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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是八闽首府，自古以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昌盛，

源远流长。2200多年的深厚积淀，一代又一代先人的辛勤开拓，使这

片美丽富饶的“有福之州”以名城及其名胜、名产、名人而享誉神州。

盛世修志，“资治、教化、存史”。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增

编各级志书的部署，在1998年编修出版发行《福州市志》的基础

上，从2002年始，福州市决定增编《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志》、《福州市地名志》、《福州市名产志》、《福州市姓氏志》和《福

州市畲族志》等五部新志。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由福州市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编修的这五部志书终于付梓发行。它们以独特的视

角和眼光，更加全面翔实地记载了福州的区域文化、名优特产、风土

民情、沧桑巨变。其内容丰富，考据严谨，融知识性、教育性、趣味

性于一体，从新的侧面打开了了解福州、认识福州的窗口。

现代，是历史的传承与延续。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

新任务，衷心希望每个福州人都能从福州的发展变迁中得到启迪，从

先辈开拓奋进的历程中汲取力量，进一步了解福州、热爱福州、建设

福州，再掀闽江开放潮，推动福州大发展，为早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各项目标、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共同努力奋斗。

福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练知轩

二o o三年五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

展观点，记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名村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上限尽量追溯到当地的渊源，下限截止2000年。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为2000年后确定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福州市、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和革命老区镇透堡，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定

海、三溪和琴江。

四、本志体裁以记述为主，志传为辅，采用规范的语体文，突出地方

特色，不矫不激，严格遵循历史真实。

五、本志历史纪年用法：民国以前的朝代纪年用汉字表述，民国时

期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每节首次出现时，均加括注公元纪年，其后

从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纪年用公元纪年。书中使用的年代，凡

未加界定的，均指20世纪年代。

六、本志计量单位按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规定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的旧计量单位仍照

实记载。

七、本志数字书写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的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地方文献、历史档案、统计资料、各类报刊、家

藏谱牒等，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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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福州，地处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下游平原，是福建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省会所

在地。城市濒临东海，与台湾仅一水之隔，居于亚太经济圈中国东南的黄金海岸。自然造化．

之力，历史文化之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重要战略地位，使福州这个“人

间福地”先后成为王都、国都、京都，并于1986年被国务院颁布为历史文化名城。

福州历史悠久、考古发掘证明，在距今5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有氏

族部落定居，“闽人”就是当时的土著居民。在夏朝时期，这里的闽族居民就已与中原的华

夏族有了联系。至战国中期，越王勾践的六世孙无疆被越威王击杀、越国瓦解，王族南奔、

部分越人人闽，与闽族融合成为闽越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次年废闽越王无诸

为君长，设置闽中郡。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无诸以反秦、佐刘邦灭项羽之功，被汉封

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并在福州依山建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福州

为晋安郡郡城，此后，曾成为丰州、泉州、闽州、建州的郡城。唐末，河南光州固始人王

潮、王审知兄弟率众南下，占据福建全境，创立闽国、定都福州。王氏安置中原移民，选贤

举能，兴文重教。减税撤卡，发展海外贸易；轻徭薄赋，发展社会经济，使福州蔚然成为中

国东南一个繁荣富庶的大都会。南宋绍兴之后，金兵猖獗，中州板荡，福州成为“世外桃

源”，避乱者渐次面来，典章文章，极一时之盛。南宋末年，福州遂成宋王朝的行都，明末

和民国22年的福建事变期间，又两度成为国都。悠久的历史给古城留下了难以数计的文物。

屏山之麓修建于宋乾德二年(964年)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华林寺，其大殿用材之大、

数量之多、离土树龄之长、建筑技术之高明，在江南均属首屈一指，乌石山上唐宋以来近

500处摩崖石刻，做为福州城特征的白塔、乌塔，岩石造像，贴金铁佛及城内大批古桥、古

寺、古墓、古建筑、三坊七巷、大批官宅府第，名人的园林庭院，到处无不洋溢着浓厚的传

统文化色彩。

福州的文化积淀深厚，历来有“海滨邹鲁”之称。自唐代以来，由于统治者的不断提

倡，兴学重教蔚成风气，宋人吕祖谦诗道：“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袍旧弟兄。最忆市桥

