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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杂散居少数民族。

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5省80多个县的部分

山区，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共有630378人，畲族人民勤劳

勇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同汉族人民

共同开发祖国东南沿海地区，继承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传统

文化，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并与各民族人民一起，

在共同反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结成了

亲密的友谊，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和文化过程中，畲族人民都作出自

己的贡献。
‘

’

_
●

就是这样一个勤劳勇敢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在

旧中国却长期惨遭民族压迫和歧视，生活极端贫困，人民处于水

深火热之中0新中国成立后，畲族人民纷纷提出确认自己的族称

和公开自己的民族成分，要求承认为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

中平等的一员，这是畲族人民自我觉醒的表现，只有在实行民族

平等团结政策的国家里，这种自觉的返本归源恢复本来面貌的要

求，才能得到实现。为了帮助畲族人民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

区域自治的权利，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事业，发挥他们在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促进畲族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国家先后于1953年，1955年组织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畲族

进行认真的民族识别调奁，于1956年确定其为祖国统一多民族大

家庭中的单一的少数民族。

我作为一个民族研究工作者，从1953年起曾先后12次到过福

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5省的32个县46个畲族村庄进行畲

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亲眼目睹·畲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各民族人民友好合作的大家庭中，积

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社会改革，有计划地开

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获得蓬

勃的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的成就。

《霞浦县畲族志》是一部新型的地方志，把霞浦县畲族人民

的昨天和今天有机地联合起来，从历史到现在，从自然到社会，

从经济到政治，从风情到人物，从革命到建设等方面，作全面、

系统，准确的社会大观的综录。尤其是，它记录了霞浦县畲族人

民在新中国建立后的40年来，经历了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和所取得的成就，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前进中

成功的丰富经验和工作中的深刻教训，甚至一些失误。它忠于历

史，把握现实，富于时代感，不溢美．不掩过，为党和政府提供

翔实可靠的情况，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科学依据，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为

学术界、社会有关人员研究民族问题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也为全

国各族人民提供一本较好的历史教科书，帮助人们了解霞浦县畲

族人民的历史变革和现实变化。通过新旧对比，立足予现实的基

础上反思历史，帮助各族人民认识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

家庭中，各族人民团结合作的强大力量，激励各族人民振奋精神，

同心协力，推进改革开放。它将使我们更加深认识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少数民族的今天，只有社会主义

j



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从而启迪人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

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霞浦，满怀信心地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新

霞浦。 ’

当前，正值改革开放的年代，在建设具有序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四化建设事业中，我深信全县畲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定能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睦共处，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努力把

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虽现在霞浦县各族

人民面前，将是一幅更加绚丽、美好的前景。 一 ．

《霞浦县畲族志》的出版，是霞浦县畲族人民生活中的一件

盛事，也是霞滤县民族工作的重要成就之一。它标志着中国共产

党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伟大胜利。

《霞浦县畲族志)>的问世，是编写组同志们经过辛勤的劳动，

才结出的丰硕成果。本人读完这部书稿，兴奋不已，为此书的出

版，感到由衷的高兴。谨撰此小文以为序。
‘

施联朱

199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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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霞浦县畲族志》，是一部记述一个地方之中一个杂居、散

居少数民族的专门志书。记述对象为福建省霞浦县畲族。

． 二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民族

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实事求是记述霞浦县畲族的历史和现状。

力求使之成为具有时代特点，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严肃

的、科学的志书。

三本志记述空间以霞浦县境内有畲族活动的地域为主，其

中重点记述3个畲族乡以及畲族人口比例占60％以上的行政村，

自然村，记述时间上溯自事物在本县本族之发端，下限至1989年，

其中重点记述5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状况。
、

四本恚靠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结构分篇、章，节、目

四个层次，搿目”以节下的若干小标题作为标示。

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录并用，图表散插其间。文体

用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

五本志内容为五大部分。

大事记，系全书纵向脉络。

地理人口志，勾勒地翻≮厉史背景，记述人口、分布状况．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分志，涵纳主体内容，系全书重

点，记述其相应方面的具体状况及主要发展过程．

人物志，记载有所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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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为参考资料．

六本志中的专有名词，力求规范，尽量采用学名或标准名

称，必要时加注俗称，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治机构等等称谓，

均以当时称谓为准，必要时加以注明。

行文中除特别标明外，“县’’指霞浦县，“地区’’指宁德地

区，“省"指福建省。“30个畲村”指本县30个畲族人口比例占

60％以上的行政村(其中南塘略低于此比例)。

有关行政区域、单位一般按照习惯使用简称，如崇儒畲族乡

上水行政村，简为“崇儒上水"，民族事务委员会简为“民委”

等。

统计数字原则以县统计局所提供者为标准。未特别注明年份

的，均为1989年统计数字。

注音用汉语拼音，有的加注霞浦方言同音字，唯“语言”章

采用国际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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