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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享 (一) 雷春美

〈穆z立舍族乡;二，~~ 即将付梓ill版，作为地方志一目的一种文化产品，在全同

45 个合族乡 巾，尚属首例

穆z立合族乡设立于 1984 年，迄今已 })J经 30 个年头 。 这 30 年是我同改

革开放，实现民族全面复兴，落实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伟大

时代 「 穆云舍族乡志、以 25 万文字与 200 多幅阁片的容量，追溯历史，铺陈

现实，以较为丰富的内容、翔实的史料、完毯的体例、严谨的结构，真实、

客观、系统地再现了穆玄舍族乡舍、汉、|可等各族同胞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将一个基础炜弱、经济落后的山区农业乡镇逐渐建设成特色农业

产业明恒、现代休闲观光发达、民族文化传展有致的新型民族乡镇的光辉阁

呆 气 全书既有历史厚度 ，义有时代气息 O 义向于全书设定地理、人口、经

济、政治、文化、教育、村庄、民族、宗教和人物等诸多章节， I大|此， ~穆

云舍族乡志》 不肯是一部全方位反映穆云乡情的"地方性知识"的百科全

书 〔

穆z立合族乡后合合族自然村是我沮辈生前过的地方，这里历史悠久，水

碧山青 ，人文套萃， 是福安需姓舍族迁徙过程巾的重要中转站，保留着 自清

代以来大量的家族文书 口 这屯义是桶安两部合族银器饰品的加工地，当年穆

阳百村下户的舍家女 Jll 嫁，凤洋服装与后舍银饰是不可或缺的必备嫁妆。 穆

云舍族乡还有饮誉天下、 极具特色的奇珍异卉，如虎头舍族村的"穆阳水蜜

桃"溪塔舍族村的"紫玛珉"刺葡萄 高岭舍族村的"皇帝茶"大 l气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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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已列入同家地理标志或同家级特产名录。 穆云还有闻名中外的自然生

态与历史人文景观，如世界地质公同白云山景区的核心景点一一瞻溪石

群 ;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闽东苏维埃与红军的重要根据地一一竹州山……多

年来，虽然我辗转工作全省各地，但时时梦魂萦绕的是故乡山、故乡水、故

乡人，漫长的岁月无法消拜我浓浓的故乡情憬。

总之， {穆云舍族乡志》 的面世，必将进一步激发人们的思乡之绪，爱

乡之情 ， 建乡之志 O 让我们同{，\同德 ， 携手合作 . 为建设"百姓富、生态

美" 的富饶多彩的美丽穆云，添砖加瓦， 再创辉煌 !

是为序。

20 1 4 年 9 月 1 6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Preface 
享 (二) 张炯 ] 

