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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地名普查的基础上进行编印

、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中国地名

》，我县于一九八。年九月，抽

、水电、教育、邮电、文化、工

名办公室，深入基层，走访群

普查工作，至一九八一年六月基

本结束。普查范围包括行政区域和自然村、居民点名称；自然地 ．

理实体名称；机关企事业和专业场、站使用的名称；主要人工建

筑物和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的名称，共普查地名6254条。我们

按照国家和省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的有关规定，在保持地名稳定的

基础上，对某些地名混乱的现象和重名大队以及生僻字，进行了规

范化、标准化的处理。经过普查和标准化处理之后整理的地名一

览表、地名卡片、地名图以及各种概况文字材料，业经晋江地区

地名办公室组织验收，上报省地名委员会批准。

收入本地名录的地名计6141条，其中行政区域和自然村、居

民点名称4155条(包括废村150条)。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专

业场站使用的名称947条，主要人工建筑物名称353条，主要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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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实体名称599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名称87条。在普查

中整理的县概况文编在地名录之前，各公社(镇)、主要农林场、

名胜古迹等的概况文字材料，穿插在各类地名之前。国务院《关

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县地名命名更名附表编在地名

录之后。附录部份有：南安县史话和一些地名来历含义；南安县

历史上一些主要名人和咏南安山JII的著名诗篇； 南安侨乡和南安

同台湾亲缘关系．

地名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

和国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是一项政治性，

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有关地名的命名、更名，要遵照

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报请县及县以上人

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任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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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概‘况

南安县位于福建东南沿海，地处晋江中游，东经1 j 8。8 7至

．f 1 8。36 7，北纬24
6

34 7至25。1 8 7。东接泉州市，西通安溪县，

北连永春县，东北-9仙游县接壤，东南与晋江县毗邻，西南与同

安县交界，南部与大、小嶝岛及金门县隔海相望。全县面积1965平 。

方公里。·九八O年底共有2 1万多户，1 05万多人。均属汉族，讲

汉语闽南方言。
。

县人民政府设在溪美镇。

南安开发甚早，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

东、西溪两岸地区劳动生息。现已发现丰州、英都等地新石器遗

址多处。

三国孙吴永安三年(公元二六。年)在今丰州古城置“东安

县”，为建安郡九县之一，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二八二年)改为晋

安县，后梁初改为梁安县；梁天监中置南安郡，为全省三郡之一， 一

辖兴、泉、漳之地。隋开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改郡为县，为 ：

全省四县之一。唐武德六年(公元六二三年)置丰州于南安，州

治设在今丰州，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并丰州入泉州(今福

州)．嗣圣初(公元六八四年)分出南安、莆田．龙溪三县地置武荣

州，南安县城丰州为武荣州治。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七OO年)

武荣州治迁往东南十五里今泉州地，丰州仍作南安县治。一九三 -

七年县治迁往溪美镇。

南安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解放，时全县置I 1个区，一九

五八年改为9个公社。一九六一年设12个区，辖65个公社。一九

六五年撤区改设18#-公社。现全县有22个公社，一个镇，八个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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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农林茶场；大队，居委会381个，自然村3751个，其中废村150个．

