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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玉环县人民政府县长 林先华

烟波浩渺的东海，矗立着珍珠般撒落的岛屿，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

传说;气势磅碎的雁荡，裂变出巨龙似奔腾的大山，成就了一幅幅秀美的山

水画卷 O 三合潭，拂去层积厚土，揭开尘封三千多年的先民足迹;大雷山，

承载古老文明，蕴藏孕育近一千八百年的深奥玄机。

1尚样玉环历史长河，一位位先贤向我们走来，他们呕心沥血，为玉环创

下了许多辉煌的史迹，使得玉环这片古老的土地几经跌宏起伏却依然迸发出

强劲的冲击力 o {玉环胜迹图志》 注重历史的真实性，辑录了具有代表性且

有广泛影响力的古迹遗址，以示对前人的尊重和怀念，旨在彰显先贤的人格

魅力，弘扬良好的民族特质，传承优秀的地方文化。

玉环位处地角海隅，在历史发展的角逐中屡遭迁弃，但大自然造化没有

亏待玉坏，同样赋予玉环山水百般灵气 D 许多人把欣赏风景的目光瞄向远方

的名山大川1 ，其实我们的家乡并不缺乏美，而是我们自己缺乏审美的锐眼 O

《玉环胜迹图志》 注重地域的特色性，尽心搜集和挖掘当地优美的山水风光，

为沉寂的古木陈石注入新的生命，为偏居的山野村落激发新的活力，为玉坏

的可持续发展增添几分山水灵气O

《玉环胜迹图志》 用串珍珠的方式，把散落在全县各地弥足珍贵的胜迹汇

编成册，融历史性、直观性、趣味性、普及性为一体，图文并茂，老少皆宜 O

编辑 《玉环胜迹图志》 是一项接地气的工作，是实现"了解玉环从史志

开始"和"跟着图志游玉环"计划迈出的踏实的一步，必将激发全县人民热

爱家乡、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必将推进地方历史文化传播和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现实意义。{玉环胜迹图志》 将引领大家多角

度地认识本真的玉环，值得一读 D

是为序 。

2015年6月



凡例

一 本罔志以中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注重历史演变的真实性和地域文化的特色性

二 、本阁志根据同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 ，发挥方志t作主动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功能，弘扬先进民族文化，传承地方特色文化，挖掘潜在旅游文化。

芝 、本阁志注重历史性、直观性、趣味性、普及性的有机统一 ，以阁为主，以

文为辅，阁文并茂，穿插民间故事、古诗选载、古文选载、史料辑录、史迹考证以

增强可读性 。

肉、本阁志分门类辑录，按时序编排，上溯事物发端，下限2013年 1 2月，部分

图片顺延至出版前 。

五、本阁志设古迹遗址、山水风光、乡村古韵、古树名木4编，另设附录收录2

处?里没古迹 。 古迹遗址编记录玉环有积淀的历史古迹和党史胜迹，山水风光编根据

《方志通义 ~ "名胜宵纯凭自然"为宗旨，乡村古韵编突出玉环芮慎恼乡风情，肯

树名木编记录本土及引种古树名木 O 所选内容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 。

六、本再| 志原则上采用同家法定计毡'单位 但历史时期的度量衡单位仍沿用

|日制 。

七、巾华人民共和同成立后的时间表述采用公元纪年 清代及清以前采用朝代

年号纪年、农历纪月日，括注公元纪年 。 民同时期采用民同纪年、公历纪月日，括

注公元纪年 。 引用文章和史料尽可能保持原样 。

八、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数值一律使用波线式连接号( "-' )，占一个字符位置 。

史迹或历史文献巾无法辨认的文字以"口"填补 。

九、本罔志内容均有史料来源， 一般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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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玉环地处浙江东南沿海，台州市东南端，东濒东海，南濒洞头洋与温州市洞头

