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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例

凡例

一、本志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 记述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的自然、社会、历史状况与现状 ， 尽

可能忠实地反映其发展的历史过程d

二、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为主 ， 涉及周边地望 "林则徐出生

地"、 "林则徐故居" 为纪念馆下辖单位 ， 建筑独立 ， 故列为专记。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 、 传、图、表、录等体裁 ， 以志为主 ， 分章、节、目 。

四、本志记述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的发端 ， 下限截至 20 1 3 年 12 月 3 1 日 。

五、本志记述的地域、单位、职官 ， 均采用历史名称，部分注明现名 ， 住户和单位的

门牌号依旧 。

六、本志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的朝代纪年用汉字 ， 民国时期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

每节首次出现的时间均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 ， 其后从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

称"新中国成立")后 ， 统一用公元纪年。

七、人物按"生不立传" 的原则 ， 收录与林则徐相关和对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发展有

影响、有关联的人物 ， 按生年先后为序排列 J

八、本志计量单位按照国务院 1984 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

定表述。

九、本志数字表述，按 1995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执行。

十、本志的资料，来源于地方文献、历史档案、统计资料 ， 以及各种史志、家谱、报

刊 、 实际调查资料 ， 均经藏别、核实后载入 除引文和有歧见的史料 ， 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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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民族英雄林则徐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 他是世界禁毒先驱和近代 中 国开

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 领导了伟大的禁烟运动和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斗争 ， 爱民如子、廉洁奉

公 ， 具有伟大而崇高的人格。 今天 ， 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旗帜，成

为民族精神的核心 。 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林则徐及其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各级政府

对林则徐精神的倡导也不遗余力 。 缅怀林则徐的丰功伟绩 ， 弘扬他的爱国 主义精神具有深

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福州是林则徐的故乡 ， 是林则徐出生、求学、成长以及晚年退养之地 ， 在他的一生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缅怀林则徐的丰功伟绩 ， 传承其伟大的爱国精神 ， 建立林则徐

的纪念馆是故乡人民对先贤的殷殷之情 。 历经几代人的努力， 1905 年， 福州士绅集资兴

建林文忠公祠 。 又经五十 多年风雨 ， 1 961 年福州市开始筹建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 ; 后经

历十年动乱 ， 至 1 982 年，在林文忠公祠基础上正式成立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 1983 年对

外开放。

建馆伊始 ， 我们在收集、保护林则徐的文物、遗迹 ， 展示林则徐的丰功伟绩 ， 宣传林

则徐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 缅怀其崇高人格方面不遗余力 。 全馆上下戮力同心，经过几代

工作人员的努力 ， 逐步将纪念馆建成宣传林则徐爱国主义、国防思想、禁烟禁毒、廉政爱

民教育基地 ， 以及全国林则徐文物收藏中心、林则徐资料研究 中 心和林则徐精神展示 中

心 ; 在全国林则徐纪念馆中独树一帜，影响日巨 。 近年 ， 馆内文物收藏日增 ， 展览渐成规

模，面积扩大 ， 馆属纪念地还增加 了林则徐出生地暨幼年读书处及文藻山故居 。 馆员在学

习林则徐著作、研究林则徐精神方面均有可喜的进步 。 回 溯建馆历程，盘点馆藏文物，描

述建制、布局，展示工作成果 ， 记录工作点滴 ，出版《馆志》成了几代纪念馆人的凤愿。

有感于此 ， 2010 年，我们着手组织全馆工作人员分撰《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志》 。 三



品
也

ι
 年来，各部门密切配合、同心协力 ， 本着忠实历史、尊重劳动、集思广益、众手成志的

原则，从搜集资料、调查摸底、校辑史料、拟定纲目、撰写初稿，到外聘评审，数易其

稿 ， 字斟句酌，反复修改 ， 最终成稿 。

《馆志》力求忠实、客观、全面、系统记述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的自然与社会、历

史与现状 ， 并特设《专记》记述"林则徐出生地" 和 "林则徐故居 " 。 通过此次撰述 ， 期

望为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文档，并以此促进工作，将缅怀林则徐史绩、宣传林则徐思想、

弘扬林则徐精神工作推到新的高度。

由于建馆时间久远 ，故居倾妃， 历经修复，以及人事更迭、文物增损 ， 加之叙事范

围广泛，撰述难免挂一漏万，不妥、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以便将来续修

时增补更正 O

编者

20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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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概述 .

