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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是福建省会，素为八间首府。在这境域内，孕育出几

千年文化，代表了福建的历史与文明。福州市郊密集地分布着

丰富的文物遗迹。这些史迹，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从原野到

堂庙，所在无时或缺。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福建古代，特

别是上古时代，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记载极为缺乏。因此，地

上和地下文物的实证显得尤为重要。

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推而言之，文失亦可求诸野。

在皇皇史籍失载的情况下，郊野间历千百年风霜而硕果独存的

文物，其象征意义和珍贵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试想，在逝去的

年代中，且不说哀鸿遍野、四郊多垒的饥荒战乱，对文物造成

多么惨重的恶性破坏，就是在安定祥和、繁荣兴盛的升平社会，

耕垦与建设的善意改造，也会给文物保护带来永久的遗憾!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因有人类的智能活动与创造

经营，才使历史含辉，山川生色。每一件、每一处历经劫难幸

存至今的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象征，值得人们深深

地爱惜。当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人

们对文物的关心和呵护日益热情和深切。因为他们知道，文物

是具像的历史，它生动体现了先人的劳动和创造，反映了先人

的生产和生活。他们也知道，文物是物化的精神，它诉说着先

人的理想和追求，问现出先人智慧和道德的光芒。他们更知道，

文物是具有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的珍宝。

文物如人，不可再生;戒害文物，罪莫大焉。保护历史文

物，弘扬传统文化，如今已成为国人的共识。凡我华夏儿女，

皆以拥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而自豪，更同声指斥背弃历史、

践E杏文化的恶行与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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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的发现，需要智慧和精力;对它们的保护更需妥耐心

与投入;而要把它们形诸纸墨、流布社会，更需要心血与汗水 。

黄荣春为福州郊区文物事业付出艰辛劳动。他通过调查、考察、

发掘、研究，屡有创获 。 新店 l到越古城的发现，曾轰动八闽;

《福州市郊区文物志 》 的出版将嘉惠史界。这些都是他勤奋努力

的结果"夭道酬勤"岂虚言哉!他对自己的文物志著作，如

同对待珍贵文物，续密计划，细心结撰，认真琢磨，竭尽所能 。

更可贵的是，他遍访方家，虚心求教，态度恭谨而诚恳 ， 以此

弥补自身的不足，努力寻求作品的完美 。 本书详尽地囊括了福

州郊区文物的遗存，对文物的具体特征、地理状况、人文背景

及历史价值等，都作了仔细的考察、测量和论证。因此可以说，

本书是我省文物界迄今最为完整的区域文物专著 。 它的出版，

不仅大大方便读者、研究者对福州市郊区文物的认识与研究，

还将激发人们宣传和保护文物的热忱。 本书出版为福州市郊区

文物建树丰碑，为福建历史文化事业增添新花，文物和公众都

将因此而受其惠。

当然，对于历史陈迹与蒙尘旧物的辨识和描述，决非个人

心力所能详尽与确切表达的，故而本书也存在瑕疵。我和作者

一样，期望读者对书中不足之处提出批评指正意见;因为 ， 越

是公认珍贵且有长久价值的东西，人们对它越有苛刻要求的权

利;这种求全责备的心情，源于人们对文物的挚爱、对历史的

负责，源于人类对美的追求。

卢美松

2000 年 4 月 18 日子松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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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郊区文物志》是记载 199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福建省

福州市郊区人民政府辖区内历史文物及其相关历史资料的志书。

原福州郊区在福州市区外围，地处东经 119 0 11 ' 7"一 119 0 40 ' 56" ，

北纬 25 0 57'16" - 26 0 24' 49"。东邻连江县，西接闽侯县，北与罗

源县交界，东南与长乐县同临东海。

1990 年 12 月时中共福州市郊区委员会、福州市郊区人民政

府设在福州市福新路，下辖琅岐、城门、盖山、仓山、台江、

鼓山、新店、洪山、建新、宦漠、岭头、红察、日溪、鼓岭 14

个乡和螺洲、亭江两个镇，共有 308 个村委会、 5 个居委会。全

区面积 926. 62 平方公里，人口 515872 人。居住着十几个民族，

以汉族为主，舍、满、苗、壮、回、恫、藏、高山、彝、白、

黎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其间。主要语言为福州方言。

福州市郊区有平原、海岛、山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素有"花果之乡"的美称。远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劳动、生

