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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春

薛祖亮

黄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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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荣取

朱 明

刘西水

宋长青

许集美

陈祥耀

林大穆

李天乙

黄永源

郑炳山

傅克养

高挺鸿

许在全

苏仁拱

许宗植

陈克辉

张田丁

黄起寮

何立峰

张田丁

吴谋德

刘天相

张一帆

锕泽蚺

魏献国

陈日升

王全生

尤垂镇

张亮清

黄夏莹

辛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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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锡卿

王民权

陈国荣

庄晏成

卢希德

余茂桂

黄希琳

陈兆响

郭国秦

吴世山

杨炯林

王敬萱

黄安全(专职)

黄治权
陈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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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国良

陈国强

林恒山‘

陈泗东 王今生 廖博厚 庄为玑

陈允敦 陈存广 黄乐德 郑普青



总编黄少萍

副总编黄安全

编辑、特邀编辑

编 务

照 片

人 员

编 辑

《泉州市志》总编室成员

季欣荣

林龙海

王瑞美

李朝灿

黄福绵

吴远峰

杨湘贤

陈星才

沈玉水

何长龙

蔡永哲

王慕阳

陈星才

李黎微

傅鸿曦

连昭华

萧克信

郑泽虹

黄奕恩

张家瑜

庄雨集

张祖辉

陈建伟

黄梅雨

陈楚材

廖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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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委、市政府《泉州市志》审稿组成员

高厚生

黄印宪

王金定

黄昆玉

张清波

傅 乌

王华民

郑增辉

王为民

季欣荣

李松柏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泉州市志》审定验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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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承编单位及提供资料部门

(按全志承编顺序排列，不重复列名)

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泉州师范专科学校地理系

冶金地质一队

市农业办公室

市林业局

市水电局

市地震局

市水文站

市建设委员会

市房地产管理局

市城市建设局

市经济委员会

市港务局

市电子工业公司

市盐业公司

市煤炭工业公司

市石油公司

市口岸办公室

市乡镇企业局

市农机管理总站

部永产局

市商业总公司

市烟草专卖局

市粮食局

市商检局

市旅游局

南毒计商

市地税局

中国银行泉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泉州市中心支行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闽东南地质大队

197煤田地质队

市农业局

市土地局

市气象局

市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

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福建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市环保局

市计划委员会

市第二轻工总会

市建材办公室

市医药公司

泉州电业局

市燃料公司

市交通局

市邮电局

市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

市经济作物管理站

市财贸委员会

市物资总公司

市供销合作社

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市财政局

市国税局

中国人民银行泉州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泉州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泉州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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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保险公司

泉州动植物检疫局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市物价委员会

中共泉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

中共泉州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中共泉州市委党校

部信谪确

中国民主同盟泉州市委员会

民主促进会泉州市委员会

中国致公党泉州市委员会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泉州市委员会

政协泉州市委员会办公室

市外事侨务办公室

共青团泉州市委员会

市科学技术协会

市文学艺术联合会

市商会

市金门同胞联谊会

市民政局

中共泉州市委老干部局

中共泉州市委政法委员会

市检察院

市司法局

泉州军分区

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

市教育局

市档案局

市广播电视局

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市宗教局

泉州海关

市统计局

市技术监督局

中共泉州市委办公室

中共泉州市委组织部

中共泉州市委统战部

中共泉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泉州市委政策研究室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泉州市委员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泉州市委员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泉州市委员会

九三学社泉州市委员会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市监察局

市总工会

市妇女联合会

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泉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市台湾同胞联谊会

市红十字会

市人事局

部劳动蜀

枣公安商

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交警支队

市人民防空委员会办公室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市文化局

泉州晚报社

市图书馆

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序

盛世修志。适逢改革开放20年，出版新编《泉州市志》，这是值

得庆贺的。

泉州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山川秀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人

文荟萃，文化积淀丰厚，是我国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早在旧石器时代，先民就在这块依山面海的土地上披荆斩棘，繁