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那大量的书院、学塾、直至近代的马尾船政学堂，不知给福州

培育出多少卓荦英才。据1994年统计，现代中国杰出专家学者中，福州籍的占53人，居全

国各大城市的首位，其中历次被选为两院院士人数亦居全国各大城市的首位。

福州气候温润，夏无酷暑、冬不严寒；风景秀丽。名城南连闽南金三角游览区，北接太

姥山仙山胜地，西靠武夷风景名区，形成一条靓丽的南国风景线。福州景色兼山海之胜，东

海那浩渺碧波又岂是“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气势所可比拟的?它右有旗山，似旗

帜招展于五洲四海；左有鼓山，如战鼓擂响在神州大地；前有石竹山，以灵气奇景引来天下

9d嚷。啊hI对丽；謇|：，嚣时兰磊f_蜡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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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豪。正如古诗人陈轩所赞“城里三山古越都，楼台相望夸蓬壶，有时细雨微烟罩，便是

天然水墨图”，再加上柳荫榕叶中流出的弦管歌声，怎不令人意醉神迷?

定海是福建省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地处闽江口北岸定海湾，黄岐半岛西南突出部，

它扼江控海，地势险要，素称“闽江北喉”，该村始建于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五

代时闽王王审知就是以定海湾为中心，开辟了福建历史上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甘棠港，

该港与泉卅I刺桐港同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至宋代的中晚期，定海的渔狩、海运发

达，贸易繁荣，人口增加，已是著名的渔商港口。元代曾在此设巡检司，立千户所。明朝洪

武年间，在此建城筑堡，又于千户所旁增设小埕水寨，时为全省五大水寨之一。清代于此置

游击署，成为会城重镇。在抗击倭寇的200余年间，定海一直是前沿阵地，在抗日战争中，

日军先后四次自定海登陆侵扰。土地革命时期，定海贫苦渔民加入红军，打土豪，分田地，

民国23～24年，方举全等6位渔民游击队员在反围剿斗争中英勇牺牲，民国37年，定海成

立了中共党支部。新中国成立后，定海人民凭借丰富的渔业资源，“勤劳诚信，务实开拓”

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敢于拼搏，1996年产值超亿元，成为连江筱埕镇第一个亿元村，

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海底采壳、海上运输、海产品加工、商品贸易等六大海洋产业已初步

形成产业化生产体系。定海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众多，境内山峦逶迤，海岸蜿蜒、峭岩平

沙，明屿暗礁，衬以绿树江花，浪涌鸥翔，桅樯林立，那旖旎的滨海风光正欢迎着人们。

透堡镇位于连江县东北部，距连江县城43公里，西南背靠香炉山，东北濒临罗源湾，

香炉山曾是唐代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一。宋代，透堡的文化已相当发达，居住境

内的郑、黄、王、杨诸姓，多已成书香门第和仕宦人家，宋代透堡中进士的就有30余人，

担任知县以上官员也有30余人，其中的郑鉴，曾“两优释褐”、人称“状元”，以言论切

直，被贬台州而卒，朱熹亲撰祭文，称其有“古诤臣之风”。郑起，郑思肖父子的民族气节

更是为世所称。透堡人民素以革命传统著称，清末，透堡有识之士组织“广复会”，推吴适

为大哥，又更名“光复会”，会员达300余人，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福建支部，成为

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据点，在辛亥广州起义中，透堡有20多名志士参加，其中十人壮烈牺

牲，孙中山称赞为辛亥革命作出贡献的有“粤之花县，闽之连江”。民国19年，杨而菖加

人中共，率领贫苦农民举行“透堡农民武装暴动”，透堡成为闽中和闽东革命的策源地之

一，中共连江中心县委就驻于此，民国23年，连江县苏维埃政府在透堡成立，游击队亦扩

编为闽东红军第十三独立团，在国民党政府的围剿中，全镇为革命牺牲的达58人，在抗日

战争中，革命英烈杨而菖的母亲坚持革命斗争，默默无闻地为革命工作，被人尊敬地称为

“杨母”。新中国成立后。透堡建起“二三革命纪念碑”、“烈士墓”、“杨而菖烈士墓”、“土

地革命纪念亭”，“老区礼堂”、“革命历史文物陈列室”等，尽力维修保护辛亥革命光复会

会址，土地革命议事处，透堡暴动纪念馆，红军第十三独立团创建旧址等，还征集了不少革

命历史文物，1951年lO月，杨母作为中国南方烈军属代表，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