县相连，西、西北隔乐清湾与温州市乐清市相望，北、东北与合州市温岭市接壤 。

境内岛屿林立，海礁棋布，全境由楚门一玉环半岛及茅挺、披山、鸡山、江岩、大

鹿等43座岛屿组成，辖区总面积405.5平方公里，其中陆地378.5平方公里，水域27

平方公里，另有海域面积1930平方公里 。

玉环岛肯称地肺山、榴屿、木榴(溜)屿(山)、玉溜(璃)山，为避五代吴

越王钱谬讳，改名玉环 。 据 兰合潭文化遗址考证，玉环县境在商周时期已有人类

聚居 。

两汉初期，玉环境地属东阳同 东阻王迫于闽越王侵扰 举同内迁至庐江郡

(今安徽舒城) ，玉环境地被东越人散居 。 后东越王余善反汉败，闽越同被除，朝延

将东越人内迁至江淮(今江苏省地) 。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豪门士族为避战乱纷纷南迁，黄老学说盛行，玉环境地

成了名闻遐迎的道场。 唐代杜光庭所著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 将玉溜山列七十二

福地第七位 。 唐中晚期，民间佛教渐盛，会昌二年 (842年)日本僧人惠运经玉璃

镇赴五台山朝圣 。 灵山寺得肩部宗赐名和宋神宗赐额 并得宋延拨库银扩建 。 福生

院得宋英宗赐额 。 唐末、五代及北宋初，巾原多故，闽地战乱不休，闽南及各地官

民为避战揭移居浙南沿海者甚多 。

南宋乾道二年 (1166年)秋分之夜，玉环岛遭狂风骤雨并海溢，溺死者数万，

始建于北宋太平兴罔 芒年 (978年)的天富北监盐场千余家市肆皆空， 40年后才得

以复设 。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 ，肉倭寇扰边，朝延强令港南岛屿居民内迁 。 嘉靖二

十四年(1545年)发大水，楚门一带堤塘田亩被冲毁，军民上玉环岛胃禁耕种，又

有福建渔民搭察居住 。

清 }I阳台十八年( 1661年) ，为平定南明王朝和反清复明势力，玉环全境被迁弃 。

至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郑克填降清，港北移民重返家园者渐增 。 至雍正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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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年) ，玉环得以复垦，次年设厅立治，为温州分府 。 雍正八年 (1730年)始筑

厅城 。 嘉庆八年 (1803年)始建学宫 。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扩建考院 。

