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旅游观光 

漳州人文景观、自然景观资源十分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民俗风情多姿

多彩，并且是名闻遐迩的花果之乡，花木葱茏，四季飘香。加之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更使

得山水风光瑰奇特异，秀丽与雄伟并存。 

  早在唐代，便有高阳人许碏于周游五岳途中，慕名来游云洞岩，留下了“许碏寻偃月子

至此”的题刻。原武夷山也有许碏题刻，后毁，现福建仅存云洞岩一处。云洞岩号称“闽南

碑林”，历代名人摩崖题刻 203 处。有宋朱熹的“溪山第一”、“石室清隐”和明学士丰熙《鹤

峰云洞游记》的巨型石刻。天柱山，现辟为省级森林公园，明代就负有盛名，当时吸引许多

名人学士来游。明工部侍郎泉州人何乔远，大理寺正福州人曹学佺以及林茂桂、张燮等伭云

七子都留下了游天柱山的诗文。灵通岩，崖壁峭立，峰峦叠翠，雄伟壮丽。明旅行家、地理

学家徐霞客，曾与黄道周登临揽胜。徐霞客入闽 5 次，两次从九龙江北溪顺流而下，观赏九

龙江滩濑飞瀑，并留下了水石胜景的赞歌。清至近代，从景区留诗题刻显示，游名山胜水者

越来越多。位于诏安县城东北的九侯山,宋代状元、泉州知州王十朋题有“万山第一”4 个

大字，前人也誉之为闽南第一峰。山方圆十余里，层峦迭翠，怪石嶙峋。明清至民国期间，

游人到此题刻“大好河山”多处。 

  尽管漳州旅游资源丰富，历代官宦、文人骚客登临揽胜四时不断,但却没有从事旅游业

的管理、服务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1952 年成立漳州华侨服务社，1958 年成立东山华侨服务社。当时服务

设施简陋，服务范围也仅是简单接待而已。“文化大革命”期间，回国探亲侨胞骤然减少，

接待人数寥寥无几。 

  改革开放以来，漳州旅游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80 年，漳州把百花村、木棉亭、南山寺、仙字潭等 40 多个景区列为对外开放旅游点，

管理工作由地区行署外事办承担。当年接待来宾 203 人，为 1979 年的 5 倍。1984年，地区

旅游局成立，着手对全区旅游资源进行调查，培训、配备各类旅游从业人员。并根据省政府

关于发展旅游业的要求，制定规划，着重抓平和、东山、龙海、漳浦、华安、漳州 6 县(市)

主要旅游景点、景区建设。这一年，华安、南靖、漳浦 3县兴建侨社、侨联大厦，全区接待

境外游客 1.92 万人次，创汇 340.65 万元(人民币兑换券)。 

  1986 年至 1990 年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漳州接待境外游客 9.81 万人次,比第六个五年

计划期间增长 164％；创汇 9386.95 万元(人民币兑换券),居全省第四位。在境外来漳游客

中，台湾同胞猛增，来漳游客以探亲访友、寻根认祖、宗教朝圣、投资贸易以及从事文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