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有文字记载以来，郊区地域不同时期

分属不同行政辖区:周时为七闽地，战国时属楚地;秦属闽中

郡，战国晚期至汉初为闽越国都邑地;西汉晚期属冶县，东汉

改属东部侯官;吴属建安郡，晋属晋安郡，南朝属晋安郡、晋

平郡、闽州、丰州;隋属丰州、泉州、I (今福州)、建安郡;唐时

先后属建州、泉州(今福州)、丰州、闽州，开元十三年 (725

年)改属福州，天宝初改属长乐郡，乾元元年 (758 年)复属福

州，武德年问亦属侯官、闽县之境;五代为闽国国都郊邑;宋

太平兴国六年 (981 年)分属侯官、闽县、怀安三县域，宋末为

|临时帝都福安府之域;元属福州路;明万历八年(1580 年)属

侯官、闽县境，明末为临时帝都天兴府之郊区;清属闽县、侯



官县;民国时分属闽县、侯官县、林森县、闽侯县 1950 年 l

月成立中共福州市郊 工作委员会. 19 5 2 年 12 月 成 立福州市郊区

行政办事处，遂与闽侯县分治 。

中共福州 市郊工作 委 员会和福州市郊区行政 办事处成立后，

历经多次撤销和恢复 。 1968 年 10 月成立福州市 郊 区革命 委员

会. 1970 年 2 月被撤销 。 1975 年 4 月恢复郊区建制，成立 中共

福州市郊区委员会和福州市郊 区革命委员 会 . 1981 年 1 月福 州

市郊区革命委员会改名为福州市郊 区 人 民政府 。

福州市郊区历史悠久，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历史的

长河中留下不少的遗迹遗物，今尚存有浮村遗址、盘石山遗址、

怀安遗址，新店古城遗址，怀安窑址等古文 化遗址，以及闽王

王审知、抗倭名将张经、民族英雄林则徐、近代启蒙思想家严

复、近代翻译家林绎、辛亥革命志士林述庆、黄钟瑛等历史名

人墓;还有唐代迥龙桥、唐末龙瑞寺大殿及基座石雕，宋赵 呈

皇帝行宫泰山庙，宋代龙瑞寺千佛陶塔，鼓山 摩崖石刻，以及

全国重点寺观的鼓山涌泉寺、怡山西禅寺、瑞峰林阳寺、金鸡

山地藏寺等重要文物古迹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对福 州 市郊区的历史

文物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调查，尤其是在 1983 年开始的文物普查

中发现了大批重要文物。

福州市郊区遗存的历史文物是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民族文

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资料，为使文物普查 资 料得以保存，

为有利于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使海内外同胞更加了

解福州市郊区，特著此书 。

2 



凡例

一、本书记载 199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在原福州市郊区人民

政府行政区域 0990 年 12 月 31 日时的辖区)内已发现的人类

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迹和遗

物，及与之相关的人物或历史事件。

二、篇目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

参照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1985) 关于组织编印《文物古迹

分布图册》的通知、福建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1985) ((文物

志》篇目、福建省文化厅(1989) ((福建省志·文物志》编寨工

作方案，结合福州郊区的实际情况而制定。

三、文物名称原则上用文物本来名称(学名)或俗称，原

先没有名称的不可移动文物以其所隶属的地名命名。同名而不

在同地的不可移动文物，均在名称前加其隶属的地名。摩崖石

刻的段名一般以落款者或题名者命名，一段题刻有二人以上署

名的，一般以第一署名者命名，元题名、无落款或落款已毁者，

以无名氏命名。

四、文物位置(地点)用文物所在地或最靠近的地名说明

文物的方位或距离，方向用东、西、南、北、东南、西北、西

南或罗盘方位刻度等表示。距离 1 公里以内一般用米， 1 公里以

上一般用公里表示。

五、年代用中国历史年表的历史纪年。除民国年代用阿拉

伯数字外，朝代年号用汉字表示;加注公历时，括号内不加

"公元"两字。人物的生卒年月、年龄均用阿拉伯数字，人物加

注生卒年时不用"年"字。记载各类别的文物及相关人物的顺

序一般以年代先后为原则，同一时代的人物按死者卒年的先后

顺序排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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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积除用平方米外，还用面宽、进(纵)深若干米，

或长(高)、宽多少米等表示，个别用亩或公顷表示。体积一般

用高(长)、宽、厚多少米或厘米表达。

七、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其名。人物籍贯一律用当时的祖居

地或出生地，少数加注今地名。名人基均附录墓中名人的生平

简介;名人故居等纪念性建筑物一般附有人物生平事略(名人

基己作简介者不再作重复介绍)。

八、已进行过考古发掘，原址已无文物的重要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均简介发掘及出土文物情况。对己遭破坏的重要古基

葬或方志有记载但未查明的名人墓则列表说明。

九、对现存文物的年代一时不能断定的，对基葬死者身份

未查明的，对历史名人生卒年月未查清的，一般写明"待考"、

"不详"。对文物断代等有争议的，则记载不同观点。

十、本书除个别姓名、地名用繁体字外，原则上用简体字。

石刻均按原文抄录，明显错i化部分加注予以说明。摩崖石刻条

文中凡未说明系"阳刻"、"文左行"的，均为"阴刻"、"文右

行"。摩崖石刻分诗刻、题名、榜书三类;归类时，铭、词两项

归诗刻，题记归题名，孽集大字的佛名归榜书。石刻中"口"

