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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志书断限，上限由事溯源，下限至1 9 9 2年。

二，本书采用记、述、图，表、传、录形式，以志为

主，采用语体文记叙体，用字以现行简化字为准。

三、本书使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历史

纪年，括注公历，建国后J甘公历纪年。为了简化，本书用建

嘀前后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四，本书计量单位采用公制。

五．誊本书‘^大事记”所述为本县交通史上重大事件j主

要采用编年体记述方法，按时间顺序记载。记事本末体为

镝。
1 4 ·j。

j

．：． ，-

六、机构沿革在。交通管理一一章中记述，不另设专

章。

七，人物传根据“生不立传”原则，对现代省级以上先

进者统一列入人物表内。

八，本书是行业志，包括全县陆．河、海，铁所有交通

行业(不包括邮电)。



序(一)

新来乍到，有幸寝卷拜读，十分欣慰。仙游县自古迄今

千余年交通运输的历史与现状历历在目，深受鼓舞和启迪，

使我在较短的时间内对仙游的交通运输概况有了一个比较深

刻的认识，对今后进一步搞好交通运输工作有着十分有益的

借签作用。 ．．

仙游县交通运输战线的广大予部职工，在昔日的峥嵘岁

月中，战天斗地，历尽艰辛，：开辟了．『一条条道路，架起了一

座座桥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和

心血，值得大书特二挎，‘载于史册；。本志的编者作了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工作，他们经过数载的广征博采，案牍劳形，勤奋

笔耕，·遵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新编地费2占工作暂

行规定》精神，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

幕本原91|I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结合本县交通运输事业的实际，对历史资料进行严格

考证，筛选，分门别类进行编纂，因而资料翔实，‘体例完

备，结构严谨，文字筒炼，图文并茂，将思想怪、。资荆性和

科学性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和时代精神。

当前，改革开放的潮流澎湃向前，仙游县已成为海内外

客商踊跃投资开发的热土。中共仙游县委，县政府遵照福建

2



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南北拓展，中部开花，连片开发，山

海协作、共同发展"的战略，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对成片

土地的投资开发，不仅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而且

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搞好开发区的三通一平，大力进行

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要致富，开大路》的号召下，为

改造，扩宽国道，省道、市道和4 0 0 0公里繁忙路线建设

中心，沟通南北，提高运力，繁荣经济，各级都成立了先行

工程建设办公室，根据县委、县政府制定的规划。．仙游县自
1 9 9 8—2 0 0 0年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近3亿元人民
币，修建，改造、扩建1 5条(段)公路，总里程2 4 3．2

公里z为改革开放，发展仙游经济创造有利条件。规划是宏

伟的，任务是艰巨而光荣的。我有信心有决心与仙游交通战

线的广大干部职工一道，发扬“团结，拼搏，务实，奉献一

的精神，为仙游的交通事业工作健步跨进二十一世纪而自强

不息、奋斗不止，为仙游的交通运输事业谱写新的辉煌篇章l

仙游县交通局局长谢美福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8



序(二)

路，是大地的彩带， ．

桥，是溪河的脊梁。·

勤劳的仙游人民，在这块如诗如画的热土上，系上了条

条彩带，撑起了道道脊梁，从而使千仞高山成平原，万丈天
堑变通途l

从曲曲弯弯的斜阳古道到坦坦荡荡的沥青公路，从似弓

如月的山涧小桥到蜿蜒似龙的混凝土钢筋大桥，行走着南来

北往的人群，奔驰着东驮西运的车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巨轮把仙游的道路越辗越宽广。。

回顾历史的征程，审视现实的图景，展望未来的蓝图，
让人们了解仙游的交通事业，让仙游的交通工作跃上新的台

阶，我想，这正是编纂此书的初衷。
局之有志，犹如国之有史，族之有谱，家之有乘。志可

存史，可资治，可教人，可温故而知新。本书的编纂者经过

三年的筚路蓝缕，数易其稿，写成了《仙游交通志》。这部

志书由凡例，概述，大事记、实记以及人物传，群英谱和后

记等部份组成，并辅以图(照片)、表、录等，记载着自唐
代至公元1 9 9 2年底的仙游县交通运输的历史和现状，其

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翔实，文字简朴流畅，洋洋l 0万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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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可以传之后世的交通信史。

