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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乡土志序
文成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文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谢作是

“有志者事竟成”。经数十载风云变幻；历数十载寒冬酷暑；

．苦数十载跋山涉水，孤灯伏案，牧文成物事变迁，风土人情，终于

在蛇年美好的阳春三月，吴呜皋先生精心编著的《文成乡土志》付

梓问世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无疑是给我县的史料天地又添了一

枝艳丽的奇葩，可喜可贺‘l

鸣皋先生是我县名医乡贤，他勤读饱学，知识渊博，尤精于医

；道针灸，为人有口皆碑。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钻研医道之余，立志收

集资料，编著《文成乡土志》，以供后人借鉴，振兴未来。但当时

神州动荡，，难遂心愿，直至“四人帮"扫除，百废俱兴，他方遂壮

我于一九八四年冬第一次见到洋洋四十万字的油印本《文成

乡土志》时，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世上多少老人只追求弄孙

之乐；晚年享福，而吗皋先生却乐苦于劳，煞夜与昼，为后人

创造一笔永久的财富，其情可嘉!其志可歌I编史修志，以纸笔

作伴，绞尽脑汁，是项十分清苦的工作。呜皋先生乃私人修志，独

舟自行，难度更大。况且他在一九八一年搜集资料时，已年逾花

甲，其毅力精神，何等坚强!何等可贵l



文成，山清水秀，人杰地灵。遥想当年先贤刘基，运筹惟惺，

辅佐朱元璋一统大明江山，，曾留下多少功业、千秋文章；放眼县

境，白云岩庵，洞天福地；百丈飞瀑，白练悬空；飞云江上游，风

景如画；鹤川孟氏一砾，清溪绕城；更有革命烽火，势如燎原，一

代英杰，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伟迹．，多么令人为之自豪和骄傲；勇

敢勤劳的文成人民，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那自强不息的心

声和光辉业绩，又是多么需要收录和讴歌!呜皋先生的《文成乡土

志》正是记载反映这二切：无疑《文成乡土志》的成书，将为发展

文成经济，建设繁荣富裕的文成作出贡献。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祝愿呜皋先生健康长

寿l并希望我县的文入学士要象吴老先生一样，记载文成历史，歌

颂文成的人民，为振兴文成谱写新的篇章。

一九八九年三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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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呜皋先生是我县著名的针灸医师。他谦虚好学，热情和蔼，

医道高明，为人们所称颂。吴先生不仅精通医道，而且对史志也有

较深造诣，青年时代就有志于乡土志的著述，着意搜集有关资料，

总因医务工作的繁忙及左倾路线的干扰，理想未能实现。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批判了左倾路线，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

统，调查研究蔚然成风。一九八一年初，我县开展地名普查之际，

吴先生已是年逾花甲到了退休之年，为了实现宿愿，他老当益壮，

横枪跃马j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新的战斗，不分寒冬酷暑，顶风冒

雨，跋山涉永，跑遍了全县七个区、一个镇、六十个公社、五百来

个大队，座谈访问，细心征求；借阅了瑞安、泰顺、青田县志及大

批家谱族谱，获得了众多珍贵资料，为地名普查出了大力，为撰写

乡土志打好了坚实基础。经过二年余的勤奋劳动，反复修正，终于

完成了洋洋四十万言的《文成乡土志》初稿。一九八四年，在县

地名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打字油印成八卷，送交领导和有关同

志审阅、补充、修订，此后又化了数年时间，对有关材料进行了核

对，监作了较大的补充、修正，现已定稿付梓。

《文成乡土志》是第一部比较全面记述文成县的地方志，包括

地理方位、历史沿革、人IZl、氏族、山川、交通、工农业生产、文



教卫生、人物、名胜古迹等内容，并记述古今之演变。内容既然这

样丰富，涉及面又如此之广，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加上史料短

缺，所以难免有所疏漏和差错，还望同志们予以指正。

吴先生退休后，豪情不减，精神与时俱壮。他在完成《文成

乡土志》后，还国出版了《针灸备要》一书，紧接着又在撰写《文

成县氏族源流考》等著作。正是“九十青春，七十年少"，祝愿他

在为振兴中华，建设四化中发出更大的光和热!

