我们按规定进行的整理工作程序，是：(1)把原志书从右到左、直行文字的旧版式改为

从左到右、横行文字而照抄一遍。(2)就第一次手抄本进行逐句、逐字校对j加以标点，使

它基本上成为“左起、横书”的新版式书稿。(3)深入而充分地研究全书内容和形式上的问

题，如：正反面的称谓、干支纪年和不台于现行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或予改正，或加脚

注，或作删节。(4)原书修予民国时期，部分的卷或篇还是照录于乾、嘉老志的，’不免存在

多少已不再通常使用的词语。凡是一般的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可以查得到的，均不加注；只

对某些特别难懂的，才作了简略注释，以( ]表示新注。(5)最后，又把点校整理好的

抄本重新抄缮一遍，以作发交排印的“新志稿黟。总之，我们所怍的点校整理工作，是认真

细致的。

三、原版与新版的异同

整理本与1933年出版的旧书比较，版型完全不同。为便于阅读，’有些章节改用表格编

列。卷十二《职官》，列表时对原版任职时间排列顺序前后倒置的，均经与乾隆、嘉庆二县

志校对后加以调整；对有些职官无法划分任职年号而又无从考证的，则以朝代汇列，只在某

人名下标注原版任职时间。卷十四《选举》中的进士、举人，改为先列得中人的姓名，后列

榜首姓名。．未列榜名的，无论正奏、特奏等，均从后一人或若干人的榜名。

按出版的通例说，属于“整理”过的出版物，并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抄。所以，我们经

过审慎的研究后，对以下三个地方的问题作这样的处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对原书里所载的明清两代地方上官绅民众捐献田租给学宫、书院作办学费用一事，

一一保留捐献人姓名、数额，而测去它所附列的田地坐落、土名、受种和租额、佃名以及应

纳的钱粮数目。
’

．， ．

(2)这一旧志虽是修于民国时期，仍有严重的封建性色彩。它胪列了2917名的贞、节、

殉、烈妇女，约占全书的百分之十五篇幅。其中，有妇女自己姓名，而且记述有事迹的，只居

一部分，没有妇女自己姓名，而且没有记述事迹，单说“×氏，×××妻，××岁寡"的，

却占了大部分。我们开过专题讨论会，决定保留前者，删去后者。后来，又作一次深入的

研究讨论，将虽有事迹而曾被旧志加按批评了的“割股、割肝、以疗亲人痼疾”一类不合事

理、不足为训的事例多起，一并删除。整理结果，这一门人物保存354名，贞女、烈女、．殉妇

全部删去。我们作这样的处理，是确切地符合全国史志协会领导同志梁寒冰所说．曲整理旧志

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决不可无选择、无考证地照抄录用”的

精神的。
‘

。．

‘(3)为便于阅读和装帧，《目录》从原版卷首中抽出排前，原版卷六《城市》附的《连

江县全图》、《连江县城附近图》、卷十六《武备》附的《闽口形胜略图》，均汇订入卷首。

整理本合订成十六开本一巨册。

连江县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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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力(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壹室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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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读《厨礼》，地官大司徒誓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

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

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毂、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可

知三代以前，．大如九州，小如都鄙，内如中夏，外如诸夷，凡以志其山川人物，‘图而表之

者；无非责在官史，各有专司；亦借以观风问俗，俾周知其利弊而兴革之。法良意美，莫逾于是。

泊乎后世，周官义晦，职守缺如，各郡县之沿革故实，徒恃一二老宿私自采访，勒为成

书。故当国家递嬗之交，凡典制之纷更，文质之互异，政令之改易，风俗之转移，将以传古

信今，垂永久而厘然可考者，紧惟图志是赖焉。使面图志，举其地之岁时气候、山川形势：

户口田赋、人文习俗、土泉物产诸大端，不备谙而详悉之，虽欲有所设施，必依圆而无据。

此善治者所以首重图志欤?虽然载笔纪事，缀故增新，辑其典要，使无缺漏者，固文士所’

能；至如岁久失修，，及时提倡，授之剞劂，俾可征信者，实有司之责。设或听其迁流寝远，

文献就湮，则凡宰是邦者恐亦不能辞其咎也。 ： ．+

．

迩者，省大吏有鉴于此，令下所属，纂辑县志，并为之定凡例、筹经费、划程序、，克期一

告蒇，冀借以采风问俗，俾周知其利弊而兴革之，不犹是古人之用心乎7

连江东南濒海，西北员山，绝长补短，方百八十里有奇。其山川之秀，户口之繁；文物

之盛，土产之富，久推为闽中望邑。邑有旧志，自嘉庆十年后，阅百余载，迄未重修。其间

官师之政教，先达之勋业，以及贤士大夫之言行，贞淑妇女之德操，湮晦难详，曷胜浩叹!