泽东的接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透堡实现新的历史飞跃，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

平大大提高，社会文化卫生事业兴旺发达，做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和革命老区镇、透堡正以

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人面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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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溪历史文化村址处长乐市江田镇北部，坐落于屏山之麓，背山近海，以渔溪、北溪、

南溪3条溪流流过村中而得名。这里距长乐市区18公里，离福州50多公里，104国道穿境

而过，交通便捷，这里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三溪文化发达，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该村人才

辈出，如星汉灿烂，一共有过74名进士和一百余名举人。宋代潘氏父、子、孙、曾“四代

五中丞”，“二难进士”潘循、潘鼎，探花、推官、潭州通判潘枋，朝散大夫、广东运使潘

廊如，一代名宦潘炳年，都是留芳青史的的人物。三溪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历

史文物名胜古迹不胜枚举，有屏嶂铺雪，苏才翁钓鳌石题刻，紫阳阁，朱熹讲学处及“溪

山第一”，“鸢飞鱼跃”题刻，有朝元观、九仙洞、豸石、植柱庙、唐宋古桥、还有许多现

代中央领导人题刻，诸如田纪云题的“顽石生花，山注成韵”，贾庆林题的“中丞”、“老福

桥”，王兆国题的“思源思进、崇德尚学”，王丙乾题的“开源节流”等，现在已成为长乐

旅游的好去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长乐市蓄水面积最大的三溪水库发挥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作用，解决了蓄水、防

洪、灌溉、发电和群众生活问题。2000年5月，外商投资超亿元的长乐南乡商贸城开始投

产，该城位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和松下深水码头之间，北临文武砂海峡奥林匹克城、南连下

沙海滨渡假浴场，已经成为理想的投资热土，而今，三溪正朝气勃勃地行进在经济发展的快

车道上。

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琴江，位于乐市西北邻的闽江南岸，流经村境的闽江形如古琴，

村庄因而得名。这里曾是古代长乐太平港口岸，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多次驻泊于此。清雍

正七年(1729年)，清廷准驻闽将军阿尔泰所奏，从老四旗中抽调513名官兵携眷进驻琴

江，围地筑城，创办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是为当时全国四大沿海水师旗营之一。辛亥革命

后，水师旗营逐渐成万民居村落，琴江也就成为福建省惟一的满族聚居村，现有水师后裔

“旗人”127户329人。琴江水师营自创办之日起，几乎参与了清军在福建的所有重大军事

行动，特别是在甲申中法马江之战中，他们英勇抗击法国侵略军，在青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

页。至今，在每年的七月初三，群众还在自发举行祭奠先烈英灵的活动。辛亥革命后，旗人

不再享有吃皇粮的特权，这促使琴江人民四海奔波，五洲创业。至今，琴江籍乡亲散居海内

外各地的达四百余户二千余人。其中许多人事业有成。留村居民则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方

便的水陆交通，丰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资源，开发以满族风情为主题的旅游项目，从而

迎来琴江新的更大的发展。

我们力图通过对这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介绍，借一班而窥全貌，帮助世界更

好地认识福州，也促使福州更快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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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简称榕，别名三山，福建省省会。坐落在福州盆地之中，四周群山环抱，左鼓、

右旗，北莲花、南五虎，闽江横流而过。自然环境优美，四季常青。城内三山鼎立、双塔对

峙，构成独特的“三山两塔一条江”、“三坊七巷一条街”、“城在山之中，山在城之内”的

空间格局和自然风光，并形成以“八一七”路为中轴线的城市布局。城市中心区还有得天

独厚的优质温泉，以榕树为特征的“榕城”古园林闻名遐迩。自汉建闽越王都，迄今已有

2200多年历史，五代为闽国国都，宋末为端宗行都，明末为隆武帝行都，民国22年(1933

年)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所在地，曾先后5次成为王都、国都、行都，在中华

民族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早在汉代就开始海外贸易，至五代，这里是我国和东南亚通航

的必经水路，成为繁荣的外贸港口。宋代为全国造船中心，“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船通