文成县文物图书馆张雨明
U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七日



编写 说 明

((文成乡土志》于1 981年春开始搜集资料，1 983年冬编成初稿，1 984年蒙县地名

志办打字油Nioo份，送交领导和有关同志审阅。此后，获得多方指出正确的修改意见

和提供珍贵的补充资料，再经数年时间进行核对、补充、修正，至1 988年5月1日送县

印刷厂排印。为了便于读者明了内容与取得某些问题谅解，兹将编写过程摘要说明

如下： ．

一、本志分上下二篇，上篇为“文成概况”，节述本县沿革，疆域，人口、村里、

氏族、习俗、山Jil、气候、交通、物产，文教、卫生、人物、名胜古迹和设县前后千余

年来大事简记；下篇为“城镇、区乡、场圃"，以区分章，以乡分节，连场圃共分九章

六十七节，记载全县每乡基本情况，以便对“乡情”查阅。

二、资料来源：l、县办1 980年有关户I：I，粮亩、林产等统计数字(由县普办朱建

新、张雨民、朱应武、鲁钦选、吴信甫、陈夫、赵兰英等同志帮助提供)， 2，区、

乡、村干部、职工、教9币提供资料，3、瑞安，青田、泰顺三县方志，4，各地氏族家

谱，族谱，5，革命老人回忆录，6、各地老人口述资料；7、本县各部门新编史

志。

三、1 984年公社改乡，修订时为了符合改乡时情况，除各乡行政村(原公社下大队)

农业户IZl，田亩、粮产及该乡林地、林产、畜牧、乡村企业等统计数字仍沿用1980年外，

而各乡总户口，田亩、学校、学生数均改为1984年县办统计数字，土改时平均亩和1980年

亩产平均数是按当时人l：l、粮亩计算；区乡面积是根据1985年1月29日县办发的12号文

件“统一面积数字通知”改正。初稿内容改动较多的有大事记中解放前后一段。

四，1985年石庄、篁庄分乡，周山、敖里改畲族乡，时间均在1984年之后，除在本

乡概况中加以说起外，而乡名仍照原乡原名编排。

五，地名来源意义，因地人说法不一，有些也尚难统一，如花前乡潭湖底村，有说

村在潭湖里面；有说村在潭湖基底上面，是水干后填地成基。村在潭湖“里面，，还是

矗底下，，，而地人也说不清，此仅举个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六、古文字和土俗字，对简化的常用字在排字时带来很多麻烦，如刘基父名熄，这

“偷"字是要拼用，有次在上机印时才发现，只好用同音“烁"字来代；地名土俗字更

多，如蜂、蝉、并，眺、±盖等都要拼用或改用。中樟乡有个地名叫“上馐"，当时以

“坠"字代用，因《青田县志》有富西乡“j盖后’’用“坠后"记载。

七、本县地处山区，过去交通梗阻，文化落后，在历史上除刘文成父子外，尚未见

有其他人名载史志经传。近代知名人士渐多，有的惜离家日久，远在他乡或异国，地人

知者甚少，这对人物调查都有困难，勿说外地异国，即在本县科局长以上干部和新旧大

学毕业生，因调动频繁或未被人知，也有很多缺载，故“人物”对该乡仅能代表部分。

干部参加工作时间和大学生毕业校名，有很多连其家人也记不清，对个人简历均以他本

人档案为准，此处仅作参考。限于人力，调查不周，祈予原谅!

八，名胜古迹中有许多关于“神话传说，近乎“封建迷信"，如双桂“鹤嘶洞"、

平和“鬼王洞"、上林“自羊洞"等，这些都是流传地人口头上数百年的故事，因故事

是民间文学创作源泉，记下来可供研究民间文学者参考。

九、在修订过程中，1987年春曾组成审稿小组，邀请熟识区乡情况的同志担任审奄

核对，如大凿镇赵钦泽、周月寅，大凿区周元平，金邦佐，凿口区包耀华，珊溪区林志

博、毛祥样，玉壶区吴晋龙，黄坦区王松丹、张世灵，西坑区刘际松，南田区刘体龙

等同志。各区审稿同志皆或多或少提供Tit珍贵的补充资料和正确的修正意见。

十，本志修撰是在党领导下得到县、区，乡、村各级干部和厂矿职工、学校老师、

各村老人等大力支持、帮助、提供资料写成，尤其是县地名志办各同志，张雨民同志还

在百忙中为本志撰写“前言，，，文化馆李德岳同志特为本志设计封面。对以上曾为本志

书出力的同志，谨以衷心表示感谢!

