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j



副主
主
编编

黄李
家扬
祥强

陈
霉．

—跫

冬

／7

民

中古
田

瑗
年。籀-L
上局纂

万出耋
厶
五

版编

I
—●一口

田

县
士．／心

d丁

华

福矣
建薷
省霆

力
=七



9

责任编辑林玲

陈铮

沈致金
、 何林陈

装帧设计张素霞

主要摄影李鸿驰

制 图李玉明

BN 7—101—01663—4

世ⅡU值删豇¨丛堕H坦0>

、古田县志
、

古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中华书局出版
一

一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邮编：100073)

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市鼓楼印刷精装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16 66．25印张40插页1611干字

1997年12月第1版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

印数：0001—3000

ISBN7--101——01663--4／K·744

一_一



《古田县志》编审机构人员名单
一

一

， 古田县地方志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名誉组长 陈成章
一

一

组 长 吴尚宇
一

1。

副组长张小华

成 ’员 邱炳贵余深炎 江宋堂

戴仁平 张宝生 陈鸿飞

魏麟祥 陈家莪 张万盐
：

，

．1 陈由鹄’苏桂杰 叶素梅

主 任

副主任

主 编

副主编

李基旭 李扬强 姚更青

黄家祥 曾 或．陈家意

吴长基，陈方庆?张儒旺．7
／

．，”’7√j古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7

_～

’

{÷

一

{，
．}

黄家祥 ‘7。，
”一J|。f

．1．

李万民一陈惠英 ，i
7。 ：．‘i。。

?

L
”j。 ，

，

， ～ ． 』

、

、一 J’《古田县志》总编室 、

’
’

，

，
。

一

+．，‘

、 ～
～二一

曾任古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
，

一
～，．一 (按任职前后为序> ：，

二
一

，。1
。

、
⋯ +，

，

一? 1『
．}

’

+二

+”

敏和．林平i■ 一 !一 ． ，。i二j jI+

，林。’刘印波，陈桂媚 周伯开一余养宏

可疆。，王诗富，郑光容’包海妹4+苏孝思

振佳。叶有辉，、刘建荣 林智仁李先德

世华一．j ～
1一， ，。|，4

}

。

。f r
一

●。

‘， 一

√
， +

一

、． 、

、

j ⋯ 。， t

刘’．广，

陈日聘

陈孝双

一一

_|、～。÷、．

。_j卜

{|j。。。一-oI。、|。。j。?

j，

一

f|

，

t

1

0～||?。

；

～

：、，

。

、．一■口贝

_

民一．万．，李．，英惠、，陈强祥扬家李黄

林阮倪吴卢：，-

任任员、．．

一．、

．。

主

o。．，

一

一．



名誉组长

组“一长

副组长

成 员

曾任古田县地方志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接任职前后为序)

曾在古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工作人员
(按到职先后为序)

刘 广(曾任副主编) 蓝正韶 余祖柳(曾任副主编)

崔元忠 倪可源 吴庆崧 邹高武 姚鸿锋 梅占旺 郑秀容

《古田县志》审稿验收组成员

古田县《古田县志》审稿领导小组成员

+_

．|

缪希铃‘陈成章，吴尚宇 陈桂媚 魏鉴串 郑其桂 包海妹

林永健 邱炳贵7林章骏 翁惠文 江宋堂 张小华⋯熊仁周

一，：1‘。。
； _1，．|

宁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古田县志》复审组成员
。

】 。 一 一I，
、：．

，胡志华 林立光 缪品枚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古田县志》审定验收组成员

刘学沛 唐天尧 何明才 林 玲 林?，浩 陈文忠

赠庭友云黄汤．思英阋谢叶

文欢业八惠、承茂

●

翁陈黄

铃

红林守懋

希

继

为

缪，李阮丁卓初章串桂峻爱天成鉴其鹏平蔡陈魏郑苏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新编《古田县志》告成出版，令人感奋。

国有史，邑有志。古田自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至民国29

年(1940年)曾9次修志，今存5部。这为了解一县历史提供了珍

贵文献。但旧志资料欠全，局限性较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古田这一古邑焕发新颜，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飞跃发展。古