玉环位于太平洋西岸、温州与台州两个沿海城市交接处 是福建、温州通往台

州、宁波、舟山、上海的水上交通咽喉外临大海，内近温舍，实为海疆诸郡之

屏障，洋面往来之要区" (引自 《巡抚李卫请展复玉环山奏议~)，向古以来为兵家

所辈子重 。

南宋建炎年间 (1127---- 1130年) ，玉环境地设北监、梅吞、青春、小鹿4寨，并

列温州海防l3寨 。

元代置北监、小鹿二巡检司 。 至正十年至二 卡六年(1350 ---- 1366年) ，县境被

方国珍义军武装割据。

明洪武三年(1370年) ，小鹿巡检司移驻楚门横山(今西青山) 。 洪武二十年

(1 387年) ，因倭寇扰边，楚门置御倭水军千户所 。 洪武二十六年( 1393年) ，于桐

林(今沙门镇司边)复置小鹿巡检司 。 次年在苔山设温岭巡检司 。 洪武二十八年

( l395年) ，倭寇犯扰茅舰(今茅挺) ，明军置茅舰巡检司 。 永乐十六年 (1418年) , 

温岭巡检司移至三山(今清港镇烟头) 。 嘉靖年间( 1522----1566年) ，倭寇大举进

犯，明军于温台沿海列营分哨，四参六总领兵会剿，玉环境内设游门哨、灵门哨、

鹿头哨、埠坑哨，均有重兵驻守 。 嘉靖四十年 (1561 年) ，戚继光驻大雷山青吞，

督率诸将水陆并进，会剿倭寇于披山洋等处，取得部山之役大捷。

清顺治六年(1649年) ，南明鲁王舟师及反清复明势力占据玉环境地 。 清廷于

顺治十八年 (1661年)下达迁海令，又于康熙八年 (1669年)在竹冈设防，次年置

竹冈寨 。 雍正六年 (1728年)玉环展复后，建玉环营，有水兵、骑兵、炮兵、步兵

等诸多兵种，并配备火炮、战舰。

民同时期，国民政府陆地测量总局在坎门锢鱼乔建起同内第一座由同人自主建

造的验潮所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罔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二团楚门(海上)游击大

队活跃在玉环沿海及各岛屿前后五年时间 。 抗日战争期间 侵华日军多次登陆玉

环，将玉环列为从水路进击内陆的跳板和从水路败退的后方基地 。 抗日战争后期

至解放战争时期，海上游击大队进驻乐清湾，建立以大青岛为中心的海上游击根

据地。

玉环解放初期，国民党残余武装盘踞玉环沿海岛屿，人民解放军经过六年艰苦

卓绝的拉锯式战斗，击退国民党军多次反攻 。 玉环沿海及岛屿留下了战壤、防空

洞、确堡、弹药库等工事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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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玉环有环山胜景、江北胜境和楚门八景，从当年地方官员和文人墨客咏

叹的诗文中，可以想见玉环山水风光的秀丽迷人 。 时过境迁，上述胜迹风光不再，

令人惋惜 。 但任凭时光悄然流逝，任凭世道如何纷杂，大自然依然赋予玉环独特的

山海风光。

大鹿岛为海上风景旅游度假区 海上森林、奇礁异石、岩雕艺术构成大鹿岛

‘三绝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 玉环、被门湾观光农业园体现当代传统农业园的

生产功能、生态功能、文化功能与观光休闲度假功能 激发游客"知农、学农、爱

农"的情趣，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 玉环被门湾湿地公园由近海与海岸湿地、

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人工湿地等4类9型的湿地资源组合而成 为全国围垦工程中

唯一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建设单位 获"中国生态保护最佳

湿地"称号 。 龙溪动漫花谷以"慢生活、亲自然、更和谐"为理念，是一个融艺术

性、科学性、参与性为一体的特色乡村休闲旅游景区 为国家AA级旅游景区 。

玉环公园是融观赏、游葱、文娱、健身、儿童游戏、展览、小型集会等为一体

的县级综合公园，仿苏州园林设计，体现明朝庭院风格，讲究亭台轩柑布局、假山

池沼配合、花草树木映衬、近景远景层次。 玉环石榴园是一座观赏性公园，全园植

物以石榴为主，配有紫薇、银杏、香棒、垂柳、桂花、榕树等60多种植物 。 江岩岛

森林公园按照"落霞与孤莺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妙意境，分为落霞园、孤

莺园、秋水园、长天园及草滩游乐区 可让游客亲身体验春赏鹊红棒绿、夏避烈日

酷暑、秋尝鱼肥虾美、冬住岛上人家的乐趣 。

大雷山为玉环最高峰 既是玉环与温岭的分水岭 也是冬御寒风、夏拒热流的

天然屏障，可打造融生态、健身、养生、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精品森林公园 。 峦岩山

