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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淳熙三山志》 

  南宋福州地方志。原系陈傅良等撰写，由梁克家署名，淳熙九年（1182）成

书。三山是福州的别称，因而该书名《淳熙三山志》。五代时，福州曾一度升为

长乐郡，故又名《长乐志》。编者采择北宋庆历三年（1043）林世程纂修的福州

志资料，并增入庆历三年至淳熙九年计一百三十九年事，共四十卷，分地理、公

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末附山川）、土俗九门。所记五代

十国事迹，可补正史的缺失。其中版籍、财赋两门，系通判陈傅良执笔，内容翔

实，参考价值较高。该书是传世的南宋地方志佳作，为研究福州地方史和宋史的

重要史料。该书在明清之际罕有流传。原本四十卷。今本四十二卷，为后人所增

补。现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本、清乾隆张德荣抄本及本。 

 

  参考书目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 8《地理类》，武英殿聚珍版。 

 

  （徐规）  

●前言 

   

 

  淳熙《三山志》是福建保存至今年代最早的一部地方名志。作者梁克家是福

建晋江人，宋代状元，曾入阁任右丞相，后出知福州府。由他主纂的《三山志》

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历史价值，在方志界享有盛誉，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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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福建早有修志传统，据记载，《瓯闽传》一卷为福建最早的志书，其修

成时间不晚于晋代，但书已久佚。有确切修志时间的是晋安太守陶夔所著《闽中

记》，刊印于东晋太元十九年（394 年），书亦早佚。南朝梁（502～556 年）萧

子开编《建安记》与梁陈之交顾野王撰《建安地记》，原书皆不传。至唐大中五

年（851 年），郡人林谞 修成第二部《闽中记》，原书也已佚失，散存的材料

极少。北宋庆历三年（1043 年），郡人林世程刊印重修的《闽中记》，可惜此

书也不传世，所可见的部分材料，大都收录于梁氏《三山志》中，被简称为《庆

历旧记》或《旧记》，从而得以保存。由此可见，梁克家作于南宋淳熙九年（1182

年）的《三山志》，显得格外珍贵。 

 

  由于环境条件和个人阅历的限制，明以前历代所修志书，无论在时间还是空

间上都难以全部概括今福建的地理范围和历史内容。以梁克家的才学和识见，所

撰《三山志》内容，主要包括当时福州所辖闽县、侯官、怀安、长乐、福清、永

福、闽清、连江、罗源、长溪、古田、宁德等 12 个县份；内容分地理、公廨、

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土俗 9 大类。正如梁克家所称：“上穷

千载建创之始，中阅累朝兴革之由。”该志因体宏记博，资料翔实，定例精严简

核，为文深厚明白，备受行家称道，“考究福建省会掌故者，要必以是著称首选

焉”。清代《总目》评说：“其志主于记录掌故，而不在夸耀乡贤、侈陈名胜，固

亦核实之道，自成志乘之一体。”《三山志》采取以纲统目的方式，层次分明，

重点突出，是修志方法的一大进步，开启了方志写作的基本体例，为后世所广泛

取法。当然，由于宋代地方志编纂还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体例、取材、内

容等方面的问题，《三山志》也不能免。但该志仍不失为我省乃至我国的一部历

史名志。 

 

  历代文史研究者和方志工作者对于《三山志》的价值早有共识，该书历经

820 年，原刻本早已绝迹，悉赖明人手抄版刻，辗转流传于闽中及江、浙等地。

积渐而来的抄误越来越多，人们苦于应用之难，因此盼望能有经过认真校勘具注

的新版本以供阅读使用。重新整理出版有价值的旧志，是地方志工作的一项任务。

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特聘素擅文史的陈叔侗先生，担任《三山志》的校勘、注释

任务。陈先生经过仔细比较，选择 1980 年台北缩印出版的清嘉道间浙江乌程（湖

州吴兴县）程氏抄本为底本，并采用《》抄本、明崇祯十一年林弘衍“越山草堂”

刊本再抄本作参校本，进行比勘互校，纠正诸多讹误，并对原文作了必要注释。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三山志》校注本，其校勘质量和注释水平相信读者阅后自会