解放后，南安的地域有所变迁，先后将丰州公社的招贤、延

陵等39个自然村划归泉州市，又官桥公社的紫溪、三同等村划归

晋江县及整个大嶝公社和石井公社的莲河、霞浯划归同安县。

取名“南安”，系封建王朝意在保持闽疆南部安定。丰州古

城，系明嘉靖三十八年知县夏汝砺为防倭寇而筑。筑城之前，环

城植柳为界，故别称“柳城”。县治迁溪美镇后，溪美镇别称沿

用“柳城”。

南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中山、低山渐次过渡到丘陵、河

谷平原，形成明显的阶状倾斜。西北山峦连绵，东缘为花岗岩丘陵，

由中生代火山岩构成的陡峻山体，系戴云山脉向东南蜿蜒的山地

丘陵。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山峰有七座，其中位于翔云公社与同安县

交界的云顶山为最高，海拔1 175米；其次有位于东田的芹山，向

阳的五台山及蓬华的天柱山。地质结构，其基底岩层属于华厦古

陆、闽东南新华厦系火山岩基底隆起带的一部分。长乐——诏安

活动断裂带通过县境中南部，晚近期新构造活动较明显，历史上

曾记载过1 8次地震，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在翔云公社与安溪

县交界处发生过5％级地震。矿藏有花岗岩、高岭土及铁、钨、

磷，硫铁矿等大小矿点一百多处，其中花岗岩储量达一亿多立方

米。名闻中外的石砻石储量一千四百多万立方米，高岭土有两大

矿带和一个沉积层，储量有五千多万吨，梅花岭钨矿现已开采。

码头、罗东、官桥有温泉。

主要河流有东溪，系晋江的东干流，源于永春的锦斗，自西

北向东南流入南安九都，先后纳诗溪、淘溪、罗溪，梅溪等支流，

至丰州双溪口与西溪汇合，始名金溪，为晋江下游。源于永春横

口的西溪，系晋江的西千流，经安溪县至南安仑苍，流经城关、

美林等公社，纳英溪、兰溪等支流，于丰州双溪口与东溪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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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全长分别为70—一40公里，利于航运和灌溉。还有南部东目

公社的鹏溪、官桥公社的前溪(又名官桥误)、九溪和水头公社的

寿溪等，它们均自行流出境外，不与东西溪汇合。

由于山多，溪涧纵横，地形较为复杂，有山地，丘陵、盆地j

河谷平原及沿海滩地。山地面积1369平方公里，占69．7‰水面

面积87平方公里，占分4％；耕地323平方公里，占16．4％；村庄道路
1 86平方公里，占9·5％。盆地大多分布在诗山、：码头、金淘、梅

山、康美、洪濑、英都及溪美等公社，丰州及南部沿海则多平原

和低山丘陵。这些河谷盆地和沿海平原，土壤肥沃，灌溉方便√

人口稠密，为本县主要农业区。南部石井、水头两个公社滨海?

海岸线长三十多公里，多数为平直沙岸。 ．’． ；

南安属低纬南亚热带温润性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气候温和，热量充足，雨量充沛．正如唐代诗人韩倔流寓南安时所

描写的“四序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年平均温度1 9℃，

最热的七月平均约28．6℃，最冷的一月平均约j o．7℃；绝对最高

温度为39℃，绝对最低温度为一4℃。多年来平均降雨量1 600毫

米，年际变幅大，最多的一九六一年达2268毫米，最少的一九六

七年仅966毫米。平均年无霜期330天。本县南北两部因距海远近

和地势高低，气候有所差异，南部以溪美为代表，冬较暖和(一

月12．6℃)，低温持续短，以轻霜为多，北部以诗山为代表。冬较

冷(一月1 1℃)在冷空气侵袭下常出现负温，霜冻较重，最长连持

五天。主要的灾害性气候，是寒流侵袭而引起的倒春寒和秋寒，

以及有台风、洪水、龙卷风、干旱等。

经济以农为主。现有耕地48万多亩，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

小麦、甘薯，一九八。年粮食总产量五亿五百多万斤，平均亩产一

千三百多斤，经济作物以甘蔗、花生、黄麻、大豆为主。一九八。

年甘蔗总产达二十五万吨，是本省主要产糖县之一．城关的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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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州的金山，出现了甘蔗亩产超三万斤的高产田。五十年代，城

关的贵峰高产黄麻，闻名华东。金淘席草，质量优良，誉满闽南。

林果茶业发展较快。全县有林地一百六十多万亩，以马尾松

为主，其次有杉木、柯木、油茶、毛竹、相思树。以杉木为主的

用材林基地有五台山、罗山，南金三个国营林场，共计七万多亩。

果园面积十万多亩，主要品种有龙眼、荔枝、柑桔、橄榄、杨梅、

桃李、柿子、菠萝等，年总产量二十万多担，届全省第三位，尤

以龙眼、杨椅、柑桔为大宗，是我省龙眼、柑桔生产基地之一。

茶叶产量有八千四百多担，眉山的眉峰茶和丰州的石亭绿茶为历

史悠久的出Iz／名品。英都、东田等山区普遍种植油茶， 年产油茶

籽二万多担，居全区首位。

畜牧业以养猪为主。常年生猪存栏数二十万多头，养牛也很

普遍，是全国商品牛基地之一，官桥牛圩是全省耕牛交易第二大

圩。

石井公社是主要水产区，一九八O年海洋捕捞量六万余担。

海蚵、土蛏、海带、紫菜等海涂养殖有较大发展。

社员家庭副业有养殖、加工、编织、建筑、搬运、养蜂、采

石等．种植蘑菇，银耳，也已成为本县民间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

一九八。年农业总产值近一亿四千多万元。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解放以来全县兴建各种水利工程三万余

