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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洋 志
(抄本)

(明) 周华 著

又名

福建兴化县志(铅印本)

民国张国枢补缀缺文改名印行



蔡金耀

福建莆田沁后人，生

于公元1 91 3年，现年八十

八岁。1936年毕业于上海

国立暨南大学中文系，文

学士。历任上海商务印书

馆《中山大辞典》助理编译

员及中学教师、副校长、校

长36年。其间兼任莆田县

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

及莆田市、县政协特邀委

员。1972年退休。曾在沪、

杭、榕、莆等报刊发表诗

文，著《李后主研究》。1985

年起受聘于莆田县志办任

点校、编写工作。1990年

后，独力以三四年时间标

点、校勘明宏治《兴化府

志》(约百余万字)及本志。

1994年起任《涵江区志》顾

问、《梧塘镇志》主编。名字

已收入《莆田革命史》、《莆

阳民族魂》、《中国大文化

英才传略会典》、《人生智

慧宝典》、《中国专家人才

库》。所点校之宏治《兴化

府志》一书，现为莆田市最

古之一部志书，内容丰富，

存书极少，正在准备抢救

重印。



点校重印《游洋志》说明

《游洋志》乃明兴化府所属莆田、仙游、兴化三县之一的兴化县

县志，因为县治先在仙游游洋镇，故名《游洋志》。明周华著于兴化

县撤销之后。民国间张国枢搜罗其残缺之抄本整理后改名《福建兴

化县志》(加上“福建”二字，以别于江苏之兴化县)，铅字印行。此即

我点校所用之版本。

少时，我仅知兴化为府，而不知其犹有县。及长，就学于上海真

如国立暨南大学，同学问有兴化县籍者，然乃江苏之兴化，而非我

兴化府所属者。其后三十余年服务于文化教育界，地方史志并未涉

猎，莆阳之兴化县仍旧不甚了了。

我退休后之公元1985年，受聘于莆田县志办，从事点校乾隆

《莆田县志》工作，始了然于兴化为府犹有县，县属于府，与江苏之

兴化县同名而异地。因知而今如我不知自宋至明立县四百七十年

(公元979—1448年)，地跨兴泰、广业二里之兴化县者，为数必非

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我已购得清同治十年重刊之明弘治《兴

化府志》，而兴化县志则未之闻，更未之见。

1990年后，独自点校《重刊兴化府志》，不可辨识之处，需要

《兴化县志》校对勘误或补缺，因而多方探索，方知暨大校友郑大成

曾有此书，但非所自有，乃其借用者，于是托借以复印。该书原名

《游洋志》，明周华著，仅有残缺之抄本，并未雕板印行。民国二十五

年(1936年)张国枢恐其年久消亡，据马至家藏之抄本，并搜罗断

简，补缀付梓，改名《福建兴化县志》，增印郑贞文、张琴之序，其功

不小。

《游洋志》(《福建兴化县志》)之最大优点，在于某些记叙详于

弘治《兴化府志》、乾隆《莆田县志》和《仙游县志》，更有不少叙述为

上述各志所未见，足补上述各志之所缺。然亦有其缺憾，即纲目不

】



清者多，如：一、《儒林》独立于《人物》之外，而与《人物》并列；《节妇

志》又列于《科举志》后，不在《人物》志中。■、《儒学》(县学)内容混

乱，杂有医学、阴阳学，又有僧会司、道会司，更有镇、市、寨、坛、仓、

铺以及教场、问政堂等，极其庞杂。三、《艺文志》专列诸家书目，而

将《名公诗赋》及《撰述》中的文章独立于《艺文志》外，而且与其并

列。四、目录杂乱不清，其中还漏列《宋叙荫志》，而卷三后却有《宋

叙荫志》之叙述。五、篇目所用字、词多有不一致者，如有的作“某某

志”，有的只作“某某”而不用“志”；有的“志”字写作“志”，有的又作

“{志。总之，阅读全书，不免有凌乱之感。

但以上只为条理问题，无害于内容。本书内容可说较充实，保

存一个历史时期的资料，仍不失其为一部好志书。不过，资料也有

一些令人致疑之处，如兴化县人物自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起即有陆续中进士者，如郑积、郑方迕、郑朗、郑璩、史宾、金鲤、