(《文成乡土志》搜集资料范围涉及全县每个乡村瞵角，既面广而内容又多，因个人

限于编写水平，缺点、错误、遗漏定然很多，敬清读者批评指正。

吴鸥皋

一九八八年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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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概 况

第一节沿革、疆域、人口

沿革

文成是新设县，原属瑞安，泰顺、青

田三县边境，是浙凼的一部分。沿萃史分

浙南、文成两部分来简述。

浙南沿革史

浙南在西周以的属扬州，春秋为越

地，战国时越灭归楚，秦为闳中郡。

在西汉时，勾践后裔有名驺摇者佐汉灭秦

击楚有功，子汉意帝三年封为东海王，都

东瓯(今温州)，辖有今温、台、处三地

区地。

西汉建元元年，闽越王邵兴兵犯南

越。南越上书汉武帝，帝遗王恢、韩安

国等讨闽越，闽越壬弟余善杀郢求和。余

善未得封，即自立为王。为闲越与南越互

相牵制故，乃封余善为东越王。

元鼎四年，南越叛，汉遗楼船将军杨

仆卤征，余善自诣率兵助汉，而私通南

越。阴谋被汉军侦知后，杨仆上书请讨东

越，帝未许。余善阐之，遂反，发兵攻白

沙、梅岭，杀汉三校尉，刻玺称帝。汉武

帝先遣越阳侯吴阳劝降，余善不听，乃遣

杨仆、韩说、王温舒等分四路进讨，余善

败逃为部属所杀。汉以东越僻远难治，诏

徙其民于江淮fHj，东越地遂虚。

汉昭帝始元二年建回浦县(今台州

地)、冶县(今闽中地)，其四至是东至

回浦，南至冶县，西至大末(龙游)，北

至乌伤(义乌)，属会稽郡。

东汉光武帝时(公元25-,-59)，改回

浦为章安县，分大末立新安(今衢州地)。

顺帝永和三年(138)，分章安之东

瓯乡为永宁县，此为东瓯建县之始，即今

温，处两地区地。

三国鼎立时属吴，分新安置定阳(今

常山)，分鸟伤置永康，分大末置平昌

(今遂昌)，分永宁黄松阳，罗阳(今瑞

安)。吴末帝孙皓宝鼎三年(268)，改

罗阳为安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

复改安阳为安固。

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直永嘉

郡，析永嘉置乐城(今乐清)，析安固置

横阳(今平阳)。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

总隶于会州。宋孝武帝孝建元年

(454)，属东扬州。永光元年(465)，

隶属扬州。梁武帝普通五年(524)，又

隶东扬州。粱敬帝太平元年(556)，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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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州总隶。陈武帝永定三年(559)，改永

嘉郡为缙州。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析松阳为括

苍置处州，开皇十二年改处州为括州。隋

炀帝大业三年(607)，改括州复置永嘉

郡，安固，横阳、乐城并入永嘉，归隶吴

州。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永嘉县置东

嘉州，安固为东嘉郡，归隶括州。太宗贞

观元年(627)置丽水县，高宗上元二年

(675)，分括州之永嘉、安固二县置温

州，割括苍、永康二县地置缙云县，分括

苍置青田。武后大足元年(701)，复析安

同雹横阳。玄宗天宝元年(742)，改温州

为永嘉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割松

阳、遂昌置龙泉县。昭宗天复三年(603)，

钱镪奏有自乌栖安固县之集云阁为瑞祥，

改安固为瑞安。

朱宁宗庆元时，分龙泉置庆元县。宋

度宗成淳元年(1265)改温州为瑞安府。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瑞安

府仍为温州，统永嘉、乐清、瑞安、平阳

隶江淮行省。成宗元贞元年(1295)，瑞

安户口增多，升瑞安州，属浙江省温州

路。

明太祖洪武无年，改温州路为温州

府，统瑞安州，洪武二年瑞安州复为县。

代宗景泰三年(1452)，以闽括间有寇，

巡抚孙原贞奏设泰顺县，割瑞安义翔乡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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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十二里，平阳归仁乡三都之地属之，青

