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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州市志>即将出

著名商贸城市，也是国

口城市之一。“闽越故

城”、“三山两塔”、“三坊七巷”记载着古城的沧桑巨变，蕴含着深厚

的文化积淀o《福州市志》立足当代，追踪溯源，横陈百科，纵写千

年，突出地方特色，紧扣时代脉搏，客观、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福州

在自然、政治、经济、社会、人文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是把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融为一体的福州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o
· “存史资治”。《福州市志>的出版，功在当代，惠及千秋。一方

面，它是市情的信息库，可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福州提供科学依据

和历史借鉴；·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可

以帮助青年一代了解过去，开拓未来。

历史正处在世纪之交。愿我们更好地读志、用志，进一步增强省

会意识，掀起新一轮创业热潮，争创第一流工作业绩，为把福州建成

园林、经贸、’港口的省会城市而奋力拼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暑，新编《福州市志》终于问世，这是福州市社会主

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榕城，别称“三山”(于山、乌山、屏山)。全市辖八

总人口560多万人。境内山川秀丽，人文荟萃，胜景

。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在南台留下“九轨徐行怒涛上，

千艘横系大江心”的名句；理学名家朱熹在鼓山绝顶峰摩崖石刻上题

有“天风海涛”，称赞福州城的雄浑；近现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

家林则徐、严复、林纾均生于斯、长于斯。福州文化教育事业历来发

达，宋时就被称为“海滨邹鲁”。编史修志已有千年历史。现存第一

部的福州史志——《三山志》，修于宋淳熙九年(1 182年)，共42

卷、30余万字。明正德、万历和清乾隆等年间，曾多次修《福州府

志》。尤其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福州府志》，达76卷50

余万字。又如《闽都记》、《榕郡名胜辑要》、《榕城考古略》、《鼓山

志》、《西湖志》、《福州地方志》(简编)等，作为参考史料，都具有

价值。加上市辖各县(市)区志，全市现存志书多达84种500余卷。

我们只要拂去历史尘封，江山旧貌、典章文物、衣香人影，莫不历历

在目。自然，其中的历史糟粕也不容忽视。

自清乾隆至今的200多年间，福州尚未有新志。其间正是福州发

生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时期，有多少悲壮激烈的事件给世人以启

示，有多少辉耀日星的名字让人们去记取，有多少泣鬼惊神的业绩使

人们受鼓舞o“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记下这波澜壮阔的画卷，



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基于此，福州市于1984年筹备修志o 1985年4月福州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成立。14年来，参加修志的工作人员胼手胝足，晨夕无

间，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从搜集资料、拟定篇目、纂写分志、多方

评审，直至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可谓一步一个脚印，一字一身汗

水。在中共福州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部门密切配合，甘苦

与共，在市志总纂进入高潮时参加者达100多个单位，1000余人。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由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这部观点鲜明、内容

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点突出的新编《福州市志》终于完

成。全书共78个分篇，1000余万字，分8册陆续出版。

值此，我谨代表福州市人民政府，向为本届修志付出心血、洒下

汗水、甘守清贫、默默奉献的全体编纂人员，以及编纂《福州市志》

的所有领导者、组织者、支持者，深表谢忱，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福州市市长 翁福琳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

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力求全

面、系统地记载境内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坚持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贯通古今。志中上限

不限，尽可能追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94年12月。

三、本志以现行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历史上曾隶属于本行政区

域今已划出的，除建置外，一般不作记述。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全志分8册、78篇，各分篇一般设章、节、目等层次。

五、本志篇目设置，以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为原则，横排门类，

纵写史实，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专业特

色。

六、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以反映福州地

区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

七、本志人物篇分别用传、录、表记述。人物传按“生不立传”

的原则，收入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或重大影响的去世人物，以福州

籍人物为主，兼收对福州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客籍人物。同时，也适

当收入少数影响大的反面人物，以儆戒后人。

八、本志历史纪年用法：凡清及其以前的朝代，采用年号记述，

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其后省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一律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书中“解放前(后)”是以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日为界。

九、书中“××年代”专指“20世纪××年代”。

十、本志地理名称、政权机构、社会团体、官员职务、礼俗称谓

等均依当时当地典章制度与习惯相称。古今地名不同者，括注今名；

隶属地域变动者，注明今属。

十一、本志计量单位均按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的旧计量单

位，仍照实记载。

十二、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货币单位为现行的人民币，不标

明“人民币”。解放初旧人民币值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值。历史上使

用的货币，括注当时币种。

十三、本志数字书写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

联合通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四、本志的资料来源于重要文献、历史档案、各种报刊、实地

调查、各级志书等，均经核实后载入，除引文和说法不一的史料外，

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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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城乡建设

福州城市建设始自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闽越王无诸筑冶城。晋筑子城。唐末中

原战乱不止，福州偏安于东南一隅，经济、文化得到发展，直至宋初，先后三度拓城：唐建

罗城、梁建夹城、宋建外城。筑罗城时用砖砌，在城中轴线两侧，分段围墙，排列有序，兴

建坊巷民居。尔后，逐步形成“三坊七巷”。建夹城时，沿屏山南麓，围乌山、于山、乌塔、

白塔于城中，形成“三山两塔”城市空间格局。筑外城时，从内而外有子城、罗城等四重城

垣，中轴大道上有合沙、宁越等七重城门，“七重楼向青霄动”①，蔚然壮观。

宋代，由于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中心南移，城市建设亦有长足发展，福州地域范围超出