田人民以其勤劳、智慧、开拓、奉献精神描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

伟画卷，诸如为国家水电建设，曾两度移民，重建家园；食用菌生产

突飞猛进，带来百业兴旺，人民致富；20余万侨胞在海外繁衍建业，

与桑梓血脉相连；昔时“先贤过化之乡”，今成全国体育先进县、全

国文化模范县和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盛世修志，把这一重要历史时

期古田人民所创的伟业载入县志，．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为

此，于1984年专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开始组织纂写部门志，继

于1992年着手专业分志编修，严要求，重质量，几经审订，数易其

稿，终于在今秋完成新志总纂工作。

新编《古田县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求

实存真，着力展示时代风貌，突出地方特色，融建县千载沧桑与解放

40余年巨变于全书，汇古今人事与百业兴衰于各卷；是统揽古田历

史与现实的地方文献，是记载古田自然与社会的百科全书，是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优良传统教育、国情县情教育的乡土教材。它将为“存

史、资治、教化"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故编修《古田县志》是“承

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o

新编《古田县志》又是一项浩瀚的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全志

33篇160万言，涉及88个承修单位，有200余人参加编写。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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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及兄弟县、市修志领导、专家、同仁关心指导，有赖于承编单

位的通力合作和编纂人员的艰辛笔耕。值此新志出版之际，我们谨代

表中共古田县委、县人民政府向诸位表示深切感谢，并祝愿古田繁荣

昌盛，人民安康幸福。

中共古田县委书记 陈成章

古田县人民政府县长 吴尚宇

199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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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翻开新编《古田县志》，一种亲切感扑面而来。古田建县于唐开

元年间，千年悠悠岁月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土层，这里一向人才辈出，
且诸多海外乡贤，各有建树。本世纪80至90年代，我们有幸在古田

主持政事，与这一方热土结下不解之缘，更深切地感受到古田人民奋
发进取的聪明才智，尤其是在食用菌栽培技术上，古田人更是每有创

新，屡有突破，使之传播四方，成为省内外广大农村致富奔小康的金

钥匙。近年来，全县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长
足发展。阅读新志，千载史料尽收眼底，改革开放成就令人瞩目。古

田历史之长、名胜之多、物产之丰、交通之便、人才之众、事业之
盛、历程之曲折辉煌，都在志中得到充分记述。全志指导思想明确，

内容丰富翔实，特点鲜明突出，结构科学合理，文字简洁流畅，是一
部有新意、有特色的成功之作，是一部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结合
较好的志书。可喜可贺o

修志读志用方志，识乡爱乡建家乡，这乃是修志目的所在。不了
解地情，很难办好地方事业。我们在古田工作中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新编《古田县志》出版，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我们应该重视它，很
好加以研究、利用。一书在手，全局在胸。这部传世之作，可激励今

人，启迪后人。我们愿它为振兴古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发挥
积极作用。愿古田人民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继续开拓前进，创造
出既无愧前人又无愧后人的光辉业绩o

在新志出版之际，我们遵嘱为序，并寄托对古田人民的深情厚意。

原古田县委书记、现福建省体委副主任 蔡天初

原古田县县长、现宁德地委副书记 林 平

原古田县委书记、现宁德地委委员、秘书长 缪希铃
1996年10月



凡 例

一、新编<古田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古田境内的自然和

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分志和附录组成。各篇根据科学

分类和社会分工相结合的原则，横排竖写。各篇设章、节、目等层

次，突出地方特点、专业特点和时代特点。

三、本志记事立足当代，详今略古，上限力求追溯到事物的发

端，下限一般到1990年，概述、大事记、经济综述、政党、人大·政

府·政协、人物、附录篇延至1994年底。本志所称“解放前(后)”，

系指1949年6月14日古田解放前(后)o

四、本志以语体文表述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概述夹叙夹

议；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各分志重于记实，一般

不作议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Q

五、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记述对社会发展有一

定贡献和影响的古田籍人士为主，兼收有较大影响的外县籍人士。在

世人物的突出业绩，采取以事系人办法，记入有关篇章。人物录收录

革命烈士和抗日阵亡将士。人物表收录已知在县外担任县团级以上和

获得高级职称或取得硕士以上学位的古田籍人士，以及在县内高级职

称人员和省级以上(含省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生产)者。

六、历史纪年，’民国以前采用朝代年号，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

年，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其后从略；1949年1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则采用公元纪年。

七、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

词汇、成语、专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比用阿



拉伯数字；民国以前的朝代年号用汉字，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用阿拉

伯数字。

八、各项数据一般用古田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少的，采用各

有关单位统计的数字。1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旧版人民币值，一

律折为新人民币值。

九、计量单位，民国及其以前的计量单位名称，按'-3时实际记

载，解放后统一使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制。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各部门志稿、档案、图书、报刊和有关

单位、知情人士提供的材料。入志资料均经考证，编纂时一般不注明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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