况自国体改革以来，典礼大变，学制迭更，国政民风日新月异，及今之纪载不详，他日之舛

讹必甚。．邑士绅正议及此，适奉省令促修，遂公推邑绅邱穆畲君任纂修，萧鸾坡、陈蓉岩、

林砚先、孙伊农为协修。根据旧本，揣摩新章，参闻见以补阙遗，证异回以求切实，堤非予．．一
夺，一一秉至公矿倘所谓传古信今，可垂永久者，非耶?肇事于民国六年，越十一年春，始脱

稿。发凡起例，远搜近摭，盖其殚编辑之功者凡六寒暑矣。

余自前岁来权斯邑篆，兹奉量移福清，会新志成，邱君等请一言序其端。：余本不文，又

值新旧交替，簿书填委，无暇弄翰，为迟回者久之。旋念宦游所至，虽不敢追踪古人，‘而两年

来心劳政绌，俗尚粗安。似未尝重取戾于邑人士者，正以与闻志事，得备考夫风土人情之迹，

且略窥夫学行治术之斑l岂非余之厚幸耶!尤愿后之官斯土者览斯志也i于岁时气候知其

正，于山川形势知其胜，于户口赋税知其核‘，于人文习俗知其醇，于土泉物产知其利，从止匕

实心行政，庶有所据，而措之裕如矣。然则，是编也，谓为吏治之圭臬也，．可1．

时中华民国十一年夏历仲春之月，县知事奉新张景良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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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江夙隶福州，员崇嗽，控巨浸，为会城门户。虽越在南鄙，冲繁既塞，形实便区矣：

矧夫峦蚰复沓，津濑衡纵，微论淑之萃，秀之育，魁儒硕入，往往而有；即卉石玑羽之族，

蕃衍物溢，绎致走四方，亦甚系食货平准之计。天道三十年一变，地利人事与时消息，不有

述作；。曷贻方来?恶可以积世累年怠置蔸讨纂辑之业而不讲也?聿自有清乾；嘉两志之后，

以迨叔叶，盖骚骚百年未之有继矣。 ‘

。

民国初纪，福州诸老慨世事之日非，虑文献之无征，勤勤焉言于长吏，庀财置局，聘延

耆德，方闻从事《福建通志》，检檄诸县，一致兴修，而福建通志局更名修志总局，胥六十

余县之书受成焉。于是，～《连江县志》亦肇议修辑计，前知事曹君刚开其绪，邑绅邱君、萧

君、。胨君、林君：孙君尸其役。起丁巳；迄丁卯，阅年十一，然后脱稿。中间义例之商榷，

经费之鸠举，不无郑重往复，盖蒇事若斯之难也!