我有幸于1 9 8 7年1 2月躬职于仙游县交通局，亲睹
交通运输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创业之艰辛，倍感交通运输事业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先行作用，因而觉得很有必要将交通运

输战线的方方面面载于版籍，献给世人'、传诸后代，让今人

与后人从此书的字里行间吸取有益的营养，励精图治，奋发
图强，将仙游的交通运输工作搞得更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仙游交通志》出版之际，应编辑室之约，特草此

序，寄托对仙游县交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的深情厚意·

2。

仙游县交通局原局长陈玉贻

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

5



概 述

仙游县地处福建东南沿海中部，戴云山东麓，位于木兰

溪上中游。在北纬25。107至25。4S7，东经118。277至118。56，

之间。东西宽4 9公里， 南北长6 3公里， 海岸线长5公

里，全境总面积1814．6 7P平方公里， 现有1 9个乡镇8 2 0

个村，人口914877人。

仙游县境与8个县市相接壤，东界莆田、北邻永泰、西

北与德化相连，西南与永春、南安、泉州、晋江毗邻、东南

与惠安相接，北负戴云山脉，南临湄州湾通东海。境内多

山，溪流众多，东西乡平原的丘陵地；带，占全县总面积20％。

这种地理环境条件决定了它的交通运输具有以陆为主，溪、

海交通兼备的特点。随着地理环境条件的变迁，仙游交通运

输的方式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宋代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初，水上的交通运输优于陆上的交通运输，以后由于海上封

锁和溪床淤积，水位下降，水上运输衰落，逐渐为陆上运输

所取代。

古代，先民们就已走出许多羊肠小道。汉代已辟有自福

州经仙游枫亭直达广南的通道，唐代修治为驿道，设有驿
馆，宋代进一步发展，经元，明、清历代的陆续增修扩建，

先后开辟了仙游县城通往水泰、永春，德化，泉州、惠安，

6



莆田等县际古遭和境内的乡村大道，‘山村小道，连成交通网

络。古近代的交通长期处于徒步、肩挑、背负，畜驮和少数
轿奥的原始落后状态。民国1 3年(1 9 2 4年)开始兴建

公路，多为另星片断的路坯；抗日战氧期间为阻止IEI寇入侵，

境内公路尽．被奉命毁坏，，战后仍未修复。’，1 g 4 9年1 0月

全县只有福厦线和仙郊段二段公路勉强通车。民国1 4年第

一辆汽车引进本县后，仙游的交通运输形式，工具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抗FI战争以后，汽车运输业不景气，非机动车成

为民间短途运输的一支主要力量，木兰溪航道也成为全县唯

一韵交通运输线，四十年代溪运盛极一时。宋代枫亭港的海
运就很兴盛，民国期问一度曾成为秀屿港的转运点，也是仙

辨的主要进出口岸。仙游的交通工业向来落后，全县只有几

家自行车修配店，+设备也很简陋。

建国后，j仙游的公路交通得到迅速发展。建国初期，首

先修复，改造旧公路，重点修建经济路线，开发山区。1 9与8

年大跃进期间，．修建社队公路l 7条全长8 1．’7 2公里。‘
1 9 q 6一一1 9 7 6年改建旧公路，续修新公路1 2 1公

里。1 g 7 8年改革开放以后，公路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

时期。1 9 8 4年开始全面对国，省道公路分期改造，对3
条县道公路的1 2处集镇“卡脖子"路段进行重点改建、扩

建，提高公路等级标准，延伸续建山区公路，打通断头路。
1 9 8 8年起为扶持贫困乡村修建公路和桥梁。改革开放的
1 4年全县共新建乡村公路2 5条，全长2 8 4公里，为交

