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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莆田，地处闽中黄金海岸福(州)厦(门)公路中段，是一块得天独厚

的滨海宝地。 ，

莆田是福建最早立县的县份之一，自南朝陈光大二年(568)置县以

来，已有1427'年的历史。莆田县最初的地域，大致相当于现在莆田市的

地域。唐圣历二年(699)，析出西半部设清源县(后改称仙游县)。宋太

平兴国四年(979)析莆田、仙游、福清、永福(今永泰)地置兴化县。明正
统十三年(1448)撤兴化县，其地分归莆田、仙游两县。1984年分出城厢

镇、城郊乡、涵江镇、涵江乡另建城厢区、涵江区。全县现辖21个镇和1

个乡，人口1541225人。 ，

从地图上看，莆田县活象一条腾飞的巨龙：木兰、延寿、获芦三大溪

流汇聚的兴化湾，开发出福建最大盐场的平海湾和“世界不多、中国少

有”的湄洲湾，200多公里的海岸线，勾画出惟妙惟肖的龙头；福建四大

平原之一的兴化平原是龙腹；西北部的崇山峻岭是龙尾。南日岛和湄洲

岛是巨龙口中和足下两颗璀璨的明珠。境内水陆辉映，相得益彰。莆田

。的历史，特别是隋、唐以来的开发史，就是勤劳勇敢的莆田人民战天斗

地的奋斗史。
， 莆田是福建的第一人口大县。莆田人的祖先大多来自中原，华夏文

．明和闽越文明的紧密结合，孕育出独特的莆田文明，其历史漫长、连绵
‘不断，其系统完整、博大精深，莆田文明向海内外不断发展，又使她成为

举世闻名的侨乡，兴业开发的福地。 ．

莆田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素有“家贫子读书”的优良传统。有“文献

名邦"、“海滨邹鲁”、“田径之乡”、“戏剧之乡’’等誉称。莆田又是海神妈

’祖的故乡，南少林武术的发祥地，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光荣的革命
传统。近年，莆田荣获全国水利、渔业、平原绿化、农机、文化、体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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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妇

业百强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县，也是福建省改革开放综合试验

县、经济发展十佳县之一。

莆田有优良的修志传统，历代莆田人所修志书不下百部。如南宋史

学家郑樵以布衣之身独力编纂200卷的鸿篇巨著《通志》，宋乾道钟离

松、陆琰《莆阳图经》，乾道潘畸《莆阳志》，绍熙赵彦励、郑侨《莆阳志》，

明永乐《莆阳志》，号泰《莆阳志》，成化岳正《兴化府志》，成化黄体勤、林

若权《兴化府志》，，弘治彭韶《莆阳志》，黄仲昭《八闽通志》，周瑛、黄仲
昭《兴化府志》，嘉靖郑岳《莆阳志略》，万历康大和《兴化府志》，林尧俞

《兴化府志》，清康熙林麟焰《莆田县志》，雍正俞荔《莆田县志》，乾隆廖

必琦《莆田县志》，同治林扬祖《莆田县志》，民国张琴《莆田县志稿》，建

国前后朱维斡《莆田县简志》、《福建史稿》，l 959年编写的《莆田县志》

(草稿)。

本次修志为莆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1 985年以来，全县各界

人士及有关部门200多人投入修志工作。他们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多方

搜集资料，积极撰稿，历经八年，尤其是l 990年以后的紧张编纂，一部

新编《莆田县志》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是莆田历史上一件可喜可贺的

大事。本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详今略古的

原则，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编出一部权威性、可读性和

具有莆。田特色的信史，实为不易，我们谨于此表示致谢!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部《莆田县志》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

我们真诚地欢迎有识之士不吝赐教，为今后续编县志积累经验，为编纂

各部门志、乡镇志提供借鉴，为促进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而努力。

莆田的过去业已浓缩进本书，预祝莆田的将来出现更加灿烂辉煌
的篇章!