，驾忝长斯邑，抚字催科，两形其拙，遑论纂述?然窃有愚意焉，以谓方隅之书，要不第

捃摭见闻、夸爹郡邑之繁雄已也，又将上供史氏采择，下资士夫考求。故开卷有图，图分陈

而如眉之就列，帙间有表，表方行而如谱之可稽。掸之而明利害之所究，揽之而悟兴替之从

繇，抚之而审静扰理忽之方，顾之而获生聚休养之道，庶几一冯几而览百世，不下堂而周千

里。故与滥宁核、与文宁质，无与易也。况时至今日，世局亟变，又非墨守故常，徒矜义法

所可集事者!兹志几经研度，亦慎亦详，殆不毗于捃摭见闻、‘夸爹繁雄，、而揆之鄙意，尤慨

乎其有合焉。故于其杀青也，不揣固陋，而弁言于岢。

．+中华民国十六年古历八月，县知事闽侯高时驾撰。

一，·． 2’ 宋志原序
，， ●

，●
●

郡邑有志，：其来尚矣。’是邑鼎始子晋太康，唐为上县，今为望邑。乃始志于嘉定陶宰

武：．缺不续，又六十年。：汤火焦熬，率不暇’问。适鄙观陈先生以魁从镇福唐，教明刑清，武

不苛，符不急，紫皂不至于庭。昔之焦熬者转而升平。于是，约学正黄岸及许师武辈，举斯

志而欲修之。邑彦陈泽元起而言日： “邑志乏修久矣，今喜作兴以时，诸君其有意乎?”成

日：：“诺?。．遂置局凤池，网罗遗佚，探索幽隐，类为志集若干卷。明窗开帙，五乡之山

川；‘千年之风景，尽在目中矣。 ．。

‘+日．隆；’。蜀之眉人也，而令子闽。闽蜀风马牛不相及，前辈乃以为同风，每窃疑之。三载兹

邑，旧文物之盛，科镒之勤，习俗之俭，真与吾眉同。昔东坡记远景楼，述近古之俗，日：·

“其民聪明才知，．务本而力作，-易治而难服。守令始至i视其言语，辄了其为人。其明且能

者，不复以事试，终日寂然。苟不以道，则陈义秉法，以窃议之。故不知者以为难治。”是

邑有焉，则不谓之同乎?日隆受代虽有期，学道之爱不敢少离。因书于卷首以自警。

宋咸淳壬申中元日，知县宋日隆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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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志原序
‘

·

《连江县志》，宋嘉定陶宰武所刨也。成淳间，宋宰日隆，增而修之。其山川、人物、

风土、井社、河渠、亩浍，以至赡学[ )j纤悉备载。锓之梓而藏之稽古阁。’历年久而弊

生焉。

汶上李侯荣，甫来尹兹邑，百废俱兴，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前教谕陈春伯指陈1日事，请

于省司，亟命校正。士冠得与直学陈长泰访求旧本，会集耆儒，互相订正。今取陶本成邑

图，并原序刻于卷首，以备参考。 ，

’

元延袼丙辰夏五月，唐士冠撰。 ·

‘

j 清志原序 ．．．

尝考东汉南阳撰记风俗，自是乃各为书。而天下郡邑于是乎有志。志者史之余也。昔周

之时，闾胥、族师、党正之属，皆得以所书登之于王，成隶于史：史弗修，则一代之礼乐文

章无以__表见。邑无志，则无以审旧制而识贤徽。巨细殊，而轻重相等。 ．_．

连江建自晋太康间，历时已久。邑志之修，仅于宋得陶宰武，于元得李君荣，岂乏文雅

绚饰吏治哉l田赋讼牒期会之纷，常足以耗其精∥而又调迁不时，瓜期旋代，欲有所兴举，

辄未遑以去。至若邑有魁杰能文之士，网罗散轶，志在明述。独于臧否之间，顾瞻桑梓，未

敢径行其胸臆j卒无有奋笔，而溃于成。上下交相待，而遥遥竟无其期。

夫鲁史起隐迄哀，二百四十二年而已，其载笔者又未始无人也。乃以人则君尹殊传，以时

则夏五不月，以爵则子伯乖称。他若文字雕磨，豕鱼讹谬，尤非一而足。今连虽褊小，自元
之后，’复三百馀年，其间沿革废兴，盛衰得失，与时递易，+亦积久渐多，而不获成书可考。

闲尝质以一二事，则以各保所见，人自为辞，不胜参互而后得之。其在今者乃如此，使过此

更数十年，‘必有甚焉者，即又何以存文献，为来者折衷哉!
。

．j

一!一毁承乏六载，一幸值我国家久道化成，一诸大宪厘纲剔目，．得以浅薄滥厕笙竽，吏民亦安强巴艺1

拙，而日以无事也b．吏牍之暇，商榷斯举，c邑博永定王君，司训同安陈君，成有同志。闻邑

之前哲，私有纪载，因广为搜索。延归化学博孙君等考求别择，散者贯之，舛者正之，略者

详之。其核定是非，斟酌繁简，间参以末议，都为一编。自星土、风物、国赋、邦教，下

及民情，皆灿然具列，用补前此之缺略，而连之文献亦借是以存i非余之敢自以为功也。万

物之数，郁极面通。．今连自有其明备，而湮郁沉晦至三盲余年之久，适际乎昌明之会，·而一

发之。理有固然，特因而不与违焉尔l然由是而旧制聿彰，贤徽不泯，岂惟后之范兹土者，

得于此考镜，而辅轩旁采；下及海邦，可以览此二方之俗。是则彀以穷年之勤广与诸君相

为纳绎，得比古之闻胥、族、党所书，借乎以陈于史氏，其亦幸告无罪也夫l

清乾隆五年十月，，知县戚搜言撰。

清志 原序．
连江控三山东北，于省会密迩，其文物之茂，．称望邑焉。

‘ ●’ ●

r● ● ·

·j

●
● ●

余以岁之甲寅；董教事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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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进诸生而讲肄之。已而，备知政俗与其乡先正之盛德大业，因窃叹此邦之风淳美，而人杰