衍生息。周秦以来，汉族人民逐渐南移。西晋永嘉时期，中原战乱不

息，大批晋民南迁避乱，在这里沿江而居，晋江便因此而得名。他们

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促进了这一

地区的开发和繁荣。唐嗣圣元年(684年)开始立州建制，名曰武荣

州。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泉州以城北的泉山而得

名。自此之后，泉州发展成为我国唐代四大对外通商口岸之一，素称

“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晚唐五代，由于环城遍植刺桐树，’遂以“刺

桐城"、“刺桐港"闻名于世。宋元时期，泉州港进入鼎盛时期，成为

当时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大港。直至明清时期，泉州的对外

交往仍然十分活跃。近几个世纪，泉州人大量出洋经商、谋生，或东

渡台湾兴业开发，足迹遍及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新中国的建立，

翻开泉州历史崭新的一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

引下，泉州这块曾经创造灿烂文化的古老土地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先后被国家列为闽南厦(门)漳(州)泉(州)沿海经济开放区、全

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和全国技术创新工程试点城市。泉州人从实

际出发，努力用好国家和福建省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市场

调节为主，股份合作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致力发展多种所有

制经济，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成为福建省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

力的地区之一。泉州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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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泉州将建设

成为现代化的工贸旅游港口城市和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侨乡。

斯时斯地，新编《泉州市志》有其深刻的意义和久远的影响。

新编《泉州市志》是一部资料性和地方性的百科全书，科学、系

统、全面地记述了泉州有史以来的兴衰起伏、发展变化和丰厚的历史

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它可以为各级领导提供

决策依据，可以为人们提供乡土教材，可以为扩大对外交流提供翔实

可靠的资料，可以引起曾在这块土地上开拓创业的前辈们美好的回

忆o《泉州市志》也是一部密切海外泉州人士渊源关系的史书。志书

中记载泉州籍海外乡亲情系故土、造福桑梓的丰功伟绩，描述源远流

长的华侨、泉台关系，它可为海外乡亲和台湾同胞寻根谒祖提供翔实

的资料。开卷有益，细读《泉州市志》，将会得到许多历史的借鉴和
有益的启迪。

新编《泉州市志》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全体

修志人员知难而进，通力协作，既循前人良规，亦从今人善议，集思

广益，博采众长，精心编纂成书，弥补了清乾隆《泉州府志》后断修

200多年志书的空白。借此机会，谨向所有关心、支持地方志工作和

为《泉州市志》默默笔耕、无私奉献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

的敬意。

新的世纪、新的千年正在向我们走来。抚今追昔，有助于我们更

深刻地理解过去，更科学地把握未来。处在世纪之交的650万泉州人

民，正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推进新一轮创业。我相信，在邓小平理

论的指引下，载入未来泉州史志的，必将是更加光辉灿烂的篇章。

中共泉州市委书记何立峰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清源续志》，明有嘉靖、隆庆、万历三部《泉州府志》。至清乾隆二

十八年(1763年)编纂的《泉州府志》，系泉州最后一部旧志。’新编

《泉州市志》付梓面世，填补了泉州230多年的修志历史空白，标志

着我市圆满完成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修志任务，实现了几代泉州人的

夙愿。

泉州是一方灵秀所钟、文明所毓的土地。源远流长的历史，悠久

灿烂的文化，薪传不衰的对外开放传统，蕴含丰富的人文景观，秀出

东南的自然风光，构成这方土地的神奇魅力。戴云山下，先民们筚路

蓝缕，拓殖不息，使蛮荒之地渐成富庶之郡；晋江两岸，古越族文

化、中原文化与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诸种文化交融汇

合，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民族融洽相处，绽放出人类和

平与文明的绚丽花朵。这块土地，缔造出“东方第一大港”、“涨海声

中万国商"的荣华，留下了“海滨邹鲁"、“泉南佛国”的关谈；这块

土地，滋养和塑造了泉州人豪迈豁达、诚信谦恭、吃苦耐劳、敢拼敢

赢的秉性，哺育出欧阳詹、曾公亮、俞大猷、李贽、施琅、郑成功、

李光地、李子芳、张文裕等灿若群星的英才俊彦。

几个世纪来，从这块土地飘洋过海的泉州人，履惊涛骇浪如平

川，味艰难困苦若甘饴，入不毛之地，闯绝域之墟，在台湾，在东南

亚，在世界各地，自强不息，多有建树，为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非凡的贡献，成为泉州与世界密切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成为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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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力量。近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和革命先辈在这