詹万锺、白金等，均先于德宗贞元七年(791年)莆田林藻中进士

时，前后相距达百五六十年!按弘治府志、乾隆县志等均称藻为莆

阳最早之进士，甚至为闽人较早登第者，却比郑积等为后进，此其

一。又兴化立县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唐时尚无此县。上述郑积

等人乃为清源东、西两里及福兴里人，其地唐时属于今之福清、永

泰。宋初始以莆、仙山区一带及福清、永泰之清源、福兴等十四里建

立的兴化县，对于这些人物，似乎不宜掠美。著者如果明确指出他

们是兴化建县以前的人物，那就应该恰当些。更该指出的一点：本

书一、二卷中关于山、川、祠、庙等的记载中，杂有涉及祷雨与何以

建立祠、庙等迷信的糟粕，必须加以批判。这与明弘治《兴化府志·

凡例》的末一则以道释“二氏於治道为别出，故附《外纪》，其他若诸

神庙，於今为淫祠，故皆不录”的写法，是大相迳庭的。二书的作者

为同时代人，而府志作者对于历史资料的选择、处理，则是高明得

多的。

《游洋志》虽经张国枢搜罗补缀，予以整理，改名、铅印出版，不

免仍有讹错。书后所列正误表，正误之处以四百计!为了保存正确

2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之史料，且便后人之阅读，以助众多未知还有兴化县者，遂萌校勘

重印之念。1997年秋，挈妇来岩疗疾，遂以空余时间，先按书后正

误表改正原文，然后加以标点，再行校对勘误。前以《福建兴化县

志》校勘清同治间的《重刊兴化府志》(明弘治府志)，今则反以校勘

后之《重刊兴化府志》校勘《游洋志》(《福建兴化县志》)，不特简便，

且更正确而周详。

兹将校勘问题略述如下：

一、本志只标点校勘，不注释。

二、本志无其他版本，兴化县地大部分原属莆、仙二县，故主要

以点校后之弘治《兴化府志》及乾隆《莆田县志》、t仙游县志》作为

校勘之书。

三、本志的铅印本印时版面不平，印出文字多缺笔，或模糊不

清，加以校对不严，仍有讹错字句。

四、本志校勘范围为错别字、衍夺字句、模糊缺漏处，以及与用

来校勘之书有不同者，等等。

五、明显之讹错迳改原文，于校勘记中注以“原作某字或某

句”。

六、凡字迹难以辨清及错而句意不明，改后于校勘记中注以

“疑似某字”，或“疑当作某字”。

七、与校勘之书有异同，不能判别其谁为正确，原文照抄，校勘

记中注以“某书作某字或某句”。

八、凡本志独有与引用而不书出处之诗文，及一些人名、地名

等专有名词，有所错漏，无从校勘者，无所依据，不予妄改，原文照

抄。

九、本来不错之异体字、古字、通假字，除可简化者外，原字照

抄。

十、用来校勘之书，书名全称者用书名号，简称者不用书名号。

十一、为了便于阅读，以广流传，今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人

名、地名一般不简化；但只固定简化某一字、不生歧义的简化字则

3



用之。直排改为横排。

十二、全书各页下部短横线下开头再号码的文句为校勘记，非

注释。

末了，特书鼎力促成重印以垂久远者莆田市、莆田县及涵江区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之关注支持与资助(莆市志办1000元、莆县志

办500元、涵区志办500元)；又蒙陈长城、蒋维锬、郑甲麟、陈金坤

之关怀臂助，特别是《莆田文史资料》主编蔡玉麟代为多方筹措、赞

助，并垫款先印；更蒙龙岩市兴化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萧玉耀、秘

书长郑元福、顾问吴家复代向龙岩市委宣传部申请内部书号；并蒙

郭宏农、余平、郑景樵、黄黎强热心赞助，特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

谢!俾留永志。

4

公元2000年元月蔡金耀识于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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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刊《福建兴化县志》缘起