作出评判。我们诚恳地希望，本书的出版将有裨于我省的历史研究和志书修纂。 

 

  卢美松 

 

  2003 年 5 月 3 日  

●总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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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持续不断，代代相沿。福建编

修地方志历史甚早，最早见诸记载的有《瓯闽传》一卷，书已早佚，作者及年代

均无考。东晋太元十九年（394 年），晋安郡守陶夔在任上修纂的《闽中记》，

则是已知最早有确切年代与作者的地方志，可惜书亦不存。其后见于记载陆续编

修的地方志，还有南朝梁萧子开撰《建安记》、梁顾野王撰《建安地记》、唐大

中五年（851 年）林谞撰《闽中记》、唐黄璞撰《闽川名士传》、宋林世程重修

《闽中记》、宋陈傅撰《瓯冶拾遗》、宋佚名纂《福建地理图》和《福建路图经》，

然而皆已散佚，或仅存后人辑本，无以得窥全豹。 

 

  福建存世最早的地方志，当推南宋淳熙九年（1182 年）梁克家撰《三山志》，

因系名家手笔，且存全帙，故世人视同拱璧。南宋所修尚有《仙溪志》、《临汀

志》，皆以时代甚早受人珍视；但文有散佚，自难与梁志比肩。虽然，亦可见福

建修志传统历朝不坠，诚为文坛盛事，史界福音。据不完全统计，全省自古及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编纂有省、府（州）、县三级志书 637 种，现存

287 种（其中省志 8 种，府州志 42 种，县志 237 种），蔚为大观，成绩卓著。

其中不乏佳作精品，有的堪称名志。著称者如：明黄仲昭纂《八闽通志》，王应

山纂《闽大记》、《闽都记》，何乔远撰《闽书》，周瑛、黄仲昭纂《兴化府志》，

叶春及主纂《惠安政书》，冯梦龙撰《寿宁待志》，清陈寿祺纂《福建通志》，

徐铣纂《龙岩州志》，李世熊纂《宁化县志》，周学曾等纂《晋江县志》，民国

陈衍等纂《福建通志》，李驹主纂《长乐县志》，吴栻主修《南平县志》，丘复

纂《武平县志》。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福建省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开展三级（省、市、县）

新志编纂。期中，各地广泛采用历史上所修方志，取得显著效益。事实证明，编

修志书的确功在当代，利及千秋。为了保护优秀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志书存史、

资治、教化的社会功能，经省政府批准，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从历代各级所修地

方志中选择部分富有历史和文化价值者重新点校（或加注释）出版，以方便社会

各界人士的阅读与使用。由于工程浩大，任务艰巨，而人力（特别是专业人才）

尤显不足，虽得各地同仁大力支持，但疏误在所难免，望读者谅解并赐教。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2 年 3 月  

●凡例 

   

 

  一、校注选本：（1）1980 年由台北缩印“宋元地方志三十七种”之一的乌程

程氏抄本，是经过缪荃孙、海宁陈氏鉴藏的精抄本，较好保存着古本的面貌，今

选作汇校底本，于校注文中简称“底本”。（2）华东师范大学收藏且列为全国善

本书目之一的明崇祯十一年林弘衍“越山草堂”刊本，经由福建省图书馆抄录。因

抄工稍逊，故有衍夺乱行，今选作主要参校本，于校注文中简称“崇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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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文渊阁抄本，由台湾影印出版，今取作参校本，于校注文中简称“库本”。

此外，还参照福建师大馆藏之螺洲陈氏赐书楼节抄本和省图馆藏之抱山堂抄本

（皆民国初抄本），其中有可采者，亦收于校注之中。 

 

  二、编排顺序：总叙之前，插入《福州古城坊巷图》。然后首置梁克家原序，

次原志目录，次本志自卷第一至卷第四十二内容，次设附录。附录收载原志作者

梁克家、陈傅良和补续第三十一、第三十二两卷的作者朱貔孙等三人传记，以及

宋、明、清至近代名家学者有关此志的序跋、评介、题识等。 

 