出也。越二年，将建治以来诸科目，‘舻名氏而匾于堂。，余日： “是必以志征’’。问之则志乘
，

。

之阙久矣。
， 夫文者事之久存也。国之典章具乎史，邑之故实备乎志。非惟大端欲举，而小节亦不可

遗，非惟前宪是传，．而时务亦无容略。庶乎后之人得所考而知。尝与司训陈淑斋先生念所以

修举之，而力所未逮。

邑侯德清戚公；经世宏才，莅连以来，·政勤事治。既浚河，复堤湖，五年而诸务就理，

遂以修志为任：属余遴诸生中之可分司其事者，受裁于邑绅孙先生，1而于己总其成。余欣然

以为惬所志，爰与陈先生黾勉赞襄其间。起己未之夏，迄庚申秋，书成而授手梓。、盖精审详

明，连之政俗及其乡之德业可见者，莫不昭乎载笔，于以乐公之贤。事皆举此邦数百年所未

举。

而重以为连人幸也，抑不止此。苦南丰曾氏《宜黄学记》谓： “学之中，当使大地事物

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兴、先后始终之要，无所不知。”今连志所备具，近在一

邑，而天下即此推之也。学者三复于此，则所谓不越堂户而得乎四海九州之远、古今时事之

、移。出可见于施为者，未必不于此而得。况其先正之盛德大业，又皆有以予之资哉!然则，

余既为连幸百废之皆兴，而因公之力，将所借以成此教事者，其尤不为浅鲜也已!

清乾隆五年十月，举人署教谕事王子鉴撰。

。。：．：- ． ．清‘志原序。
：一 ．

‘．

古者列国各以政俗为风，太史以l时采其谣颂，而献之天子。夫子叙《诗》，：首列《国

风》，是已。．后世里歌不升于庙堂，而都会郡邑于是有志，亦古者陈风之遗。虽制统于一

尊，而质文递易，五方之风气可考丽知也。 ‘．。

连江居会城东北’俗朴茂而户诗书，称文物之薮。余忝为邑司训，喜与其地诸生上下其

议论。间尝登云居、玉楼诸胜，观日所出，洪波无际，岛屿如发。又尝登近郭名山，见云气

出没中，万家烟霭，若无而有，江流白练，缭绕天外。览其山川之奇，其岳降钟灵，将为玉

树琪枝、．丹葩瑶草，非人间所恒有。退求其邑志，而旧板无存。即前此有留心记载者，各藏
于家，又不获目储。俯仰太息者久之。邑侯戚公，以苕水名进士出宰兹邑，抚循士民，日以

和辑。然后浚河渠，修湖陡，以欢举行，不倦于勤。又念一县之文献系乎志，‘毅然以纂修为己

任。乃搜括遗书，取故家中所手录藏本相印证。与司铎王先生共商榷，亦以谬徵予，得赞末

议。族收骈录，补其偏，正其讹。邑绅孙先生为之厘定诠次，诸生中．有分阅者、校对者，以

千次佐之。竭经岁精神，始得书成付梓。余愧谫劣，无能为役。然乐公之志有成，且有以见山

川灵异所都，．其中所包含孕蓄者厚也。

．．夫连之县志，自元至今，残缺三百有馀年矣。其间事迹湮没不传者何限?一旦显微阐

幽，昭若烛镜，犹之笼珊瑚于铁网，．跃宝剑于丰城，似有数存焉；而不可以遏阏者。圣朝大

化翔洽，渐于海峤。连邑久已喁喁向风，复得是志，后之览者，景行前徽，博洽物情，来秀

超乘而前，符采彪郁，蔚然皆华国之选矣。．岂不盛哉!公吏治业有成绩，不时内擢铨衡，若

履承明著作之庭，出是志以相质。中有可采择者，·史臣珥笔而书之，亦足以润色太平。则是

志也，宁第为一邑风俗之书也欤?j二 ‘+÷‘- ‘：· ：‘；‘

．清乾隆五年十月t，连汪县儒学训导陈鹏南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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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志原序
邑志纂于乾隆五年，前令戚公。其于山川、风土、人物罔不厘然备具，洋洋乎巨观也。