异域”。明成化设“福建市舶司”，福州便代替了泉州港，被指定为对外贸易港，并成为中

国政府与琉球往来的惟一港口。近代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自唐中叶以来，前后任福建观察使李椅、常衮兴学重教，广设学塾。五代闽王王审知设

招贤院，置四f-j@，呈现“千家灯火读书夜”的风气。宋朝福州人才荟萃，文化鼎盛。北

宋蔡襄、张伯玉、程师孟、曾巩、黄裳等名吏知福州。福州也出现了陈襄、陈烈、周希孟、

郑穆等“海滨四先生”。南宋的李纲、张元干、梁克家、赵汝愚、陆游、朱熹、辛弃疾、黄

勉斋、文天祥等人的事业和文名都留在福州。明、清两代福州人中，经史学家、诗人层出不

穷。明初有林鸿等“闽中十才子”，都是诗人，其中王恭、王俩参修《永乐大典》，王僻任

副总裁。抗倭将领张经、陈第在戎马倥偬中写下了许多爱国诗篇。清初，林云铭编选《古

文析义》，陈梦雷编辑中国古代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清初到中叶，大

诗人黄任传世诗近千首。名医陈念祖名噪京都，著述宏富。大学者陈寿祺诗文并茂，总纂

《福建通志》。大臣梁章钜，学识渊博，是著名的楹联专家。尤为难得的是，福州千年来人

才长盛不衰，直至近现代，著名人物依然灿若群星。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福建船

政之父沈葆桢，启蒙思想家严复，大翻译家林纾，戊戌政变六君子之一林旭，黄花岗烈士林

文、林觉民、方声洞，爱国侨领黄乃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王荷

波，二七烈士林祥谦，等等，都是福州人民的优秀儿女。福州还出现过萨镇冰，黄钟瑛、陈

绍宽、萨师俊等著名海军将领，陈宝琛、陈衍、郑振铎、冰心、庐隐、林徽因、胡也频、邓

拓等诗人、文学家、乃至军事理论家郭化若，天文学家高鲁、张钰哲、陈遵妫、王绶璃、陈

彪、蒋丙然、陈健生，化学家侯德榜、物理学家萨本栋、科普作家高士其、数学家陈景润

等。

福州拥有许多文物古迹。古代的华林寺大殿和近现代的昭忠祠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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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i还有省、市、县(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近500处。在城区中心范围就有屏山、乌

山、予山、冶山、西湖、大庙山、“三坊七巷”，朱紫坊、南公园等10多处历史文化保护

区，受保护的有：寺、塔、祠、观、堂、庙、殿、桥、石刻、书院、名人故居、．会馆、纪念 ，一

地等上百处。馆藏文物丰富，文化独具特色，民俗风情、建筑造型、‘穿戴住行、婚宴喜庆、

遣词用语、艺术装饰等都具有浓郁鲜明的地方特色；表演艺术种类繁多，有闽剧、话剧、木

偶戏、杂技、歌舞、曲艺、评话、促唱和十番音乐等。闽剧、促艺、评话流行于福州方言

7区、港台地区和东南亚一带，不少剧目获得国家级奖或出国演出。福橘、橄榄、龙眼、茉莉

花茶等名优农产品，名闻海内外。工艺品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地方文化内涵，脱胎漆器、 ．j

寿山石雕、软木画被称为“榕城三绝”i其中脱胎漆器与江西景德镇瓷器和北京景泰蓝，并

称为中国传统工艺“三宝”。闽菜中的“佛跳墙”是国宴上的珍品，风味小吃又是闽菜中的一
一一

佳晶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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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成为当时全国62座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之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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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新石器时代，．福纠地区已有先民劳动生息。秦统-中国后，境内属闽中郡。西汉初

为闽越王都，后设冶县。东汉置侯官县，三国属建安郡，，西晋为晋安郡郡治。南朝至隋，或

称州，或称郡，而均为州、郡治新，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定名福州，五代时为闽国国

都，宋时为福州路治所，南宋末被定为行都，元代为福州路，明清两代均为福州府治所，民

国年间：为福建省省会，新中国成立后，福州仍为福建省会，而且境域扩大到五区八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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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攻取福

