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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 吉
刖 青

根据国发(1 9 7 9)3 0 5号《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

定》的通知精神，我县于一九八。年八月开始进行地名普查。、这本

《南靖县地名录》便是这次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之一。

在开展南靖县地名的普查、确定，恢复、更正、更改和调整等一

系列工作中，．我们采取领导、群众和专职人员三结合的方法，坚持走

群众路线，集思广益，一切从实际出发，既注意其历史、影响，又顾

及其位置，环境和互相联系，经过审定把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

来，把被林彪、 “四入帮”任意篡改的地名拨乱反正恢复过来，把

l：5万地形图上标错的地名更正过来，遗漏的补上去，把需要更改

的地名，通过与基层干部、群众协商讨论，县人民政府审批后，予以

确定下来。对可改可不改的地名，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使用习惯了的

地名，则不轻易变动，力求做到“留者有利，改者有理”。

编制《南靖县地名录》，是我县一件具有严肃政治意义和深远历

史意义的事j清。它对于我县逐步实行行政管理和科学管理现代化，无

疑地将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这本地名录中的地名，都附有汉语

拼音，它不仅符合国内地名标准化和推行文字改革的要求，而且还起

着便利国际交往的作用。鉴于地名标准化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政治、经

济，文化和国防建设，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外事交往的

大事，今后，各行各业所使用的有关地名，凡与标准地名不一致的，

应以这本地名录所录取的地名为准改正过来。本地名录，只作地名

用，不做任何权属的依据，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动个别地名，应按国

务院(1 9 7 9)3 0 5号文件规定，逐级上报审批。文内数字除个

】



别外，均以一九七九年县《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为据。文中有关革命

斗争史料，如有出入，应以《中共福建党史》为准。

这次地名普查，总共查对了全县各类地名三千零四十四条，经过

标准化处理后汇集于这本地名录的共有二千七百八十六条。其中行政

区划名称一百八十一条，自然村名称一千五百四十九条，人工建筑和

名胜古迹名称五十七条，有独立方位和场地意义存在的企事业单位名

称三百二十六条，自然地理实体(即山、河、江、湖等)名称六百七

十三条。这些地名，还不可能通括我县现有地名的全部，这是因为我

们对这项工作尚缺少经验，加上时间匆促，能力和水平限制，必然会

有一些错漏，望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继续予以增补完善。

南靖县地名办

公元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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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宽60公里。地势西北高峻，东南低平，属丘陵地带，在河流两岸

有冲积平原。岩石以花冈岩为主，其次为砂岩和石灰岩，以及二迭纪

龙岩组煤系地层。山地以红壤、黄壤、残积土为主。河谷以黑灰土和

赤土田为主。一千米以上的高山有52座，其中有与漳平交界的朝天岭

主峰金面山(高1 342．7米)、鸭尖山(高1 225米)，和溪西部东溪炉

山(高1 232．7米)、与华安交界的粗石尖(高11 53米)、南坑与平和

交界的小尖仔(高1 1 78．8米)，最高点为书洋公社的蛟塘崇(高l 390

．9米)，尚有闽南著名的圆山。主要河流有船场溪、龙山溪、永丰溪

三大水系，流至靖城双溪口汇合流入芗江，称九龙江支流西溪(亦称

双溪、南溪)。大小支流72条，总长1 066公里，贯穿全境。

南靖县历史悠久，现隶属龙溪地区，为古老县之一。古兰水县即

今南靖县，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府南有兰水废县，梁所置也，

属南安郡，隋属泉州”。《闽书》记载： “隋书舆地志载：龙溪县梁

置，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 9 2年)并兰水、绥安二县入焉。绥安近

漳浦，而兰水或即南溪矣。”《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南溪在漳州

府城南，溪有二源，本日双溪。”至午县治的准确地点，据《漳州府
志》记载： ～准兰水故县，今莫知其处矣。”