迄今六十余年矣!夫事有限于时而不得为者，前之人不能预为备也；事有处得为之时，又值

当为之日者，后之人不能诿其责也。古之续志者，前汉《八表》、后汉《十志》拾遗补阙，

代不乏人。而唐杜佑因刘秩《政典》，增广，而作《通典》。厥后，又有马端临、宋太素、

魏鹤山辈踵而续之，至今并传不朽。然则作之者难，续之者亦不易也。且作之者并非故留缺

憾，以待后人之补缀，而续之者亦非尽属沽名，选事而强为附益所本无也。使既及其时，又

听其销蚀灰烬，虽后有作者，亦茫然无所适从。即或得之故老遗民，一二端差堪记忆；而数

十年之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又异辞，好事者又从而附会之，愈久而愈失其真矣。

今幸年丰岁稔，人饮天和，邑吏民亦安余之拙，而寝以无事也。爰不自揣，窃附于戚前

令之末，为踵事之增。而士大夫之致仕家居者又断断辈出，请设局于鳌江书院，延宫詹章做

轩先生入主斯席，而以次赞襄之。书成开帙，千百年来之掌故与六十余载之见闻，灿若繁

星，亦复丝联绳贯。则余区区之心一慰，而可谢其责矣。遂缀数言而付之剞劂。

时清嘉庆十年三月，知连江县事云梦李摹撰。



凡 例

民国时期纂修县志凡例

一、本志门类次序与嘉庆志分合异趋，前后易位，面目迥然不同，非好翻新也。盖通志

局章所规定，阅局章即知本志之用意也。’
’

一、局章分门三十有六。吾连实业未兴，司法未设，阙艺。其篇第以次递推焉。

一、各门之义例、宗旨以及条列附属诸项，本当标明。兹均详于各门小引中，可一目而

了然，并可省琐琐之目录也。

一、生人诗文不录，然为事实之考证，

_、此届修志，距嘉庆十年已百余载。

事，事非是时，遗漏固多，阅者当共谅之。

间登一二焉，非阿其所好也。
‘

星移物换，文献无征，而时代又不右文。人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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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修志职名

年 代 职务 姓名 出 身1及 官 职

宋咸淳间 监修 宋日隆 知县 ：’

修辑 黄。岸 侍省进士、县学正

郭美 侍省进士

黄辰 侍省进士

潘方春 侍省进士

顾遇龙 迪功郎、学正 ’。

彭王容 修职郎、县丞

’赵兴澳 遭功郎、主簿

徐重望 县尉

元延祜问 监修‘ 李荣 知县

纂修 唐士冠

陈长泰 直学

明嘉靖间 监修 唐桐 知县

清顺治间 监修 赵国琳 知县

乾隆五年 总修 戚技言 知县

王子鉴 教谕

陈鹏南 训导

总辑 孙发曾 ．归化教谕

参阅 黄家权 福安教谕

分辑 吴鹏举 福鼎训导 一——一一一一一一
吴如皋一 一建阳{JII导一。——一一 ．

一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一_一 孙澄 岁贡 t

林鸿 武举

郑昕 廪生

赵季植 廪生

陈元壮 增生
’。

周梦采 增生

陈凤举 增生 。

校雠 杨方寿 廪生

章春泰 廪生———一一
————————一 一周朝宗一 埘生—_——一—————一 孙嵋登 增生

●

I



历代修志职名

续 表

年 代 职务 姓名 出 身 及 官 职

郑宗沆 生员

孙诏 生员 ’

陈作霖 生员 ．

陈朝选 生员
’

熊蔚起 生员

嘉庆十年 总修 李萋 、知县

言尚煜 知县t

何其章 教谕

叶文舟 训导

总辑 章朝拭 原任詹事府主簿

参阅 邵德占 原任昭平县知县

周拱宸 原任东阿县知县

林占芳 副贡
’

}

分辑 熊梦占 举人

杨廷岳 恩贡

杨龙标 、岁贡． ． -：

陈希曾 副贡
‘

林鹏超 举人

孙道翼 举人

章朝枢 举人

陈肇英 举人

校对 林培成 增生 ，

郑为康 生员

孙谋 生员

周 抟 监生’

陈普治 贡生 {．

王朝安 庠生
‘

j 游春台 生员 ：．

．吴弦昌 生员

王振声 贡生

采访 陈兆文 廪生

陈芳梯 生员

陈宗琏 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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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纂修县志职名

职 务 姓 名
。

出 身 及 官 ’职

监 修 曹刚 知事

张景良 知事

高时驾 知事

纂’ ．修 邱景雍 廪贡

协 修 萧克镳 附贡

陈聚东 廪贡

林式绥 原屏南县知事

孙维华 廪贡 ·

测 绘 杨潼 福建师范初级班毕业生

采 访 陈鼎新 附生

吴景澄 附生 ·

陈恒升 廪生
、

林寿椿 附贡

邱碹 岁贡

杨赞和 附生

黄仕铿 附生

叶钟华 附生
。

校 对 游学濂 增生前连江建设局局长

方嘉驹 附生

游钦唐 附生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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