  三、编排形式：改竖排为横排，文句加标点符号（朝代、年号、县以上地名、

人名下加横线）。原志卷、章、节、目之标题，改用不同字型、字号以区别其领

属层次。志中正文用五号宋体字；原作之双行注，用小号字改作单行排列；正文

长者，依文意适当分段。原注文一般不分段，其中田亩、户口、岁收部分改连排

为分县排列，以清眉目。原志历代秩官表各抄本时见紊乱，今皆循原意制成表格，

分栏处理。科名各卷之正榜进士，一名占一行列次，其他科目出身者仍依原志蝉

列名次。 

 

  四、秩官类表格中，凡无任职记载，只空列年号、年序，量多者注明节略，

量少者不注。 

 

  五、文字处理：改原繁体字为简化字。年号、人名中若用简化字恐致混淆者，

则保留繁体以示区别，如“祐”、“佑”，“橒”、“枟”、“適”、“适”等；原志之异体、

通假字，今已废者，径改今字，如“涂”改“途”、“乡”改“向”、“亡”改“无”、“■”改

“岳”，“囦”改“渊”，“埜”改“野”，“龡”改“吹”，“龢”改“和”等；原志因避宋帝名讳

而改字者，仍复其旧。凡后世抄录者为避明、清帝讳而改字或作缺笔者，皆复原

字；为尊崇本朝而提行或空格者，不再保留。 

 

  六、校注原则：以底本、崇抄、库本为主，偶亦参考其他抄本。凡三本汇校

中疑似、缺漏、衍夺之处，其歧异互见者择善而从，疑则注疑。如各本皆误，而

可于前后文中以本校法得解者，或从经籍史书中他校可得者，或以理校法可明其

讹者，或查检年号干支有误者，或已知其讹而暂无从校者，皆于页下注明。凡三

本所见错简、脱简、乱行、错位处，于互相校补外，亦作校注。凡简单字误、一

望可辨者径改不注。 

 

  七、本书目录新增总叙、前言、凡例及附录、后记。附录所收传记、序、跋、

题识等，其出处及作者生平、历史事件等，各附简注。  

●序 

  予领郡暇日，访无诸以来遗迹故俗。闻晋太康既置郡之一百一十三年，太守

陶夔始有撰记，又四百五十六年至唐，郡人林谞复增为之，皆散佚无存者；独最

后一百九十二年，本朝庆历三年，郡人林世程所作传于世，自言视前志颇究悉。

然不过地里、山川、人士、物产之大概，（底本作“然不过地里□□□士物产之大



概”，缺三字，库本作“然不过地理人物土俗之大概”。崇抄作“然不过地里山川人

士物产之大概”，据补。）裒次亦复缺略。迄今又一百三十九年，兴废增改，率

非其故矣，（底本作“率非□□□”，缺三字，库本作“率非旧制”。崇抄作“率非其故

矣”，据补。）缺不书者十九。 

 

  夫追维往昔之事，不可复记，世常以为恨。（底本作“□常以为恨”，缺一字，

库本作“窃常以为恨”。崇抄作“世常以为恨”，据补。）至耳目所接，谓未遽泯没，

则又不急于纪录，岁月因循，忽莫省忆，使来者复恨之。斯古今通病，所为甚惜

也。（底本作“斯古今□□□为甚惜也”，缺三字，库本作“斯亦守土者之责也”。崇

抄作“斯古今通病所为甚惜也”，据补。）乃约诸里居与仕于此者相与纂集，（崇

抄作“任于此者相与纂集”。）讨寻断简，援据公牍，采诸老长所传，（底本作“老

长所传”，崇抄同，库本作“长老所传”。）得诸里闾所记。上穷千载建创之始，

中阅累朝因革之由，而益之以今日之所闻见。厥类惟九，靡不论载。岂惟使四方

知是邦于是为盛，抑向古者有考焉。 

 

  书成，为四十卷。名曰《三山志》。 

 

  淳熙九年五月八日丁丑，清源梁克家序。  

●卷第一 地理类一 

  ○叙州 

 

  《周礼》：职方掌天下之图与其地，七闽与焉。七者，所服国数也。 

 

  初，夏少康封庶子于会稽，二十世至勾践，又六世，无疆为楚所灭，【《通

鉴》周显王三十五年。】子孙播越海上。七世至无诸、摇，姓驺氏。【（底本作

“亡诸”，今统一作“无诸”。以下不另出校。）一曰骆氏。】 

 