表示刻字已毁或难以辨识"口"内有文字者，则表示被毁的刻

文方志等曾有记载。在首次引用有关书名时，均写明年代及作

者，再次引用时一般不再重复其年代及作者姓名。

2 



目录

d
a
τ
R
υ
R
U
F
h
d
F
h
v
n
k
u
R
U
A
U
A
H
v
q
u
a
-

-
A
η
L
O
L
A

结
「

D
F
U
P
O
P
O
n
o
n
E
n
y

、A

咽-
1
i
1
1
'
i
'
1

{
八
…

洞
…
…
…

场
…
…
…

炼

址
…
…
…
…
…
…
…
…
…
…
…
…
…
…
…
…
…
…
…
…
冶
…

将
叫
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藉
骨

化
…
…
…
…
址
…
…
…
…
址

H
H
H
U

址
…
路
…
…
…
矿
…
…
…

H

墓

址
文
…
…

u
u

窑
…
…
…
…
城
址
址
址
址
寨

H

道

u
u
u

石
…
"
…
葬
代

遗
古
.
·
址
址
古

H
H
H
H

古
遗
遗
遗
遗
古
址
古
路
路
道
古
"
场
…
墓
古

古
址
址
遗
遗
址
址
址
窑
城
城
城
城
遗
阶
碴
驿
矿
冶
·
古

7

遗
遗
山
顶
窑
窑
窑
陶
古
镇
民
民
寨
石
石
古
石
铁
洞

1

节
村
安
石
仑
节
安
溪
柄
塘
节
店
安
湾
崎
节
虎
节
山
山
川
节
山
柄
蓉

章
一
浮
怀
盘
大
二
怀
宦
长
洪
三
新
闽
塘
翁
四
降
五
牛
鼓
福
六
寿
长
芙
章
一

←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二
第

第



4
2
=
J

Fb
R
υ

7
4

。
o
q

d

1
A
q

，"
q
d

4
·

A

啥

'b

n
y
n
u
-
-
-
A

少
&
4
·

俨
D

民
u
q
t
o
o

n
u
n
u
?

"

?
"

『
u

「
J
F
b

句
i
o
o
q

d

仇
u
E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4
4
4
4
4
4
4
4
4
4

5
5
5
5
5
5
5
5
5

…
墓
…
…
…
…
…
…
…
甚
…
…
…

基

H
H
U

氏
…
…
基
…

u
u
u
λ

m
K
H
H
H
H
H

…
名
"
…
祖
"
…
…
…
名
…

u

…
…
…
…
…
…
…
…

地
墓
葬
葬
基
墓
"
无
墓

H

房
墓
…

u
u

史
…
墓
…
…
…
…
…
…
…
…
…

等
朝
墓
墓
朝
朝
墓
代
圣
墓
御
苑
"
家
家
历

H

知
·

饭
晋
古
古
南
南
代
宋
教
氏
氏
文
群
义
义
基
审
墓

u
-
u
u
u

墓
墓
摹

H

基

h

墓
墓

刷
刷
剖
刷
刷
刷
崎
刷
肚
削
阶
峭
嗨
旭
灿
节
删
丑
酣
饵
幢
幢
幢
吁
世
…
月
刊
川
机
幢
盹
惶
但
珊
组

新
茶
高
文
茶
文
东
茶
伊
上
潦
黄
琉
深
虎
二
朱
闽
林
刘
黄
黄
许
驹
赵
江
林
林
林
林
康
许
张

第

2 



1
i
9
"
A

丛τ
A

丛τ
E
d

巧
，
.