友人蓝炯;在参与编修福建省福安市 《穆云舍族乡志》 。 他转达乡领导的

嘱咐，要我写篇序。 穆立与我有很深的关系 。 我幼年即在这个乡的桥溪村外

祖父刘宗彝家成长，在村同民学校读初小。 后来到外地上了高小和中学，也

经常于寒暑假期间问外祖家居住。 外祖家藏书很多，从二十四史、昭明文选

到革命作家鲁迅、丁玲的选集都有，开阔了我的眼界，也培育了我最初的革

命觉悟。 及至解放前，我奉巾同共产党闽浙赣区党委福州城工部之命，回福

安忏i云山山区开展人民武装斗争，成立闽浙赣人民游击队二纵三支队，即以

穆云的桥溪村为根据地，附近乡村有上百人参加三支队，先后攻取穆阳、社

口、甘棠、下臼石诸慎，并与南下大军士气十一军所属九十三师二七八团会师

于赛岐 O 其后大部分游击队员均编入二七八团，参加解放福州、厦门诸战

役，许多人均立有战功。 因此，我虽然到首都北京工作已六十年，每次回到

福安市，总要专门到桥溪村探望乡亲。 我一直将穆云舍族乡看作我的故乡，

如今听说编写了乡志，自然十分高兴。

我同编写志书，有悠久的传统。 。又书》 就有 《艺文志》 。 历代也多编

州志、府志、县志。 地方志既是地理之书，也为史书的重要部分，记录本

地之地理、历史 、 人文等多方面的情况及其历史沿革。 新巾同成立后，更十

分重视方志的编撰。 同家还专门成立了有关的机构。 但以乡来编撰志书，则

比较罕见。 乡志的编写，可以说标志着我同志书编写工作的走向深入，也标

志着地方文化建设有了新的开拓。 所以， ~穆云舍族乡志》 的完稿，实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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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 我不但要致以热烈的祝贺，作为乡人，还要向为编写乡

志做出贡献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

穆云舍族乡地处福安市西隅，北有白云山 . 南|临穆阳镇，西界周宁县，

东接市境板中乡 O 区域内山峦起伏，溪涧交错，物产丰富，民风淳朴，乡民

以舍族、汉族居多。 境内村落星罗棋布，群峰问端泉激雪，绿水长流;山林

中松青重翠，果菇遍地;春来山花绽放，争忻斗艳，秋至稻香飘溢，鹰翔鱼

跃。 全乡堪称山清水秀，竹茂林丰的嘉祥之地u 白云山更雄峙闽东，脾脱囚

境，兼具险峻灵秀之姿，并有道释庙宇之胜。 新巾同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

放 30 多年来，穆云舍族乡各方面建设日新月异，充分显示了全乡各族人民

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建设中同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新编

《穆云舍族乡志》 内容丰腾，举凡地理、历史、人文各个方面，包括政治 、

经济、教育、卫生、宗教、民族、风景、习俗、物产、村落、人口结构、革

命传统、历史人物等皆有详细介绍，还附有各种统计表格 ， 实在极为详尽 ，

足见编撰者的严肃、求实和认真。 可以说， 一册在手， 全乡各种情况便了然

在目 O 我虽然生长于穆云，读后仍然平添了许多知识。 这本乡志的出版，我

相信一定会有益于读者，有益于人们对穆云舍族乡和福安市的了解，也有益

于后代子孙了解先辈创业之艰难，并将先辈开创之基业发扬光大 !

是为序。

。一四年七月 三十六日 于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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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Introduction 

穆云舍族乡地处福安市西部，位于北纬 2702'-270 9'40" ，东经 119026'40飞119036'40"

之间 。 东西相距 27 公里 南北相距 13 公里。 总面积 116.8 平方公里，是福建省 18 个舍

族乡之一。 这个地理空间的行政区划是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的直接成果。

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福安也曾有过设立民族乡的尝试。 根据 1955 年国务院

〈毛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 1957 年 8 月至 9 月，福安县设立了 13 个舍族乡，

其中属于今穆云乡区域的舍族乡有燕洋、王溪 2 个舍族乡 。 当时，舍族乡区域规模相当

于当下的建制村。 其两乡共辖 35 个自然村，共 812 户，其中舍族 686 户，总人口 3021

人，其中舍族 2552 人。 这种民族区域自治补充形式在散杂居地区的尝试终结于 1958 年

人民公社化之后，即舍族乡撤销后归并于相对应的人民公社。 1962 年 11 月，福建省少

数民族代表会议后，民间有呼吁再度成立舍族乡的强烈要求，福安于 1963 年先后恢复

了 5 个舍族乡，燕洋、王溪两乡不属于恢复之列。 随着人民公社化的进程，上述的 5 个

舍族乡方滋未艾，却不知不觉，被强大的政治巨流吞没了 。

20 世纪 80 年代，福建与全国一样，中国的民族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而特殊的年代。

民族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已经实质性的展开，人们批判了"民族问题"即"阶

级问题"的失误，全省各级民族工作机构相继成立，被压抑多年的民族成分的症结得到

了彻底消释，大规模的要求恢复民族成分问题得以落实，如闽南的回族、闽南与闽西的

舍族等。 1984 年 5 月，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以进一步巩固 。 体现了