处，现有十万立方米以上水库一百八十二座，蓄水量计达七亿二

千万立方米，其中百万立方米以上水库二十七座，千万立方米以

上水库五座，最大的系位于九都的山美水库，库容三亿九千五百

万立方米，是晋江地区灌溉、发电、防洪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

程，可以灌溉南安、晋江、惠安、泉州四个县市共67万亩；坝内

电站装机容量3万珏，并入闽南电网。全县小水电站已建成投产

的总装机一万二千珏，年发电量二千七百多万度。各种水利设施



有效灌溉面积达39万多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197J"亩。

解放后，工业发展迅速。现有县办厂、矿49个。主要工业产

品有食糖、柴油机、轴承、电子元件：炸药，棉布，瓷器、食盐、

皮革制品、塑料制品、铝制品、石雕、木雕、食品等。一九八。

年工业总产值八千八百九十多万元，仅次于泉州市，居全区第二

位。主要工厂有南安糖厂、南安农机厂、轴承厂、化肥厂、石料

厂等。石料厂生产的砻石，列为甲级建材，远销日本及东南亚各

国。有盐埕七万二千多公亩，年产海盐八万多吨。

社队企业发展也很快。全县社办企业二百九十九个，队办企

业一千三百四十九个，一九八O年总产值七千一百零五万元．有石

井，丰州。仑苍三个公社企业年产值跨上千万元，石井公社的沟

江．建设，溪东．石渔，水头公社的下店，城关公社的莲塘，洪濑

公社的溪霞等七个大队年产值达到百万元。洪濑珠拖厂．水头皮

袒厂．莲塘．丰州蜜饯厂等四个单位成为产值百万元的工厂。

交通运输比较发达。以县城溪美镇为中心的公路运输干线有

五条，还有泉、永、德公路自东往西贯横境内；福、泉、厦公路

从东北向西南通过县境南部。全县公路线总长五百公里。各公社

均有客货班车到达。穿越县城的漳泉铁路正在设计。晋江中游的

东、西溪及下游金溪(鸡)是内河运输的通道。水头，石井是我

县海运的重要港口。

南安是闽南文化发祥地之一，人文荟萃。出生、读书于南安

高盖山的欧阳詹，唐贞元七年金榜题名，为闽省首榜甲第进士，

任四门博士。唐宰相姜公辅、大学士韩侄等，曾隐居南安丰州吟

读。被宋太宗称为“江南一奇士”的工部尚书刘昌言，曾读书于

丰州学官。梁开平年间，闽王在丰州设“南安招贤院”，名士云

集，史称八闽文学之盛，十国文学之冠，被誉为。海滨邹鲁”。

宋绍兴午间，理学家朱熹于九日山讲学，文风广溢，明末清初，
嚣

5



丰州城东孔

在这里焚青

书南安英都

“台湾医祖

南书院”于

称为南安四

后本县最早

解放后

县办普通中

工八千八百

文化馆、广

院25所，床位1145张，医护人员1180多人；农村医疗站326个。

南安是福建省著名的侨乡：早在明朝，南安人就开始远渡重

洋，到南洋诸国谋生。现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及港澳同胞约五十

余万人，侨属户达七万五千户，占全县户数30％，侨属5D多万人，占

全县总人口近50％。年侨汇达二千三百多万元，占全县总收入I D％。

近几年来，华侨捐资在家乡举办公益事业，每年达二百多万元。

著名侨乡有码头的刘林，梅山的芙蓉，蓬华的华美，丰州的顶堡，

水头的埕边，石井的奎霞等。著名的华侨人物有：码头刘林乡岐庭

村人刘享赙(又名候夏鲍，菲名阿塞，伊格纳西奥，宝华)，清同

治十一年随伯父往菲律滨谋生，积极参与菲民族独立战争，被举

为副帅，为侨居国的民族解放立下功勋。华侨建筑家林路，又名

林云龙，+满山红后埔村人，清末南渡新加坡，从事建筑业，曾用

中国传统建筑技术，承建新加坡政府大厦前二百余英咫高的维多

利亚纪念堂，，声震欧洲建筑界。侨居印尼的著名华侨实业家黄奕

注，系本县金淘人；创资兴办梅山学村的新加坡著名华侨实业家

李光前，是梅山芙蓉乡人。近年来有许多爱国华侨实业家，商业



家采用引进技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式，。积极支持家乡发

展生产，得到家乡人民的赞扬。 ： ’ ’7

．南安与台湾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唐宋以来，南安人陆续移居

台湾，开发台‘湾。一六二O年间，福建大旱，郑成功的父亲郑芝