n
u
-
-
A
9
I
M
q
d
A

丛Z
F
D

《
。

"
'
'
n
y
n

，
，
。
。
。
。

Q
u
1
i
1
4
9
"
q
d
A

哇
，

h
υ
a
u
n

，

.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n
u
n
υ
n
u
1
4
1
i

F
n
v
ρ
h
u
n
h
u
n
h
u
p
n
u
n
h
u

户
n
v
F
n
v
p
n
v
n

只v
n
x
u
n
x
u
n

只U
n
w
d
A
W
u
n
w
u
n

叫
u
n

吨ν

《
u
d
n

叫
u
n

可
u

咱'
4

咽'
A

哩'
E
A
咽'
E
A
哩'
A

喃
自
品
'
E
A

嘈E
A

唱-
A
'
-
A

唱E
A

唱E
A

基人
…
…
…

-
M
…
…
…
…
宇
…

F
H
H
H
H

庙

的
"
署
…
…
观

)
…

…
毁
筑
衙
…
"
寺

-

u

…
已
建
古

H

司
古
庙
…
…
…
寺
…
…
…
…
寺
寺
…
…
…
…
…
…
殿
…

"
基
墓
墓
墓
墓
基
"
或
古
署
检
应

-
u
u

岩

H
H
-
H

若
泉
·

基
钦
显
春
极
崛
霖
墓
证
衙
巡
广
寺
寺
寺
灵
寺
寺
寺
寺
般
甘
寺
寺
寺
庙
寺
庙
君
寺

森
廷
世
正
开
步
若
银
查
节
安
安
节
溪
山
阳
福
山
泉
泉
禅
泉
殊
圾
峰
藏
瑞
岳
禅
女
真
峰

马
董
赵
翁
郑
林
陈
齐
待
章
一
怀
阅
二
鳝
灵
林
保
升
飞
涌
西
圣
文
连
九
地
龙
东
北
螺
杨
妙

三
第
第

第



内
d
9
1
U
A

哇
。
，

句
'
Q
U
n
u

1
A

?
"

q
d
A

U
Z

P
D
a
υ
7

·

o
o
o

o

n
u

n
v

1
A

?
M
q
d

q
d

F
D

a
u
n
b

句''

句
'
a
u

o
。

n
v
n
u

'
A

币
A

-

A
'

-
-
A
1

A

1
A
'
i

n
4

9
-
n

L

n
L

n
4

?
"

?
"

n
L

n
4
n

L

n
L
q
u
q
u
q
u
q
u
q
u

q
d
q
u
q
d

『
υ
q
u
q
u
q
u
q

u

d
9
4

·
A

Uτ

寺
…
…
…

寺
…
…
…
…
塔
…
…

H
H

…
…
富
…
…
…

H

庙
庙
…
…
…
…
庙
…
庙

泉

H
U
H
H

山

H
H

庙
庙
"
"
后

H
U
H

若
军
军

H
H
H
H

王
"
王

寺
境
寺
甘
寺
庙
境
寺
金
寺
寺
祖
孔
庵
富
天
院
庙
寺
兰
将
将
寺
境
堂
庙
大
庙
大
庙
宫
殿
寺

微
圾
福

雷

林
山
华
云
塘
山
栓

一
书
洲
翠
水
洲
山
帝
胜
江
口
洋
峰
山
心
王
板
公
石
公
帅
福
云

翠
战
崇
萨
云
泰
光
臼
洪
南
天
尚
螺
积
临
螺
怡
五
宝
吸
浦
凤
鹅
梓
正
圣
后
相
汶
包
元
五
瑞

4 



。
L
q
δ
q
J
A

丛Z
F
h
d
c
u
a
u
a
υ

句
，
。
。
。
。
。
。

n
u
n
u
-
-
'
A

。
4
9
A
U
A

丛I
A

哈
萨

b
a
u
a
u
n
E
n

吕
。
。

n
y
n
u
n
u
'
i
n
r
u
η
4
9
d

4
·
A

哈

A

喧

A

哇

A

哇

A

噎

A

峰S
A

亏

A

啥

4
‘

A

噎

A

丛Z
A

崎A
R
d
p
U
R
U
F
b
p
D
F
b
F
U
F
D
F
D
'
b
F
D
p
h
υ
F
D
F
D
a
u
a
u
a
u
a
u
n
b
a
U
F
b

居
…
民
…
…
…
…
…
…
…
…
…
…
…
…
…
幢

院
…
…
…
堂
…
…
…
…
…

H
H

…
H
H
H

…
…
经
…

H
H
H
H

塔
…
…
…

书
…
…
…
榈
…

H
H
H

…
堂
祠
"
祠
祠
堂

H
H

塔
…
塔
塔
塔
塔
陶

…
古
…
庙
庙
庙
"
祠
宗
祠
宗
宗
祠
居
居
古
"
基
墓
墓
墓
佛

H
H
H

院
院

-
u

家
家
家
堂
氏
氏
子
氏
氏
氏
故
故
塔
师
师
会
师
千
塔
塔
塔

境
寺
寺
寺
庙
书
书
阁
祠
书
泉
斋
祠
郑
陈
朱
严
陈
聂
春
霖
墓
禅
国
海
禅
寺
石
宝
双

洋
福
江
峰
炉
节
江
澜
光
节
公
尚
见
济
经
湖
屿
柄
岐
江
山
正
若
节
山
棱
晏
庵
说
瑞
浦
光
泉

陈
种
龙
五
飞
三
漉
观
奎
四
阮
林
林
林
张
高
台
长
阳
螺
升
翁
陈
五
隐
慧
神
云
乐
龙
林
文
圣

第
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