我县是元朝畲族反元起义的中心地带。元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 321

年)因其地险远难以控驭，遂拆龙溪、漳浦、龙岩三县地(据《福建

通志》记载：梁曾于其境置兰水县)置南胜县在九围矾山之东(即今



平和县南胜)。元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 337年)畲族李胜等起义，被

陈君用袭杀后，迁县治于小溪山格之间的旧县。元惠宗至正十六年

(公元1 3 56年)，以地僻多瘴，又迁于双溪之北的兰陵(即今靖城)。

然因地处南陲，屡“寇”不靖，故改名为南靖，以兆佳祥，沿用至今。

据明正德旧县志记载： 。南者以在福建之南，靖者取安靖之义。"这

就是南靖县名的由来。尚有兰永．双溪，山城诸称。据《福建通志》

记载： 。平和县本南靖县地”，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芦溪詹

师甫等农民起义，被南赣抚臣王守仁镇压后，才割南靖县的清宁、新

安二里和漳浦县一部份土地置平和县于九峰。

抗日战争开始，鉴于县府靠近漳州平原，时受敌机骚扰，遂于一

九三八年七月(民国二十七年)西迁山城至今，是时，旧县府所在地改称

靖城镇。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南靖全境获得解放，仍以山城为县驻

地，设置人民政府。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

民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又更名为县革命委员会，一九八

O年十一月又恢复原人民政府之称。解放初期，全县划分七个区，后

把和溪、奎洋两乡划为第八区。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平和县的金竹、葛

竹、大岭、北坑划归我县。一九五七年三月，我县第六区靠近龙海

的程溪、官园等地划归龙海县；靠近漳浦的南浦、马苑，龙溪圩等

地区划归漳浦县；靠近平和的杨厝村划归平和县。同时，华安县的

蓬莱、迎新、迎富等地区并归我县。一九六O年龙岩县的长塔、泉坑

等地划归我县。一九五八年五月，撤区扩大乡镇组织，全县划分为一

个镇，二十三个乡，一个农场。九月间，成立十个公社、一个农场、一个

林场。一九六三年三月间，在城关恢复山城镇建制。一九六九年二月

并入山城公社为居民大队，一九八。年九月又恢复城关镇。一九七八

年五月，因越南排华，安置难侨于丰田农场，故改称丰田华侨农场。

一九八一年全县共181个生产大队(作业区．居委会)，1928个生产

小队，1549个自然村。至一九八O年底，全县50195户284881人j其

中农业人口260271人。绝大部份属汉族，讲闽南话，书洋、梅林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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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十一个国家和

港澳地区。

我县革命斗争历史悠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科岭属中央
‘

苏区管辖。一九三一年农历五月份开始，闽西党领导人邓子恢、张鼎

丞、李明康等同志先后到科岭一带领导秘密的革命活动。一九三三年

四月初九，建立科岭乡苏维埃政府，随之便进行分田。还有月水、坂

场等地也进行分田。翌年在上科岭成立岩(龙岩)、永(永定)，靖

(南靖)的靖北区苏维埃政府。这时已建立革命根据地(包括程溪一

带)近一百个村。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中央红军进漳时，红十五

军司令部、政治部分别驻我县靖城的文庙和城隍庙。一九三七年秋，

闽南地下党派“漳州芗潮剧社”负责人柯联魁同志到我县活动，后组

织“抗敌后援会南靖分会”和“山城．支会”，领导开展抗日宣传工

作。一九四二年后，闽南地委从乌山转移，隐蔽在我县油柑坪、竹

园、半山、炭坑、大岭一带开荒生产自强，开辟了系山、大岭、加冬

叶坪、北坑、葛竹等地为我闽南党和闽西南支队的游击根据地。解放

战争时期，闽粤赣边区党委魏金水、刘永生同志和闽南地委曾在大岭

村集训基层干部、兵员。在此期间，边区党委领导同志，登山眺望，

但见群山起伏连绵，林涛万顷似海洋，因此称之“树海”。一九四八

年，地委机关再次迁至大岭、北坑，并架设电台，同时第二次集训基

层干部，传达边区党委新指示，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配合中国

人民解放军南下，为解放全闽南作了准备。一九四九年九月，解放大

军在我县宝林等地与闽南第八支队会师，解放全南靖。

我县地处亚热带。年平均气温摄氏2 0．8度，最冷(二月)是

1．3。C，最热(七月)38。C，无霜期320天，年降雨量1 732．3公厘，

多集中在三月至九月。我县大体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气候温和，雨水

充沛，土地肥沃，自然资源特别是森林资源比较丰富，是闽南主要林

区县之一，也是全省粮食、甘蔗、柑桔的基地县之一。金县农业劳动力九

万四千四百八十七人，耕地面积三十一万三千亩，一九七九年农业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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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四十二斤增加四千七百三十六厅。全县山地面积二百一十三万亩，