田析柔远乡设景宁县，丽水析浮云乡设云

和县，宣慈乡设宣平县。

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浙江初设

福浙总督，驻福州兼辖浙江。顺治十五

年，专设浙江总督驻杭州，康熙八年

(1669)裁撤，至九年恢复，二十三年又

并干福建总督。雍正五年(1727)专设浙

江总督兼管巡按事，十二年仍并为福浙总

督。

民国元年(1912)，属浙江省都督温

州军政分府，1946年割瑞安、青田、泰顺

三县边区设置文成县，属温州专区。1981

年温州改市后，属温州市。

文成沿革史：

文成建县时问据1947年出版的《中华

民国行政区域简表》称： “文成县，民国

三十五年十--Yl核准以瑞安、泰顺、青田三

县边区析置”。民国三十五年即公元1946

年，当时瑞安大前与青田黄坦两地争县治

所在地，至1948年7月1日始举行县府成

立典礼。县政府名义上设黄坦，而县府办

公人员多在大街。

1949年5月8日，文成县城大街解

放，国民党驻凿军政人员都已逃跑。6月

8日，新县委以本年3月5日地委召开第

十次扩大会议成立大旃县委决定，改称

“大南县"。9月11日接省委指示，仍以

“文成”为县名。“文成”是南田武阳明



开国元勋剃基的“谥矽，以“溢一为县名

表示纪念乡贤名臣．

设县时，瑞安划大街，龙凤，金樟，

周阳，玉壶、金龙、凿口，桂阳，珊溪，

巨屿等lO个乡(镇)，泰顺划山蝉，两

岸、汇溪等三个乡，青田划南田，初阳，

’三源、十源，西坑，敖里、雅梅、壬宅、

富岙等9个乡，共22个乡(镇)组成。

文成解放后，成立区乡人民政府机

构，设5区32个乡(镇)，即大街区：大

街(镇)、新凿(镇)、樟台、中棒，龙

川、酋日、公阳、乎和，珊溪区，珊溪<镇)

仰山，山蛘，环李，叶稠、金蛘，双桂，黄

坦区：雅梅，王宅、富岙，两岸，汇溪，

南圉．区：南田，三源，十源，初阳、西

坑、敖里，玉壶区；玉壶(镇)，周南、

里阳，金龙，吕九、李东。

1950年调整为5个区55个乡(镇)，

即大凿区：大酋<镇)、新街，金马，龙

川，中樟、徐珊，樟台、塔山、凿口，养

风，公阳、平和，珊溪区：珊溪(镇)，

环李、屿东，屿西、桂东、桂西、金蝉，

南坑、山蝉，仰山’黄坦区：雅梅、王

宅、济后，富岙、稽烊、严蛘、汇溪，双

溪，南田区：南田、龙岙、三源，二源，

十源，篁庄，西蝉、黄寮、石西、敖里、

西坑，石后，上蝉’玉壶区t玉壶，周

‘南，大南，里阳，朱阳、东山，龙背，吕

九，金岩，碧溪，李林、朱雅。

1952年土改结束后，大乡改小乡，设

7区120个乡(镇)，即大做区l大谥

(镇)，珊门，徐岭，双蝉，横蝉，樟

台、东降，山坑．炉岩，金马，洞马，龙

川、中坪，樟动．林西，黄岭，东山，里

阳，西山、马山，镒口区：谥日、塔山，

蝉岙，李山、渡渎、西下，阳东、东岸，

宝蝉，周蝉，包岙，养凤，公阳、平和，

双湾、郭坑，珊溪区：珊溪(镇)，山

下、西山、井头、李夏，龙蝉、孔徐，叶

东，花前、潘徐、黄龙、南阳，毛坑，山

蝉、桂库、仰山，项蝉、东龙，黄坦区t

雅梅，王宅，里岭，培岙，济后、稽烊、

林岸，严埠、汇溪，金南，上金，潘前，

岭脚、叶山、严阵，双溪，西坑区t西

坑，敖里、上田，梧溪，石庄，篁庄，西

里，富岙、双莲，岭后，石门、上烊，下

蛘，南田区。南田，龙岙，三源、二源，

初阳、三高、虎岙，高保、西湖、鹤蝉，

武梅，黄寮，玉壶区：玉壶(镇)，下

蛘、吴蝉、周坑，大南，朱阳、南岭，新

诸，上林、金埠、龙背，赵岩，黄茗，吕

九、碧溪，朱格、金星，东头，蔡坑，山

坑、坪岩、李林、枫林。

1956年为适应合作化发展的新形势，

撤区并乡，改为6区60个乡)镇)，即大街

区。大做<镇)．双烊、樟台、金炉、龙川，中

樟，黄岭，东山，里阳，做口区t凿口，

塔山，金蝉，双桂，公阳，平和，珊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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