通运输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良好的道路条件。1 9 9 2年

金县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占有公路里程由建国初期的0．7 7

公里增至3 6．8公里，达到乡乡通公路，7 8％以上村庄

通汽车。同时改建、新建永久式桥梁，涵洞和乡村机耕大

7



道。随着机动车逐步取代人畜力车和溪船运输，仙游的汽车

运输业经过了从小到大，从单一成份到多种成份的发展过

翟。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各种机动车辆迅速

增加，拖拉机也纷纷驶上公路，参加社会运输。．全县陆上运

输形成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成份、多方式并存竞争的新

局面，运输部门独家经营的局面被打破，异军突起的“两户

一体"运输业成为一支最活跃、不可缺少的补充力量。公路

运输的发展，木兰溪河床的淤积，盛极一时溪船航运业子

，9 6 7年消失。仙游地处前线，面对台湾，长期处于战备状

态、海上封锁的枫亭港海运业长期停滞，未能发挥其应有作

用。1 9 8 0年中共中央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方针，海运

事业方兴未艾。秀屿港的开发兴建，枫亭港成为湄洲湾航运配
套的建设项目之一，枫亭牛头湾于l 9 8 5年修建开辟为新

海港口岸，枫亭港的海上运输开始振兴。随着公路运输的

发展和运输市场的开放，机动车辆的增加，促进了交通工业
的迅速发展。全民，集体、合资，个体的交通工业企业纷纷

开办，从事修理的厂家遍及城乡各地，车辆配件生产，供应

厂店应运而生，仙游电机厂创制的汽车尤i64电机，产品畅销

国内外。
。

综观古今，仙游县的交通运输业建幽后得到迅速的发展，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起了“先行官"的积极作用。当前更是百

业俱兴，形势迫人。由于历史原因，投资有限，全县交通的

基础设施仍是国民经济建设巾的薄弱环节。目前县已成立先
行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制订实施先行工程计划，加快

先行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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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唐圣历二年(6 6 9)
’

划出莆田县西部设立清源郡(今仙游县)。

唐咸通三年(8 6 2)‘

建南田桥，这是仙游县最早建造的桥梁。

宋庆历元年(1 0 4 1)

枫亭陈洪忠倡议修建太平桥，亦称“洪忠桥修，于
1 0 4 8年建成．．

宋庆历三年(1 0 4 8)

这年发生洪灾，大水冲圯龙津桥。

宋庆历六年(1 0 4 6)

1 2月 蔡襄令各县从大义渡(今乌龙江渡口)至泉

州，漳州8 5 0余公里的大路两旁栽松树，以荫行人，仙游

从长岭至枫亭1 4公里大路两旁栽有松树。

． 宋绍兴八年(1 l 3 8)

原肇庆太守陈可大(城内人)和其兄陈可久捐资倡建仙

溪桥(南门旧大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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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乾道五年(1 1 6 9)

仙游蔗糖开始从太平港(今霞桥港)运销江淮一带。

宋嘉定二年(1 2 0 9)

陈谠(今度尾人，殿中侍御史)同和尚守净师杰三人倡

建石马桥和青龙桥。

明洪武三年(1 8 7 o)

这年发生洪灾，大水冲圯会仙桥。

明洪武四年(1 3 7 1)

知县用从善倡建县前，沙溪，石马3处邮铺，各配铺兵

4名，铺司1名。

明嘉靖二十年(

这年发生洪灾，大水冲圯大济桥。
。

明嘉靖三十六年(1 5 5 7)

农历六月初一，倭寇(日本)在太平港登陆。枫亭百姓

奔上金锁桥，桥断压死多人。
’

清康熙十九年(1 6 8 o)

八月六日暴雨，南门桥被冲毁5墩。

清康熙四十五年(1 7 0 6)

施公祠建于东门，纪念都督施琅在仙游修建石马、仙

水、青龙、广桥、平政、南桥、巩桥等桥梁的业绩。

． 清雍正二年(1 7 2 4)

建涵井至沙园3 0华里石大路(县驿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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