森林面积一百七十八万亩，绿化程度达百分之八十五点三(包括木本

茶果)，复盖率达百分之六十一点八。不仅有大量的松、杉树、阔叶

树，还有名贵的楠、樟树，木材蓄积量达二百五十万立方米。毛竹立

竹量二千万支，尚有罕见的“人面竹”、 “四方竹”、 “银练竹”，

“金丝竹”。解放以来全县贡献木材一百九十七万多立方米、毛竹二

千五百五十九万支。经济作物有甘蔗、花生、黄麻、茶叶、烟叶等。

茶叶年总产四千九百四十四担，居金地区第二位。林茂花源广，养蜂大

发展，为全地区第一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全国南方中蜂主产区第三

次协作会议在我县召开，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到南坑公社拍摄科教影

片《蜜蜂王国》的镜头。我县又是。水果之乡”盛产柑桔、香蕉、龙

眼、荔枝、菠萝等，特别是柑桔，一九七九年总产六万九千担，比一

九四九年的五百九十八担增长四十六倍，居全省第二位，为全地区第一

位。林副产品之香菇、银耳、薇菜干也颇负盛名。农业机械化有较大

发展。一九七九年全县拥有各型号拖拉机一千一百四十七台，机耕面

积一十三万七千亩，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四十四。还有农用汽车四十

一辆，各型号柴油机，动力机一千零一十七台，龙江I 20联合收割机

五台、割晒机二十台，电动喷雾器二百四十八台，初步改变了耕作条

件。全县可开发水电资源蕴藏量达九万多千瓦，已建小水电一百八十

二座，总装机容量一万六千八百五十千瓦，架设3 5 KV级高压电力

网总长8 4公里，变电站六座，已有一百四十五个大队、一千二百三

十四个生产队实现照明、碾米电气化。龙山水电、内樟祠水电、后眷

水电等一十五处，装机容量10905千瓦已联入闽西南电力网。一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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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全国农村小水电现场会在我县召开。靖城、山城是我县粮蔗主产

区，，地处低洼，昔时，屡受九龙江洪水侵害，解放后，我县为根治水

患，注重防洪，防汛工作，在山城石砌525米长的防洪石堤；靖城垒砌

石护坡622米、石护脚800米长，尔后千挑万担，千夯万砸，筑起断面

高八米、上宽五米、底宽六十米、长三点六公里之防洪堤，沿堤两旁

遍植刺竹、林木。一九六。年“六-九”特大洪水袭击后，各级政府

拨款资助，组织劳力不断维修增高培厚加固，使之当汛期一到，拒洪

于堤外，确保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全县还建起电灌、电排站I 74座，

总装机容量1 41 50千瓦，水库I 9座(其中百万M3一座)总库容量453万
立方米。 ，

我县矿藏丰富，根据地质初步勘测，大约有明矾、石墨、云母，

镜石，石英、泥煤、高磷土、石灰石、硫铁矿、铜等48处矿藏，特别

是五更寮铁矿和长塔、月水的无烟煤矿，居地区第一位。解放前工业
落后，全县仅有一家火力电厂和一所破旧的印刷厂。解放后，有日

榨八百吨的南靖山城糖厂、。日榨二百五十吨大房糖厂、日榨五百吨

的龙山糖厂、龙山造纸厂、船场水泥厂j合成氨厂l、‘化肥厂、林化

厂、瓷厂、陶器厂等，尤其是县林化厂所生产的紫胶、栲胶，畅销国内

外，该厂试验食用紫胶色素提取初步获得成功。书洋，金山松香厂的

松香产品，透明度强i色泽淡黄、软化点标准，一九七四年经全国评

为土法生产特级松香第二名，也是畅销国内外之产品，尤其是东南亚

一带最为欢迎。县合成氨厂被评为全国小氮肥战线红旗单位。全县五

小工业也有了发展，截至一九七九年底统计，全县工交系统全民和集

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有一百零九个，职工六千五百八十一人，工业总产

值五千三百七十五万元，比一九四九年的二千一百元增长四十八点八

倍，近三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一点七：手工业有遐迩闻名的靖城下魏淡

水草席，和溪藤椅和书洋草纸，县竹器厂的竹编、竹筒席参加广州交

易会展销。交通运输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南靖山城为中心沟通各

公社(场)的公路网已初步形成。以漳州至龙岩、山城至长塔为干线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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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几经开阔拓平，路基保养，已大为改观。现全县通车里程达七百

