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著名人物 

陈政 

  陈政（616-677 年）字一民，号素轩，唐朝前期河东人（今山西）。开辟漳州的将领。

以良家子从军，青年时随其父陈犊攻克临汾等群，唐太宗任其为左郎将。 

  公元 669 年（唐高宗总章二年），闽中曾镇府年老乞休，又因泉（治今福州）潮州“蛮

僚”啸乱，唐廷遣戎卫归德将军陈政更代，晋升陈政为朝议大夫，统岭南行军总管事，率府

兵自丰州（今泉州）莆田县南下。此时，福建多为狂锋獠之地，百事待兴。入漳伊始，受尽

劳累病苦。陈政所率唐军来到柳营江畔（今江东）扎营，并打退少数民族武装，进军盘陀梁

山之下。后来，少数民族首领组织更大规模的狙击，陈政以众寡不敌退守九龙山（今九龙岭），

且耕且守。同时，奏请增兵，朝命以陈政之兄陈敏、陈敷带领五十八姓军校南下支持。在唐

朝初期陈政陈元光家族曾定居于丰州莆田县南部，今莆田市仙游县，当时仙游县还没设立，

攻打漳州时，陈政父子并非从北方长途率兵南下，而是直接在泉州及所属莆田县一带招募士

兵南下作战，后来开创漳州。这样史实的记述，在宋代的仙溪志（今莆田市仙游县）中，有

陈政与陈元光在当地居住的史料。这一史料证明：陈政父子应为唐朝初期派驻泉州（包括莆

田）的驻军首领，他们来自北方，因此，其部队的核心应为北方人。 

  公元 670 年（唐咸享元年），陈敏兄弟奉母魏箴与年仅十四岁的陈元光同行。至须江县

（今浙江省江山市）地，陈敏、陈缚不幸相继病逝。陈政迎其母，葬二位兄长于汉兴（今福

建浦城），领众军校入闽会合。陈政采纳军咨祭酒丁儒之策，瓦解柳营江西少数民族武装，

教化西北山峒的黎民，围歼少数顽固之敌于蒲葵关下，打通了南进的道路，于是，进屯梁山

外的云霄镇。在边事稍有安息时，便建宅于云霄火田村居住。他曾经渡云霄江，指着江水对

父老说："此水如上党之清漳"，因改云霄江名?漳江"此即后来，以漳命州名的来由。 

  公元 677 年（唐仪凤二年）四月，陈政病故于军中，享年六十二岁。公元 1150 年（南

宋绍兴二十年，追封陈政祚昌开佑侯。 

  陈政墓在福建省漳州云霄县城西 3 公里处的将军山麓。 

陈元光 

  陈元光(657—711)，字廷炬,唐朝前期光洲固始人（今河南固始）。号龙湖，生于唐显庆

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光州志载）。幼年时博览经书，贯通子史。13 岁领光州乡荐第一。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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