龙招集家乡石井人到台湾垦荒，于台南一带建立九个城寨7，拓置

家园，并延用祖籍院里、溪东、安园等村名．嗣后，康美的玲苏，

码头的枫树村、诗山霞宅的深泉村、罗东的埔头乡、丰州的长寿

铺，环山胡厝及蓬华乡，莲塘乡等村民先后移居台湾，垦荒定居，

大都取故乡的地名为村镇名称。

南安人民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辛亥革命及讨袁护法运

动，有不少仁人志士积极参加，一九二五年，北洋军阀镇守使孔

绍同盘踞泉州，横征暴敛，当时南安同盟会革命党人曾发动西溪

十三乡群众，组织农民协会进行抵抗，震动晋南。第一次革命战

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南安开始活动。一九三二年，在蓬华山

城建立中共。安南永”县委，成立工农红军⋯安南永?游击队

第二支队；：金淘深培成立苏维埃红色政权，建立工农赤卫队。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翔云乡、官桥的岭兜、岩前、城关的霞

东、莲塘，丰州的西华，罗东的溪西，洪濑的四都，石井的院

前，水头的南星中学，是闽中和闽西南地下党的主要活动地区。

在漫长的艰苦斗争中，有不少共产党员、革命志士献出自己的生

命。 ，

南安以其历史悠久成为闽南文物宝库之区。全县重要的名胜

古迹，属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地跨安海、水头的安平桥(俗称五

里桥)。位于水头康店覆船山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墓；属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有位于丰州的九日山以及桃源宫的陀罗尼经幢。县

一级文物保护单位和著名古迹有位于康美杨梅山的雪峰寺，官桥

下洋的五塔岩，罗溪大桥双石塔，丰州杏田韩促墓和六朝古墓等。



命烈

相同

州的



南安县古今沿革表

南 南安周朝时隶七闽地，秦时隶闽中郡地，西汉隶闽王国地，东汉隶候

梁 安 官都尉地，吴时隶东安县地，晋时隶晋安县地，刘宋改为晋平郡，萧齐仍

郡 为晋安郡，当时尚未有南安之名。至梁天监中始析晋安置南安郡，郡统今
地 之兴．泉，漳三属，隶于古扬州。

陈 南安
永定初升晋安郡为闽州，以南安郡隶焉。天嘉中，闽州仍隶古扬州。

郡地
’

南 开皇九年改郡为县，属泉州，当时泉州I即今福州府治。大业初泉州为

隋
安

、

县 闽州。三年，改闽州为建安郡，领南安．建安、闽县，龙溪四县。县辖今

地 之莆田、晋江．惠安、同安．安溪，永春等地。

车 武德五年，南安县置丰州为州治。贞观九年·省丰州入泉州，嗣圣间，

州 置武荣州，县仍为州治。久视元年，于南安县东南十五里置武荣州，即

唐 武 今泉州府治。景云二年，芝i武荣州为泉州，乃今泉州府治，南安属焉。开
荣 元六年，析南安东南地置晋江县，又析西南地置大同场i析西北地置桃林
州

场，析西二乡置小溪场。 ，

。

五 南 光启二年，王潮据泉州，南安属焉。梁开平二年，王审知为闽王，泉

州为闺王国地。石晋开运元年，泉州并于南唐，后汉乾佑二年，升泉州为清
安

源军。周显德二年，泉州领九县，南安，晋江，莆田，仙游、同安、德化，

代 县 永春，清溪、长泰隶焉。

甯 宋初泉州为平海军，至太平兴国二年，陈洪进纳土乃改为泉州，属威

宋 安
县 武军。雍熙二年，泉州属福建路，南安隶焉。

离 至元十五年，置泉州路，总管府领七县，大德元年，复置平海行中书

兀 安
县 省，三年改为泉甯府，至十八年分省复置泉州府，南安仍隶泉州。

南 洪武元年，泉州隶行中书省。九年泉州改隶福建布政使司，南安仍属
明 安

县 泉州。

南 清初泉州仍领七县，南安隶焉。雍正十二年，升永春县为直隶州，德

清 安
县 化隶于永春。南安祗与晋江、惠安、同安、安溪为泉州领县。

民 南
安 民国设省废州，南安隶于福建省，属第四行政区。

国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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