二十点六一公里。三十年来共修公路六百五十点六一公里。拥有汽车

二百五十辆。已通车一百四十六个大队，尚有三十个大队未通公路。

一九七九年全县财政收入九百零九万元，外贸出口总值三百零八

万元。科技、文教，卫生等方面也有了发展。解放前，只有一所民众

教育馆，一所初级中学，一百三十五所小学，一所幼儿园。一九七九

年统计，全县全日制各类中小学校一千七百九十七个班级，六万零五

百七十二人，其中完全中学八所，初级中学九所，小学三百六十九

所，县办幼儿园一所j适龄儿童基本入学，普及小学教育。文化事业

有县芗剧团一个，剧场一座，电影院一座，文化馆、体育场各一个，

还有县办电影队九队、社办电影队十四队。县成立科技普及协会。卫

生方面有一所县医院，各公社(场)有保健院，共有医务工作人员六

百二十人。病床由一九六。年的九十张增加到三百九十三张。大队合

作医疗床位数一百二十八张。此外，尚有县防保站、福利院。

我县原有名胜古迹、革命胜地十多处，但因历经沧桑，特别是十

年浩劫中横遭破坏，现幸存者无几，有的惟遗残址。其中有一九三二

年中央红军进漳驻靖时，曾作为红十五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靖城文庙

(大成殿)和城隍庙，均建于明朝。一九八O年拆文庙改建为社办影

剧场。城隍庙因年久失修而破损不堪。还有明万历己未建的文昌塔，

宝珠山有明建周濂溪祠(俗称宝珠岩，已毁)和道源亭。昔时县八景

之一的“鹅髻仙踪”在金山鹅髻山，山上本有。九鲤飞真”庙(已毁)，

山腰有“飞来亭”尚完好无损。还有金山水美公路旁依山临水的“凉

露亭”建于明朝，为行人休息之所。中央红军入漳时，曾歇息亭内，

在对面小庙墙壁上书写的宣传标语今尚在。革命文物有城关镇大同路

墙壁上的红军歌谣《告白军士兵歌》。革命胜地有科岭纪念碑、五更

寮纪念碑、金山纪念碑，分别记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我县人民革命斗争事迹。另有和溪乐土亚热带雨林被列为省重点

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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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镇、场)概．况表(一)

公社，镇、场 驻 地 生产大队 生产队 自
人 口

然
(居委会) 居民组 村 其 中 其 中

名 称 自然村名称 (作业区) 总户数 总人口 城镇人口

(个) (个) (个) 农业户 (人) (人)

合 计 181 1928 1549 49159 45294 282597 23232

城 关 镇 中山路 5 56 12 3319 980 19007 12573

山城公社 北仔顶 26 273 169 7198 646l 40980 52

靖城公社 靖城圩 24 346 118 8690 8373 49844 1825

龙山公社 龙山圩 20 188 220 5256 5116 29522 1508

金山公社 金山圩 19 22l 315 5165 5148 30572 891

和溪公社 和溪圩 14 129 121 3425 3288 18678 862

奎洋公社 绍 远 9 94 74 2563 2549 13734 688

梅林公社 梅 林 9 87 57 2143 2142 11948 50‘I

世 书洋公社 旧 圩 17 160 94 3708 3688 21422 661
、·

船场公社 顶 埔 19 192 186 3943 3919 24089 1647

南坑公社 下 圩 11 129 145 2159 2157 13924 1394

●

丰田农场 横 山 8 53 38 1590 1473 8877 630

注：181个生产大队中包括城关镇的三个居委会、1928／{、生产队中包括城关镇的29个

居民小组，该数字系81年4月份统计数，其他数字为了9年年鉴统计数．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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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镇、场)概况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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