中共莆田县委书记

莆田县人民政府县长 冽万谗
一九九四年四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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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篇180多万字的新编《莆田县志》同大家见面了，这是莆田人民

的大喜事。

莆田修志自宋始，已有近1000年的修志历史。本次修志所用人力、

物力最多，也是发动群众最广泛、最全面的一次。

新编《莆田县志》以丰富翔实的资料，记述莆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

与现状，包括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华侨

以及方言、风俗、名胜古迹、人物等方面的内容，尤其是经济部分，在新

编《莆田县志》中占有突出地位，充分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所取

得的伟大成就，突出了时代特点、地方特点。

历史上，莆田人多地少，交通、能源紧张，工业基础差，农业脆弱，财

政收入少，人均收入水平低。然而勤劳、智慧的莆田人民，战天斗地，艰

苦奋斗，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工业、

农业、教育科技等方面的辉煌成就。莆田历史上科甲鼎盛，自唐朝至清

代，登进士第者1400多人，如今更是群英荟萃，人才辈出。现有被评为

高级、中级专业技术职务1．2万多人，大中专、中小学在校学生24万多

人，教师1．3万多人。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的设施也日臻

完善。若无百万人民群众在这块贫瘠土地上艰苦奋斗，继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莆田就不可能有今天

的大好形势，也就不可能成为全省经济发展十佳县(市)之一。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若无教书育人，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工作者和海外同胞同全县人民一道，励精图治，无私奉献，就不可能为



“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续谱新篇，也就不可能获得“田径之乡9J'、“戏剧

之乡”、“绘画之乡"、“文化工作先进县’’、“双拥模范县’’和省“科技兴县

试点县’’等殊荣。新志的特色就是能较全面地较客观地反映莆田的历史

业绩和不足之处，起了存史、资治、教化作用。

新编《莆田县志》可作为莆田的“百科全书"。新志的出版，既有助于

全县人民全面了解莆田县情，激发开拓精神，增强振兴莆田的信心，又

有助于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以及国外朋友进一步认识莆田，并为

振兴莆田贡献力量。

值此新编《莆田县志》出版之际，我对付出辛勤劳动的编纂人员、出

版工作者、有关领导、专家以及所有关心、支持修志的人士表示衷心的

感谢!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

业中，。再展宏图，再创辉煌；让我们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做伟大前辈的

光荣后代，作光荣后代的伟大前辈。

是以为序。

原中共莆田县委书记、县长‘士圭、士

莆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不不香1生

一九九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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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本志上限尽力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截至1990年底。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

称)人员表和卷首照片的下限截至1994年初。

(三)本志根据“详今略古、详要略次、详异略同”的原则，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

裁，全面系统地记述莆田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努力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色和行业特

色。

(四)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专志及附录等组成。总述综叙县情，统摄全志；大事记纵贯古今，

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建县以来的大事、要事，为全志之经；专志按“物以

类从，类为一篇”的原则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全志共38篇，卷首设序、凡例、总述、大事记、地图

和照片；卷末置附录和本志编纂始末。

(五)人物传记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县籍为主，选录对莆田社会发展有贡献或有影响

的各方面人物代表立传，按人物生年为序排列；《烈士英名录》系经省民政厅确认的烈士，按牺

牲年月顺序排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表》按技术职务系列，以姓氏笔划为序排编；

《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名表》按授奖时间顺序排列；《进士表》按考中年代先后为序。

(六)本志在记述1984年后的史实时，对划归莆田市的城厢区、涵江区的人、事、物一般不

记述。

(七)历代政府机构和职官等名称，均依当时的名称记述；人物除少数需记必要的称谓外，

均直书其姓名；地理名称，均依当时当地习惯记述，必要时括注今地名。

(八)本志纪年：解放前用中国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同一节内，只在首次出

现时加注)；解放后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8月21日(含8月21日)

莆田县解放之日的前后；“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的前

后。

(九)数字表述，执行1987年国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专用名词

均用全称。文字较多的常用专有名词，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简称，以后统用简称。

(十)解放后的统计数据一般采用县统计局资料，也有个别采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度量

衡和货币，一般按各时期原计量单位。

(十一)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年鉴、史籍、方志、谱牒、报刊、专著、文物、各部门提供的材料及

有关人士的回忆录资料，经考证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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