。建等地，增设闽中郡，福州境域属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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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朝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复封无诸为闽越王，都城设在东冶(今福州)。元鼎五

年(公元前112年)后属会稽郡。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立冶县。东汉建武二年(26
年)，福州是“侯官都尉”的驻地。建安元年(196年)冶县改名侯官县，属会稽郡南部都

尉，辖以后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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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晋朝

太康三年(282年)分建安郡部分地设立晋安郡，辖原丰(即后之闽县、长乐、怀安、

福清等县)、侯官(即后之侯官、古田、闽清、永福等县)、罗江(即后之罗源、宁德)、温

麻(即后之连江县)等8县，属扬州刺史。福州始为郡治，元康元年(291年)改属江州。

五、南 朝

宋初，仍为晋安郡，属江州，辖侯官、原丰、晋安、罗江、温麻5县。泰始四年(468

年)改为晋平郡。齐建元二年(480年)复称晋安郡。梁天监年间(502—519年)分出南

部地方设南安郡，晋安郡只辖原丰、侯官、罗江、温麻4县。普通六年(525年)改属东扬

州。陈永定元年(557年)升晋安郡为闽州，福州为州治所。天嘉六年(565年)撤销闽

州，晋安郡又属东扬州。光大二年(568年)又升晋安郡为丰州，福州仍为州治。

六、隋 朝

开皇九年(589年)丰州改名泉州，(治所在今福州)辖原丰(开皇十二年改称闽县)、

建安、南安、龙溪4县，以原丰为驻地。大业二年(606年)泉州改名闽州，大业三年

(607年)州废，又改名建安郡，郡治设在闽县。

七、唐 朝

武德元年(618年)，改建安郡为建州(今福州)，州治移建安(今建瓯)。武德六年建

州析部分地置泉州。泉州辖闽县、侯官、长乐、连江、长溪5县，闽县为州驻地；武德八年

改名丰州，置都督府，府驻地仍在闽县。贞观元年(627年)，丰州又改称泉州，增辖南安、

莆田、龙溪3县。圣历二年(699年)分出南安、龙溪归武荣州，景云二年(711年)又改

称闽州，划出莆田归武荣州。开元十三年(725年)，因州西北有福山，改为福州都督府，

属江南东道，福州之名始定。时辖闽县、侯官、长乐、连江、长溪、万安6县。开元二十一

年(733年)设福建经略使，治所在福州。开元二十八、二十九年增辖古田、尤溪县。天宝

元年(742年)福州改称长乐郡，治所在闽县。乾元元年(758年)复称福州都督府，仍辖

8县。上元元年(760年)为福州节度使驻地。大历六年(771年)为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

使驻地。乾宁四年(896年)置福州威武军，辖闽县、侯官、长乐、连江、长溪、福唐、古

田、尤溪、永泰、梅青10县。

八、五代

后梁开平三年(909年)王审知被封为闽王，建都福州。贞明六年(920年)福州升格

为大都督府。后唐长兴四年(933年)，闽王王延钧称帝，升福州为长乐府，辖闽县、侯官、

长乐、福清、连江、长溪、古田、尤溪、永泰、闽清、永贞、宁德、德化、顺昌14县。后

晋开运元年(944年)，闽王王延政以福州为东都，领7州、13县，分出顺昌隶属建州。后

晋开运三年(964年)闽国灭亡，废东都，复名福州。后汉乾桔元年(948年)，福州归吴

越钱氏统治，复称福州威武军。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改福州威武军为彰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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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宋朝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钱氏纳土降宋，福州改为威武军，辖6州、1军。福

州辖闽县、侯官、福清、古田、永泰、长溪、长乐、永贞、闽清、宁德、连江11县，属两

浙西南路。雍熙二年(985年)设立福建路，福州为路的驻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建州升为建宁府，福建路辖1府、5州、2军。此后，福建又称“八闽”。建炎三年