峰秀石奇，各呈其趣，具有独特的观赏性和学术研究价值。 石峰山是华东地区唯一

保存完好的海岛火山遗址。 丫暑山山岩峻峭 松荫苍翠 气势雄伟 。 百丈岩峰谷交

错，怪石奇形，有多处名胜古迹 。 牛角坑幽谷静谧，碧波纳翠 。 五门礁石幡响，幽

洞遍布，是观潮的好去处 。 白马吞以黄金沙滩为中心，近海奇岩怪石密布 。 莺莺礁

徒步可赏吞口景观，出海可赏三条青海岸风光 。 干家吞山上溪间奇岩怪石星罗棋

布，神奇的传说赋予山石百般灵气 。 后沙滩是全开放的天然海滨浴场和风季最佳观

潮区，两侧海岸布满奇礁异石 O 大龙湾为玉环近海最深处，曾被侵华日军作为军用

港口，附近山崖石峰奇特。 龙潭坑峡谷曲折幽深，山青水秀 。 田螺基山为县境第二

高峰、玉环岛最高峰，腹地山势平缓，登高俯视乐清湾一览无余，附近陈府侯王庙

内有一眼清测甘甜的泉井 。 双峰台系玉环岛第二高峰，登高可俯视乐清湾至阻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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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面，阳下古老的历史传说。

楚门镇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地方文化内涵的经典江南小镇和历

史文化名慎，手了有东桥水月、南浦陶舟、两崖滴翠、 Jt消环流、巾街鱼市、高|剖文

房、离峰红照、星沼绿波八景 当代有九由桥晨曦、丫暑山长城、大坦里晨练、文

化城晚U~ 、百联阎墨香、龟山塔夕照、济理寺风光新景 。 沙门镇拥有千年市障、银

杏等于片树名木，除五门沿海、干家乔外，还有灵门渔港、日吞鹅卵石滩、小间水

库、司边土城、水桶乔等风光 。 历史上的鸡山被作为海上军事要地受世人看重，发

生过"却山之役留下了应保寿洋屿关帝庙脱险的印迹，也铭记着侵华日军强行

喃道的斑斑劣迹，披山岛南在墨鱼洞毒杀事件世代难忘 更有海岸基岩经海浪冲蚀

形成千姿百态的海蚀地貌景观令人叫绝 。 海山乡既是南明时期反清复明势力的驻

地，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海山潮沙电站是全同最早的

双库单向全潮蓄能蓄资水电站。

东沙为浙江省第一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 依山就势的石屋故居体现

典型的东南沿海建筑风格，古老的历史遗迹印证祖辈艰难由折的人生历程，保持完

好的革命旧址唤起人们对先烈们的追忆和"巩罔海防"意识的觉醒，奇特的海岸风

光定会让人一饱眼福 。 东两乔文化底蕴深厚，有" ~I 占高它'由竹冈"之说，到处布

满史迹遗址 。 水桶乔山海相得益彰，充满神奇色彩 。

四

7片树名木是历史的见证， I昭示着朝代更替、人生悲欢和世事沧桑，保护11"树名

木是巾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的体现。

县境古树就品种而言，有?干梅、肯柏、市银杏、占罗汉松、占作、甘于茶花、占

黄杨、古冬青、古i悔、 7片朴、甘于柿树、古石榴、市大叶桂樱、?干栓、?干桂花、 7片海

桐、 7片喜树、干片枫、古红楠、 7片杨梅、古紫薇等 。 就树龄而言，始植于宋代的有楚

门东两乔法师殿肯梅、沙门小间肯梅、清港柏树台门、沙门大乔里11"银杏等;始植

于明代的有楚门坑郑古样木，玉城龙潭古罗汉松、古茶花、占黄杨，沙门水桶乔莽

麦坑肯冬青等;始植于清代的有大友屿小古顺芮榕、新塘古榕，楚门坑郑古大叶桂

樱、竹冈古检树，鸡山火车古朴，玉城气合潭肯柿树、石榴同古石榴，沙门下家乔

7片梅、岭吞7片罗汉松等 100多棵 。 玉环袖被世人誉为"袖巾之王" 。 木麻黄于20世纪

60年代试植， 80年代得以推广 。 后期引种的名水还有北美红杉、北美鹅掌揪、法同

冬青、台湾相思树、华盛顿棕榈、澳州苏铁、 Jm拿利海枣等 口

玉环历史悠久，区域特色鲜明，融合了海洋文化、农耕文化、移民文化等诸多

要素，既有乍厚的人文积淀，又有优美的自然风光，亟待深入挖掘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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