概述

林则徐 ， 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 ， 中华民族英雄、世界禁毒先驱。

林则徐威震全球的虎门销烟壮举 ， 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 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

反侵略斗争的序幕。

林则徐竭力打破问关自守、妄自尊大的传统观念 ， 积极了解并介绍西方 ， 不愧为 中 国

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

林则徐于清乾隆五十年 (1 785) 出生在福 州 ， 28 岁携妻离开福州 ， 除短暂的几次回家

外，三十多年 中大都在省外做官 。 他历官十四省 ， 在兴修水利 、 禁毁鸦片、保卫边疆、重

视农业等方面都取得突出的成绩。 道光三十年 (1 850) 他病逝于广东潮州普宁 ， 归葬福州| 。

林则徐的 一生 ， 坎坷不平 ， 跌岩起伏 ， 不论顺境 ， 还是逆境 ， 都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

重"苟利国家生死以 ， 岂因祸福避趋之" 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O

林则徐以爱国主义对待国家，以重民思想对待人民 ， 以改革精神对待社会 ， 以廉洁自

律对待自己 ， 为后人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福州是林则徐的故乡 ， 林则徐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 ， 福州有许多林则徐生活过、

学习过和工作过的遗迹。 林则徐逝世后 ， 云南、陕西 、 江苏等地很快将其入祀乡贤祠 ， 或

建成专祠 ， 但福建却未有动静。 咸丰年间 ， 林则徐次女婿沈藻祯联合福州|士绅廖鸿茎、杨

庆琛等上书朝廷 ， 奏请在福州、|建造林则徐专祠 ， 直至咸 丰皇帝去世尚未实现 ; 同治元年

( 1 862) 始得"奉旨建祠"又因资金不足而迁延。 光绪三十年 (1 904) ， 林则徐曾孙林炳

章 "奉讳家居 " 奔走呼号 ， 动员林则徐后裔 、 门人捐资 ， 加上原来的拨款 ， 方于光绪三

十 一年二月动 工， 同年十 二月竣工， 在福州城西南隅、乌石 山北麓 ， 建成 "林文忠公祠 " 。

时距林则徐去世已半个多世纪， 然毕竟靠几代人的努力 ， 林文忠公祠终于在其故乡福州| 落成。

林则徐祠堂刚建成不久福建去毒社" 成立大会在此举行 "去毒社"一周年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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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又在此举办。 接着 ， 福建第一条铁路会议也在此召开 ， 铁道局就设在祠内 。 祠内的公益

活动引人关注。 然而 ， 好景不长 ， 林炳章临终前一一民国 12 年 (1 923) ，因故将祠堂的后

半部云左阁 (俗称 " 曲尺楼 ") 抵卖给义序黄瞻鸿 ; 往后祠堂住过国民党军队、机关 ， 关

押过 "壮 丁" 。 祠堂从兴旺走 向 式微。

新 中 国成立后 ， 林文忠公祠收归政府管理。 虽 然也做过监狱 、 福建省公安厅招待所和

居民住房 ， 但基本建筑物仍然保存下来。 1 96 1 年福州市λ民政府公布其为第一批市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 同年 12 月福建省文化厅批复福州市人民政府组织成立 "福州市林则徐

纪念馆筹备委员会隶属福州市文化局 ， 编制 2 人 ， 每年经费 2500 元 ， 福州市副市长黄

骏霖任主任，一再请求收回祠堂作为纪念馆，并开始征集林则徐资料和文物 ， 编印 《林则

徐研究资料》 和 《林则徐资料汇编》 。 但因 占用林文忠公祠单位腾退困难 ， 馆址始终未得

落实 。 "文化大革命" 期间 ， 福州市文化局撤销 ，干部下放 ， 筹办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一

事便石沉大海 O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 ， 建立福州 市林则徐纪念馆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 在省、

市党政领导的重视下， 经省 、市文化部门的不断努力 ， 再三催促有关部门安排拆迁 ， 腾退

林文忠公祠。 尤其是 1 982 年 1 月 26 日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等省委领导到林文忠公祠

视察后 ， 指示 中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采取坚决措施 ， 拨出专项资金建设林则徐纪

念馆 。 在福州 市市长游德馨亲自督促下， 8 月 24 日迁 出 居民 14 户 ， 动工修复林文忠公祠

的前半部 ，于 11 月 20 日竣工， 正式宣布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成立 ; 同时搞好陈列展览 ，

