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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仙游县志>九经寒暑，筚路蓝缕，终于出版了，这是值得

全县人民庆贺的盛事o 。

我有幸两度在仙游任职，历时四载有余。仙游山川秀丽、胜景荟 ，

萃、资源丰富、英才辈出。从唐圣历二年(699年)设县迄今已近

1300年，历史上有过“科甲冠八闽"的盛况，即以现代卓有成就的

教授、专家、学者而言，亦不在少数。 一

仙游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大革命时期的1927年就建z

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共产党领导下，许多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而不惜抛头弧洒热血，发
动群众，英勇斗争，为闽中游击区的巩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

民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所有这些，应当载入史册，彰往昭来，发扬光大。

国有史，邑有乘，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仙游自宋代

始，编写志书相沿不衰，现存旧县志就有6部148卷。新编<仙游县

志>继承了历代修志的优良传统，又有所创新。它在观点、资料、体

例等方面，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时代性；它坚持唯物史观，全面而

系统地记述了仙游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是一部贯通古今、反

映仙游全貌的“百科全书”o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修志之宗旨在“知前世之盛衰，谙往日之

变革"，达到“资治、教化、存史”之目的。新编<仙游县志>的出



版，将有助于全县人民了解自己的过去，激发．z,．4fl开拓进取的斗志，

增强人们振兴仙游的信心和决心。仙游今后改革、发展的路还很长，

任务还很艰巨。我坚信，全县人民只要以史为镜，认识县情，发扬

“团结、拼搏、务实、奉献”的精神，以振兴仙游为己任．就能创造

出无愧于前人的宏伟业绩，把仙游建设成为繁荣、富庶、文明的沿海

开放城市。

中共仙游县委书记蔡文懋

一九九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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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编史，‘邑修志，此乃千秋盛事。仙游自唐圣历二年(699年)
：

7置县，至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先后修志9次，今存6部148

卷。此后220多年间虽曾两次修志，但均未竟。本志始修于1986年o
。

1991年县委、县人民政府健全修志机构，邀集县内史界行家，多方

配合，。同心协力，广搜博采，数易其稿，并经省内专家评审，终成卷 {．7

帙。
。

本志35篇：，190多万言。除具有古志评审山川：备载方物、博

。采风情、著录政绩、讽示劝惩、精荟诗文诸特点外，尤重政治、经济

部类的记述，更具时代性、科学性、地方性和实用性。全书详今略

古，立足当代，，以类系时，以事系人，详载自然、社会、政治、经济

等资料，集千余年县情于一卷，堪称仙游之“百科全书”。 ’．

时逢盛世，修志殊非案头摆设，意在经世致用：其一日“资治”，

从政者可藉志中之浩瀚文献资料而窥知县情，实事求是，实现决策科

’学化，加快仙游建设和发展步伐；其二日“教化”，+志书扬善瘅恶，

人们从字里行间可受到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的教育，这对于激励浩然

正气，弘扬传统美德，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大有裨益的；其三日“存

史：’，大凡政治兴衰i经济起伏，社会治乱，人事是非，皆汇集于册，
、

传诸后世o ，

仙游系我故里，民风淳朴。1990年以后，承父老乡亲厚爱，连

续两届推选我执掌县政，，‘自知责任重大，常思惟有竞竞业业，造福桑

梓，庶可无愧此心。至于修志，此乃份内之事，朝夕未敢忘怀。幸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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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界同仁不辞辛劳，各界同心协力，新编<仙游县志>即将付梓问

世，令我不胜欣慰。借此机会，我谨向在修志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

编者和各界支持修志事业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



i一．t j’，‘?’：。．一’j。一‘t： ’．一．，j。： 。 ，．·’·一‘， ，。．_。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 1，· f。·～ ’： ’：‘-

j ，
。+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

方针、政策，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
^’- “

、 q’ ，

：

据，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_o．，． ．． 一．

‘

j ． 一 4·‘ 一
’’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o。上限力求记述到事物的发端，下限
t。

：一．hj‘‘j
’ 一‘～ ’

i6至'l 1992年，全面、系统地记述仙游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o．，．
，”

。‘
’● ●I|

”三、本志首设序、概述、大事记，继以专业篇。专业篇按事业分类，
。

二-级平列，共设35篇；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J顿序
，’

排列。志末设人物篇、附录o
。

t。 t

四、本志述、记、志、传、图(照片)、表、录等并用。专业篇为本志主

要组成部分，设篇、章、节、目等层次，采取以类系事、横排竖写方法记

五、人物按生不入传原则，立传人物不分类，按生年为序排列；以本

县籍为主，兼收外县籍寓居人物。其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分别

在有关各篇中记述。英名录人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部门

认定的烈士。入表人物收录相当于副教授以上高级专业职称人员，本
●

●

县籍、外县籍兼收；并收录在本县工作的获省、部级以上表彰人员。
^

六、本志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凡历

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以当时历史习惯称呼。民国以前纪
‘

．-

‘

年用括弧柱明公元纪年(省去“公元”两字)。日期，民国以前的农历，用

汉字书写o．民国纪年在各节第一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节内他处不

II妒
I



再注明。地理名称注明今地名o 7

七、本志所用数字，中华天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旧县志或有关资

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本县统计部门编辑的仙游县国民经济统

计资料为准。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中未有的数字，以各业务部门统计

的数字为准。
’

÷ 。。 ‘

，
7。．

』?

+ J

，‘
。

。八、计量单位除史料中旧的计量单位不宜换算外，均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执行。’行文中不使用计量单位符号c『

九、本志资料来自省、县档案馆、各单位及乡镇的档案史料、口碑、

实物和有关文献书刊，书中一般不注明出处占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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