块土地上探求真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

革开放20年来，这块古老土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经济和社会面

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代泉州人正踔厉风发，刑拓进取，努力把一

个“经济发达、政治清正、民生宽裕、社会稳定”的崭新家园推到世
人面前。

一部《泉州市志》，就是一部泉州的文明史、发展史和创造史o

《泉州市志》按照横陈百科、纵述史实的编纂方法，全面、系统地记

述了泉州有史以来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反映了泉州人民在不同

历史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所表现出来的聪明

才智和创新精神。全书上下数千年，立卷五十佘，洋洋650万言，古

远略以明，今事翔而实。凡自然之变迁、政治之递嬗、社会之沿革、

经济之消长、人文之兴衰，无不追本溯源，条分缕析，求真存实，信

而有征。全书既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又以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

一以贯之，这是旧志所无可媲美的o

《泉州I市志》的编纂工作，得到中共泉州市委的重视和市人大、

市政协的支持，同时得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

以及专家、学者的鼎力相助。在此，谨向所有为市志编纂作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在《泉州市志》历届编委

会的领导下，《泉州市志》编纂工作顺利推进。我有幸主持研究、决

定编修过程中的重大事项，感悟颇深。一批有识之士铁心修志，远避

尘嚣，甘于寂寞，夙夜勤止，孜孜以求，其黾勉奋力、献身事业的精

神，可钦可敬，可风可范。

知古而鉴今，习史以明志。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要发扬“求

真、团结、务实、创新”的泉州精神，重视读志、用志，认清市情，

扬长避短，开拓前进，创造出无愧于先民无愧于历史也无愧于后人无

愧于时代的伟业，书写更加豪迈壮丽的世纪新篇章。

薪≥主衾嘉是蛋矗差施永康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1一P川。

--KKK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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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如实记

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一0

志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上限不限，力求追溯

下限至1990年底(总述、大事记延伸至1996年底)，个

顾记述的完整性作适当下延。

三、本志记述地域，以1990年泉州市行政区域为准。历史上隶

属泉州，而1990年不属泉州市管辖的行政区域，不在记述之列。个

别历史资料难以处理，从简按原辖属记述，并作必要的说明或注释。

四、本志设总述、大事记、各部类分志、附录，辅以图表和照

片。各专业分志从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出发，适当照顾行政隶属

关系设置，按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顺序排列，横排纵写，

纵横结合，平列设卷，卷下记述层次为章、节、目。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对一些内容联系紧密、时间相距不远的

事件，适当采用记事本末体。

六、遵循“生不立传”原则，人物传收录与泉州关系密切、对泉

州有较大贡献和影响的已故各界代表人物，并按传主生年先后排列。

其他需入志的人物一般采用录、表形式，或以事系人的方法加以记

载。临文不讳，记述时除首次出现点明身份和职务外，一般直书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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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组织机构、官职、党派、地名，均以记事年代的名称为

准，不加褒贬词，不以今称代替。古地名酌注今地名。

八、本志的用字、标点符号、数字书写、计量单位(除习惯使用

的“亩"外)等均依照国家公布的现行规范o 1955年3月1日前使

用的人民币均按一万比一折算成新币。史料中的旧计量单位及数值照

实记录，必要时加注现行法定计量单位数值。

九、历史纪年采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除公元前外一律省略

“公元”两字。民国以前同一年号在同一目中多次出现只注首次，民

国纪年则只注明同一节中首次出现的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文中“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8月31日

泉州解放为界。

十、本志对于频繁使用的名称，首次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如中

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泉州市委

员会简称中共泉州市委。其他类推。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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