迎接 "林则徐与 鸦 片 战争学术讨论会"在福州召开 。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于 1 983 年元旦

正式对外开放 。

1 985 年 3 月 17 日 ， 福州市市长洪永世主持、部署拆迁林文忠公祠后半部的 23 户居

民 5 月 15 日动 工修复 ， 8 月底竣工 9 月 1 日调整陈列展览。 至 此， 林文忠公祠前后两

部分的修复全面完成 ，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陈列展览初具规模。

1 995 年 7 月 ， 福州市财政拨款 20 多万元整修馆舍 ， 增加展览汉英文字对照 。

1 997 年 6 月 ， 为了迎接香港回归 ，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展览再次改版 ， 增加了现代

的声、光、电手段 ， 形象再现虎门销烟的壮举。

2005 年，福州 市林则徐纪念馆对展览进行一次较大改版 ， 更加突出林则徐生平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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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更加集 中表现林则徐的非凡业绩 ， 并采用声、光、电等技术手段 ， 强化展览效果。

2007 年底至 2009 年 5 月，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纳入福州市"三坊七巷"的保护和开

发范围后 ， 政府投资近一亿元，在林文忠公祠南侧扩建 占地面积 5000 平方米的新馆 ，与

原祠连成一片 。 新馆以精练的内容和艺术的手法 ， 珍贵的文物配上优美的文字 ， 重现左海

伟人林则徐的光辉一生。

201 3 年 6 月 26 日 ，由福建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林则徐基金会共同投资建设 ， 福州

市林则徐纪念馆负责日常管理的〈毛禁毒展馆》在云左阁 一层正式对外开放 ， 普及禁毒基本

知识 ， 宣传禁毒工作 。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从筹备至今已走过了五十多年。 五十 多年来 ，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

馆从无到有 ， 从小到大; 占地面积最初只有半个祠堂 ， 1985 年修复开放整座祠堂， 1 997 年

又增辟停车场 ， 面积达到 3500 平方米 ; 特别是 2009 年新馆区扩建完成后 ，占地面积增至

8500 平方米 。 现有馆舍颇具规模 ， 是个园林式的名人纪念馆。 全馆人员编制由 2 名增至 7

名，再至 1 2 名，现已增至 2 1 名 。 馆内组织机构日臻完善，有较健全的科室 ， 有一定的研

究力量 ， 有具备较高素质的讲解员 ， 有 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 ， 全年免费开放 ， 实行优

质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 ，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在收藏有关林则徐的对联、信札、书籍、碑

刻 ， 尤其林则徐翰墨上具有独特优势。 开馆以来 ， 迎接国内外观众五百多万人次。 福州市

林则徐纪念馆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禁毒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

范基地、全国文化系统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和福建省廉政教育基地。

多年来 ，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坚持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重点 ， 坚持

‘三贴近"原则，充分发挥基地优势 ， 深入发掘教育内涵 ， 积极创新教育形式 ， 开展了 一

系列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教育活动 。 注重因类教施 ， 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别教育对

象 ， 编写讲解材料 ， 增强教育效果 ; 注重活动牵引 ， 利用重大节日 、 纪念日等 ， 以基地为

依托举办主题展览、专题讲座、演讲比赛等集 中 宣传教育活动 ; 注重校馆联系 ，主动与 在

榕五十多所学校结成共建单位 ， 派出优秀讲解员担任学校兼职教师 ， 免费对学生进行 "小

导游" 的培训 ， 协助学校开展入党入团宣誓、新生开学典礼、成人礼等教育活动 ; 注重拓

宽渠道 ， 编写《林则徐精神三字经~ ， 列入林则徐小学德育课程 ; 注重对外交流 ， 组织

"共享阳光、你我同行" 特奥会运动员参观活动、 " 印尼华裔青少年中 国寻根之旅" 、 "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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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海西行夏令营" 等活动 ; 注重创新载体 ， 把基地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 主

动融入到间都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特色文化之 中， 通过影视片、激情

广场、景点导游词 、书 画展、摄影 比赛等 ， 切实增强教育的感染力 和影响力 。 纪念馆对外

开放以来 ， 每年接待参观人数逐年增加， 2009 年 6 月扩建后接待参观人数激增 ， 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 ， 成为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禁毒

教育和廉政教育的大课堂。 福州 市林则徐纪念馆正向全国林则徐文物收藏中心、林则徐资

料研究 中心和林则徐精神展示 中心持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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