城垣，辖闽县、侯官、怀安等3县、22乡，道路有五轨，最宽的“九轨”，按周制折合16．6

米⑦。衙署、试院、桥梁等建筑均颇具规模，尤以雄伟的衙署，“晕飞云矗”o，肃然生威。

“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④，足见当时繁华景象。“治平四年(1067年)，知州张

伯玉令通衢编户浚沟六尺，外植榕为樾，岁暮不凋，熙宁以来，绿荫满城，行者自不张

盖。”⑤榕城独特风貌。沿袭至今。

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明成化十年(1474年)，福

建市舶司由泉州移设福州，外贸鼎盛，推动港口建设与繁荣。嘉靖年间(1522～1566年)，

福州遭4次倭患，“乡村百里间白骨如山，庐舍一空”。@为了抵御倭患，福州扩建府城，各

县城垣屡毁屡建。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七月，福州正式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成为帝国

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据点。随着闽江下游商品经济的发展。除老城区仍为政治中心外，台江

一带成为商业中心，仓山成为文化、涉外政治经济中心，马尾成为工业、外贸中心。从而使

福州城市逐渐形成“组团式”布局的雏形。市政公用事业也有一定发展，市内公共交通、供

水多由外国人或私人投资兴办。

辛亥革命后。福州为福建省会，城市建设主要有：修建城区2条通汽车的主干道和南后

街等支线，疏浚西湖公园。修建福厦、福马一些公路路段、台江码头等。民国35年(1946

年)6月7日，台江火灾，烧毁1200余间房屋。10天后又发生洪水淹没城区数尺至二丈，

① <三山志)宋程师孟诗。

o④⑤<三山志>卷4、卷7、卷4。

o <榕城考古略>宋谢泌诗。

④<古书图书集成·职方典>7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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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倒塌3300多间。①1949年末，建成区面积11平方公里，市区工业年产值2255万元，

平民多居住矮小木房，民谚称为“纸褙福州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福州地处海防前线，经济底子薄，只能先解决最迫切的国计

民生问题。1952年，建成闽江防洪堤，造福于民；整治晋安河等，改善水系；扩建、新建

一些与闽江水运、福厦、福马等公路相连的道路，以利支前；1955年1月20日．台湾当局

飞机轰炸台江，毁房4000余座，灾后重建简易新村；1956年建成西区水厂，居民开始饮上

自来水。

1958年“大跃进”期间，由于片面强调“先生产后生活”、“遍地开花办工厂”．给城市

规划管理带来一定困难。“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规划管理被诬蔑为“管、卡、压”。人员

撤销，档案散失，市区违章建筑达1．18万多起，西湖公园和动物园被改作农场、畜牧场。

1968年城市建设投资达不到全市基建投资总额的1％，市公交公司出现第一次亏损年，但作

为支前需要，1968～1971年，先后建成面积9万平方米的五一广场，以及闽江大桥和当时

国内跨径最大的乌龙江大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使福州作为著名侨乡和沿海港口城市的优势得到充分

发挥。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90～1994年。是福州经济实力增长最

快的时期。1990年、1993年、1994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相继超越100亿、200亿元、400

亿元；财政收入突破10亿元、20亿元、30亿元大关，福州进入“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

和“全国城市投资硬环境40优”的行列。“八五”期间，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共投资

15．82亿元，是“七五”时间总投资的2．27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大、完

成最好的时期。

规划为“龙头”，指导城乡建设。1949年10月后，城市总体规划经过多次制定、调整，

在指导城市建设中起到一定作用。进入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编制<福州市

城市总体规划(1981--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实施以来，对改造旧城、开发新区、发展

经济都收到一定效果。但由于社会经济形势发展迅猛，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又邀请新加坡国

际发展与私人咨询有限公司，于1988年4月提出咨询意见。在此基础上，自1990年秋开始

反复修订，1994年11月修订的<福州城市总体规划(1995--2020年)>报请国务院批准。

市政设施建设得到优先发展。1949年10月后，以道路为主的市政设施建设有了较大发

展。1991～1994年，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以完善内外环、改善“瓶颈”卡脖子路为重点，

先后新建和改建六一北路、五四路、津泰路、国货路东段、杨桥西路、二环路东段等20多

条主次干道，长22．3公里，面积55．86万平方米，投资6．3亿元，是1949年10月以来，

道路建设最多的时期。同时还建成五里亭立交桥、鳌峰大桥，拓宽闽江大桥，初步形成以大

“十”字型为主的方格加内外环路，以及立交桥、高架桥、人行天桥构成的城市道路交通网

络。至1994年末，道路总长800公里，总面积611万平方米，人均道路面积6．5平方米；

比1990年末道路总长715公里，总面积525万平方米，人均道路面积6平方米，分别增长

11．88％、16．38％、8．33％。在建设道路时，对地下管线、内河桥梁、公交站点、绿化带、

道路照明等进行配套建设。1992年，为了改善城市环境总投资2．1亿元。动工兴建日处理

① 郑力鹏著：<福州城市发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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