(1129年)，福州升为帅府。景炎元年(1276年)端宗赵星在福州即位，升福州为福安府，

定为行都。

十、元朝

至元十五年(1278年)，改福安府为福州路，辖闽县、侯官、怀安、古田、福清、闽

清、长乐、连江、罗源、永福、长溪、福安、宁德13县，侯官为路的驻地。至元十七年，

置福建行中书省于福州，省治在泉州。十八年、二十年，省治两度迁到福州。二十二年，并

入江浙行省，福州路属福建道。

十一、明 朝

洪武元年(1368年)改福州路为福州府，福建行中书省省治在福州府。福州府领辖闽

县、侯官、怀安、古田、闽清、长乐、连江、罗源、永福、福清、福宁(长溪改)、宁德、

福安13县。洪武九年，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福州府为其驻地。成化九年(1473

年)福宁县划出，升格为直隶州，宁德、福安二县归其管辖。万历八年(1580年)怀安县

并入侯官县。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唐王朱聿键即帝位于福州，建元隆武，定都福州、

称福京，福州府更名为天兴府。

十二、清朝

顺治三年(1646年)，天兴府复称福州府，辖闽县、侯官、古田、闽清、长乐、连江、

罗源、永福、闽清9县。嘉庆三年(1798年)，分出福清县部分地方增设平潭厅，府共辖闽

县、侯官、长乐、连江、罗源、福清、永福、闽清、古田、屏南10县及平潭一厅。

十三、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年)，闽县、侯官合并，成立闽侯府，为时甚短。10月，改平潭厅为

平潭县。民国2年闽侯府改为闽侯县，属东路道(1914年改称闽海道)，福州为福建省会。

民国3年1月永福县改名永泰县。民国4年废道，各县直属省辖。民国22年11月，国民革

命军第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福州为首都，改福建为闽海、

延平、兴泉、龙汀四省和福州、厦门两个特别市。民国23年1月，十九路军失败，这种建

制随之告终。同年，设行政督察区，福州各县除闽清县属第三行政督察区外，其余各县属第

一行政督察区。民国24年，闽清、永泰县划属第二行政督察区。民国30年4月21瓯，日

本侵略军占领福州，9月3日收复，1942年4月福州拟设市，成立市政筹备处，以省会警察

局原辖区域并划闽侯县一部区域为管辖范围。民国32年永泰、闽清划入第一行政督察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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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3年闽侯县改名林森县。民国33年10且3日，日本侵略军再次占领福州，次年5月

18日收复，二次占领福州期间均成立“治安维持会”与“市政委员会”汉奸组织。民国35

年1月正式设立福州市，5月，始设鼓楼、大根、小桥、台江、仓山等5个区。1949年8月

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

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州属福建省，为省会所在地。1949年8月26日，福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同年12月

25日，首次扩大福州市域，林森县(今闽侯县)lO个乡划入福州市；同时成立洪山、鼓山

2个区。1958年8月8日，闽侯县划人福州市管辖；1959年8月，闽侯县划归闽侯专区。

1973年9月闽侯县又划归福州管辖。1983年4月，长乐、福清、平潭、连江、罗源、闽清、

永泰等7个县划归福州市管辖。1990年福州市辖鼓楼、台江、仓山、马尾、郊区等5个区

和闽侯、长乐、福清、平潭、连江、闽清、罗源、永泰等8个县，12月福清县改为市(县

级)建制。1994年2月长乐县改为市(县级)建制。1996年郊区更名为晋安区。2000年福

州市辖鼓楼、台江、仓山、晋安、马尾5个区，福清、长乐2个市、闽侯、闽清、连江、永

泰、平潭、罗源6个县。

福州历代建置沿革简表

朝代 纪 年 建置名称 隶属

秦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 闽中郡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 闽越王国
西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越繇王与东越王共管地
汉

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 冶县 会稽郡东部都尉

东 建武二年(26年) 冶县 会稽郡东部侯官都尉

汉 建安元年(196年) 侯官县 会稽郡南部都尉

三国 吴永安三年(260年) 侯官县 建安郡

初隶扬州，元康元年(291年)改
西晋 太康三年(282年) 晋安郡

隶江州

-
● 晋安郡于泰始四年(468

宋 年)改名晋平郡。不久， 江州

复名晋安郡。

南 齐 晋安郡 江州

梁 晋安郡
初属江州，普通六年(525年)改

朝 属东扬州

泉B。 永定元年(557年) 闽州

L{ ． }陈I S h 天嘉六年(565年) 晋安郡 东扬州

南-期￥ 念≯ 心。监准走与年(568年) 丰州；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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