兴化县别名游洋，宋代文物几甲八闽，所谓山中邹鲁也淇历
史殊有研究之价值。明周华先生编著《兴化县志)，所修事迹，他志

多未记载，尤足补典籍之缺。惜本志并无刻板，即有一二抄本，亦多

残缺不全，倘再历星霜，欲寻此蠢余断简，不可得矣。嗟嗟l江山无

恙，文献荡然，后之好古者将何所考哉!余以连年匪乱，提议恢复兴

化县治，特搜罗秘本，补缀阙文付梓，藉资根据而广流传。惟仓卒出

版，校核不详，鲁鱼亥豕之讹，在所难免，读者谅之!出资助印者徐

j永沧、易渭东、郑郁哉、陈镜鸿、马哲侯、陈东甫、范少京、陈亚夫、

陈维至诸同志，例得备书。

民国二十五年劳动节，芸子张国枢识于荔城寄庐。①

． ①本篇全文原来仅有顿号、句号及个别问号，而且许多点断之处不成
句，亦有应点而未点者．全文标点均予改正．，

5



重干IJ《福建兴化县志》序
●

《福建兴化县志》，明周华先生著，莆田人士议重刊，徵序于

余。夫中国文化变迁之经过向少考据，吾意福建文化，随中原人士

之播迁，或遵陆而至闽北，或遵海而至滨海各地，此必然之势也。兴

化地方白陈天嘉时章昭达讨陈宝应在①于莆IZl，即循海道用兵。唐

观察使裴次元在南洋堤海为田，宋系蓼、湄州之间，为闽市辐辏之

所，元在涵头设管勾司以督盐鹾，可见当时民庶兴盛之象。凡楼船

之所至，商旅之所市，必有中邦文献随之俱至，故兴化之文物，历代

以来在吾闽为盛，盖其海路交通然也。

余家祖居长乐，称金紫堂。幼时即闻先世自河洛入闽，始迁莆

田，后分支迁往长邑。每欲改②究家乘，辄以无暇中止，今观是志所

载，在《大姓志》中，首推梁、陈间之郑庄。《儒林传》亦然，谓郑庄先

出荥阳，过江入闽。远祖昭，过泉之蒲田，爱其风土，因造祖墓于南

山葬焉。至陈时，庄与兄露、弟淑庐墓，构书堂以修儒业，作篇章以

训子弟，邑之衣冠文物，实先生开之。又《墓志》中有唐金紫光禄大

夫、侍御史郑积，墓在福兴里大象山下。积即庄之从子也；即夹涤先

生，亦庄之后人也。是吾宗在兴化之历史言之綦详。由余而推知是

志之所益者大矣!

夫后生小子不明乡土之知识、先民之矩矮，即国族、民族之思

想无由而生，故在提倡民族主义之日，地方志乘益不可缺。今虽兴

化县之名称不存，而考莆、仙者不能不上溯及之，且于此可徵文化

之来源焉，重刊是志，顾可少哉!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二月，福建教育厅厅长郑贞文序。

6

①“在”字与下“于”字同义，衍，可删去。
②“改”字误，应改作。考”字。



j

重刊《福建兴化县志》序

国家画疆分治，治理愈密，则文化愈开，人才亦愈盛。宋初分天

下为州、军，地大不过十数县，小则二三县而已，皆以台阁重臣领

之，直达于天子。故有宋一代人才之盛，超轶汉、唐，此其验也。

兴化军设于太平兴国四年。时林居裔僭号，}曹使杨克让讨平

之，诏合游洋、百丈二镇为太平军。太宗按舆图，以其地险难治，欲

以德化之，改名。兴化”．八年，移军治于莆田，而兴化遂为支邑，是

为兴化旧县。元皇庆中，移县治于广业湘溪，是为兴化新县。至明

正统十三年裁撤，以旧县之地属仙游，以新县之地属莆田。此县治

沿革之始末也。

县虽僻处万山中，而泉石奇秀，如鲤湖、夹涤，皆以风景名天

下。有瑞霎峰，盘据永泰、莆田、福清三邑间，古谶有“瑞罢山下出三

元”之语，乾道丙戌科萧国糅①发大魁，己丑科郑侨，壬辰科黄定继

之，郑侨尤以相业显．时人有云：“相去之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

来。”洵佳话也．郑厚、郑樵筑修史堂于东山，兄弟上书，名震海内。

‘通志'一书，至今学者奉为圭臬．‘选举志》称宋登②进士科者九十

余人，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词科一人，地灵者人

自杰，其信然欤。

废治之后，人才遂寂，非地运有盛衰，乃教化有隆替也。明代平

海设卫置学，奉谷、武盛、新安、崇福诸里人文大盛，有至卿贰者；清

初划界，弃为瓯脱，今则人民椎鲁，识字者十无一二，以知古人设官

分治，不惜烦费，诚以国家文野之分系乎此耳。

志为明周华撰，作于废治之后。本名《游洋志》，仅有传抄本。游

洋人士张君国枢、马君坌、易君赞周、陈君芑诒、徐君泳沧以连年寇

乱，联请恢复县治，省府未报可，乃重刊是编，改称《兴化县志》以为

， ①本志“萧国糅”多作。萧国梁”，未知孰是．
0。登”字原作“螯”，误，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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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诃之导，请序于余。余尝谓：民国初兴，由各省独立而来，其势常