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

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 自治法颁布后，其在散杂居民族地区的补充形

式，即民族乡问题，也提上包括福建在内的民族工作议事日程。 1984 年 9 月至 10 月，

福安县人民政府遵照 1983 年国务院快于建立民族乡问题的通知》。经福建省人民政府

批准，先后设立了援中、康唐、穆云等 3 个舍族乡，其中穆云舍族乡设立于当年 10 月。

这时，民族乡政府的建制相当于一般的乡镇，即为我国最基层的一级政权。

穆云舍族乡，处于穆水流域与白云山麓之绿水青山间。此一水一山孕育了穆云舍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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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文化生态。在明代地方志中 穆水亦称"穆溪"而白云山尚不见其名，仅将主峰

称"东山"、 "天池山"等。如嘉靖本《福宁州志》载"穆溪在二十二都，源自政和

县牛岭，流经十八都穆洋，人于廉溪内，有青草渡。 " ① "东山在九都，山上有天池，积

雪不消。相传昔有缪仙修行于此，邑人呼为‘缪仙峰峰下有银场。 " ③这是现存地方

志中关于穆水与白云山脉主峰的最早记载。 又如万历本《福安县志》载"穆溪，源自

牛岭，流下水穆溪。 " "东山，东北五十里，崔鬼凌霄，自州高楝发脉而来，为邑诸山

之祖。 上有庵，六月而寒甚。 " "天池山，九都。 亦名‘东山' 。 天池积雪不消。 相传有

缪仙修炼于此，呼‘缪仙峰' 。 " ③到了清代，由于经济往来与社会互动的加强，方志学

家们拓展了地理视野，增强了对山川命名的概括力 。 于是，廉溪涵盖了穆水、富溪津，

上述三溪统称"廉溪"。 而白云山亦始显露其名 。 如清光绪本《福安县志》云"廉溪，

在邑西南二十二都。 源、自政和县牛岭。 流经邑西穆阳溪，至龙首桥。 北会下房小溪水，

至廉溪、富溪津，迄三港口，会大江，流人于海。 " "白云山，在上十都。 旧志: ‘山

最高，为闽东第一山 。 上有庵，常积雪不散。 登绝顶，俯瞰城邑川海，如在宇下。 '上

有两池，产莲，玉色，当午开花浮水面，过午即沉，人呼为‘午时莲' 。 " "天池山，亦

名‘东山。 '天池积雪不消。 相传有缪仙修炼于此，呼‘缪仙峰' 。"

福建考古工作者在穆云舍族乡穆水流域的小平原与白云山脉的小台地均已发掘出商

周时期的古人类遗址，以此证明，在远古时期穆云已有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 由于福安

在南宋淳桔年间始立县置，因此，其户口资料的最早记载始于明嘉靖本《福宁州志》。

《福宁州扮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 (1391 年) ，福安全县的总人口不过 25663 人。 这个

数据相当于现在穆云舍族乡的人口总量。 到嘉庆十一年(1532 年) ，全县人口下降，总

量为 20633 人。⑤此时，福安共三乡，即福安乡、用儒乡、秦溪乡 。 穆云地界属于用儒

乡钦德里。 福建省现存最古老的地方志书、南宋淳熙本〈巳山扮中记载了与福安地域

相关的长溪县的村落分布，其中与穆云舍族乡有一定关联的永乐乡钦德里所标明较有影

响的村落仅 3 处，即"缪洋、鸡屿、牛岭"。⑥穆云地域内人口的大量迁入与乡野聚落的

大规模构成，始于明清时期。

①《福宁州却卷之二《山) 11 . )11盼 。

②同上。

③陆以载《福安县志非卷之一惧地柿。

④张景祁偏安县扮卷之四如J)II) 。

⑤倔宁州扮卷之三《户口》 。

⑥《三山志》卷第二。也理类二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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