外重，当仿宋州、军制度，升府为省，解军职者授以文衔，使长一省，

如是则封建势力可以潜消，而凌夷至今，补救已晚。因读是志而连

类书之，知游洋人士与我有同志也。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①石匏老人张琴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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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传② 。

陈 郑庄

宋 郑厚 郑樵 陈昭度 黄锺③

人物⋯⋯⋯⋯⋯⋯⋯⋯⋯⋯⋯⋯⋯⋯⋯⋯⋯⋯(79)

唐 郑积 郑方迕 郑朗 郑璩 史宾 金鲤

①。宋武进士”及。宋叙荫志”应排在。明乡荐志”之前，时代不至颠倒。又
“宋叙荫志”四字原缺，补；因卷三中有“宋叙荫”的叙述。

②。传”字原缺，据卷四中的标题补。
@弘治《兴化府志》作“黄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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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撰述⋯⋯⋯⋯⋯⋯⋯⋯⋯⋯⋯⋯⋯⋯⋯⋯⋯··(如8)
宋 上高宗皇帝书 上宰相书 上殿‘通志'表

卷七··········⋯······⋯·····000 0 O D······gO DOOS”·(115)

撰述①

宋谢宣医表 进《存古易)状 谢中书舍人表 谢资

政殿学士知福州 瑶华赋 留阴堂赋 跋‘寿峰

丛桂堂记》 重修县学记 重修县学记 兴化县

新作谯门记 邑大夫丘君生祠记 兴化令吴旭生祠

记 周公助役公田碑记 兴化县兴废客问

卷八····⋯⋯·······⋯···············⋯⋯··⋯··(128)

撰述杂文② 大洋巡检司碑记 裁革兴化县本 纪变漫

言 祷雨九鲤湖见龙记 九鲤湖新勒额记

九鲤湖记

明 周华传③

艺文志⋯⋯⋯⋯⋯⋯⋯⋯⋯⋯⋯⋯⋯⋯⋯⋯⋯(139)

后记⋯⋯⋯⋯⋯⋯⋯⋯⋯⋯⋯⋯⋯⋯⋯⋯⋯⋯(142)

①。撰述”的前九篇为宋人所写，标出。宋”字是对的，然第十篇为元代人
所写，十一至十四篇又为明代人写的，这里却不标出“元”字与“明”字，写的时
代就分不清了。

②。撰述杂文”的前四篇为明代人所写。却排在前，第五，六篇为宋人写
的，又排在明文之后，时代也颠倒了．

③明周华传应该移入‘人物’后，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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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兴化县志》卷之一

0几t卜11：1：一 -W--

建置兴化县，按县治在‘禹贡》隶扬州之境，在天文属牛女之

次，在《周礼》则职方氏所掌也，七闽之地；秦人闽中郡；汉、晋以来

皆未有；唐为游洋、百丈二镇。

宋太平兴国(宋太宗年号)问，林居裔倡为不轨，哨党寇乱，僭

号西平王。摄莆邑事黄公禹锡乞兵于漕使杨克让以讨之。四年己

卯，诏永泰、福唐(今福清县)合游洋、百丈二镇置太平军，寻改为兴

化。①县在兴泰里②万山之中，即以司农寺丞段鹏③宰焉。中建正

堂，东为主簿厅，西为典史厅，外为宣诏亭。又有吏隐堂、仙隐堂、黄

绸阁、土地祠、甲仗库，俱在县之西边。

次年，始以泉之莆田、仙游来归，鼎立而三。八年，因转运使杨

克让之请，诏移军洽于莆田，而县遂为支邑。

元皇庆(仁宗年号)元年壬子，邑令以县境形势负山，地窄人

稀，时广业湘溪居民辏集，地势坦夷，乃徙县于其地。至正(顺帝年

号)十三年，知县达鲁花赤臧吉以制度卑隘，复辟而新之：中为公

厅，西为库房，东为幕厅，列东西两廊为吏舍，改制锦坊为谯楼。二

十年，陈友定窃据。

i自我皇明受命，归附，改兴化路为兴化府，而县属焉。洪武十年

丁巳，知县谢升又即其旧址更而辟之，扁其堂日琴堂，东为县丞衙，

西为主簿衙，典史住宅在县丞之前，由是幕厅、库房、庖舍皆一新

①上文主要叙述兴化县建县之地所属事，然此处所述宋太平兴国四年
(公元979年)。置太平军，寻改为“兴化”，句意模糊不清。这句只能理解为将
太平军改为兴化军，绝非改为兴化县，实际上亦不可能将“军”降级改为“县”。
可见此处只叙改军，非叙立县。清同治间重刊明弘治《兴化府志-叙郡县》中
云：“太平兴国四年立兴化县，治兴泰里，乃即其地建太平军，改兴化军以领
之”，这就明确指出：先立兴化县，后建太平军，改为兴化军以领之这一事实。

②本志兴泰里之“泰”字原均作“太”字，应一律改为“泰”字。
j ③《仙游县志)“段鹏”均作“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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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永乐七年己丑，知县杨武因里狭图少，经费不支，奏准裁减县

丞、主簿。正统间人民瘴疫，虎咒纵横。十三年戊辰，以贡士萧敏之

请①，下诏裁革之。长乐、武化二乡之六里入于莆，永贵·乡之三里

入于仙，盖经四百七十一年而废矣。

疆域志
兴邑所隶疆域：东抵福唐，西接仙游，南界莆田，北跨永泰；东

西相距一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五十里，周围二百六十五里。四至：东

至福唐界三十里，西至仙游界一百三十里，南至莆田界三十里，北

至永泰②界三十里。八到：东北至福唐界三十五里，西北至永泰界

三十里，东南至莆田界三十里，西南至仙游界四十里；到南京三千

二百一十二里，到北京六千四百七十二里。

形势志
环邑皆山也。于职方为扬州之东南，于保为障星纪之斗牛③。

莲花诸峰峙其前，石竹双峦展其后，百丈盘旋而右顾，五奇逶迤而

左蟠；瓢溪趋赴，湘水萦迪。山川I之秀，千态万状。盖走蛟龙而峙鸾

凤，浴日月而浸乾坤，根本巩固，规模壮丽，班班乎国家兴化之气象

也。
．

。

里图乡志④
武化乡(在县西南)：广业里⑤、崇仁里、广业清源西里。

①弘治府志作。县人育丘知县何诚之请”。
②原作“永太”。全书都应一律改为“永泰”．
③本句应改作“于保障为星纪之斗牛”．
④据弘治《兴化府志》所载，兴化县由一十四里组成，这里只有八里，竟

少了六里。
⑤“广业”与。里”之间原缺一字，今将。里”字移上空缺处，作“广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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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贵乡(在乡①西南)：兴泰里、福兴里、来苏里。

长乐乡(在县北)：广业清源东里、清源中里。
，

村志
’

湘溪在广业里。元皇庆元年迁县于此。

碧溪在广业里。宋太常博士黄中庸故宅在焉。

霞溪② 在广业里。溪东则湘乡郑厚故宅，溪西则夹{祭郑樵故
●

Y

宅。

马洋在广业里。唐时林九牧裔孙世居。

瓢湖 在广业里。古名萍湖。宋时尚书太仆射③陈靖故宅在

焉。
‘

凤冲 在广业里清源西里。昔方氏世居此地，后四桂联芳，九

牧④擅名，地灵人杰，游洋为独最矣。

满长 在广业清源西里。宋殿中丞薛峦家焉。孙奕，以武举及

第，状元。

百俊在清源西里。宋光禄卿方偕宅在焉。其后子孙⑤徙居

于凤冲。

棋山 在广业里清源西里。唐剑南副使詹万锺故宅在焉。

寻洋⑨ 在福兴里⑦。先儒郑庄自莆之南湖徙居其地。其子

积为金紫光禄大夫，裔孙侨，南宋间状元及第。

谷目 在福兴里。五代之际，陈氏自光州固始徙闽，乃卜宅其

地；后四童应选，乃知此地为堪舆之最也。

j祭坑在兴泰里。旧有谶云：“涤坑卿监无人识，霎顶峰前出

①。乡”字应改为“县”字。
②亦作“F溪”。
⑧陈靖官至尚书左仆射，“太”字应改为。左”字。
④唐林氏九牧居莆田澄渚，宋方氏九牧本志未书其名。
⑤原作“孙子”，改作“子孙”。
⑥本志“寻洋”亦作“浔洋”，或作“寻阳”、“浔阳”。
⑦原作“福舆里”，误。。舆”字改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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