  秦始皇二十六年既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乃使尉屠睢平百越，废为君长，【（底

本作“废为君最”，据崇抄、库本、《史记》改。）】以其地为闽中郡。【按：《史

记·始皇帝纪》，二十六年分三十六郡。三十二年，使蒙恬破胡。三十三年，置

桂林、南海、象郡。《东越传》：（即《史记·东越列传》。）“秦已并天下，皆

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盖在置诸郡之后，史缺其年。】诸侯伐秦，无诸、

摇帅闽中兵从番君灭秦。项羽主命，弗王。以故，佐汉伐楚。 

 

  高帝五年，封无诸为闽越王，王故地，都冶。【苏林注《严助传》曰：“冶，

山名，今名东冶。”林，魏黄初人，当得之。今瓯冶池山是也。（底本作“瓯冶地

山”，据库本、崇抄改。）唐元和八年，刺史裴次元于其南辟为球场，即山为亭，

作诗题于其壁，自为《序》，大略云：“场北有山，维石岩岩。峰峦巉峭耸其左，

林壑幽邃在其右。是用启涤高深，必尽其趣；建创亭宇，咸适其宜。勒为二十咏，

有望京山、观海亭、双松岭、登山路、天泉池、玩琴台、筋竹岩、枇杷川、秋芦

冈、桃李坞、芳茗原、山阴亭、含清洞、红蕉坪、越壑桥、独秀峰、筼筜坳、八



角亭、磐石椒、白土谷诗各一章，章六句。”内《望京山》云：“积高依郡城，迥

拔凌霄汉。”盖始以“望京”名之也。时观察推官冯审为《记》，刻石，大略言次

元“报政之暇，燕游城之东偏，曰左衙营，遂命开治。化硗确为坦夷，（底本作“址

夷”，库本作“夷址”，据崇抄改。）去荆棘于丛薄，以为球场。其北乃连接山麓，

翳荟荒榛。公日一往或再往焉，扪萝蹑石，不惮危峭。转石而峰峦出，浚坳而池

塘见。为潭、为洞、为岛、为沼，窈窕深邃，安可殚极，凡二十有九，所声于歌

咏者二十篇。”盖又有涟漪亭、东阳坡、分路桥、乾冈岑、木瓜亭、石堤桥、海

榴亭、松筠陌、夜合亭未为诗也。至大中十年，亭壁之诗已无存者。刺史杨发访

于邑客，得其本，为鑱诸碑阴而识之。其后，碑石埋沍。（（底本作“埋沍”，库

本作“埋没”，崇抄作“埋湮”。又，底本于“沍”字下、“皇朝”前虚一格，原为尊崇

本朝而提格，非缺字，库本填入“洎”字，不取。））皇朝熙宁二年夏，新子城。

役人裒土，于宣毅营北将军山下得之。乃辇而置于郡中日新堂之西庑，有程大卿

师孟题记，今存。其言宣毅营，即旧左衙营，今广节营也。将军山，即唐望京山，

旧冶山也。按《治平图》，则曰泉山；《熙宁图》名为将军，未详所始。经累代

营造修筑，山形今卑小矣。然观唐元和中犹巉峭幽邃如许，则秦、汉间益可知。

闽越王故城即此山西北。】孝惠三年，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都东瓯。【应劭注

“东海”曰：“在吴郡东南滨海。”徐广注“东瓯”曰：“今之永宁也。”永宁即今永嘉。

师古曰：“今泉州”，盖指福州。非也。】吴王濞败，子驹亡闽越，怨东瓯杀其父，

屡劝击之。建元三年，闽越围东瓯。帝遣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之。闽越闻风而遁。

【其年，东瓯举国徙江淮。】六年，其王郢擅击南越。【《严助传》：“闽王以

八月举兵于冶南。”盖兵已离所都，由南路以往。】复遣王恢、韩安国两道击之。

弟余善鏦杀郢，遣使者上符节，请所立。【《严助传》云：“不敢自立，以待天

子之明诏。余善意欲汉立之耳。”】汉以繇君丑独不与谋。【张晏曰：“繇，邑号”。】

使立为繇王，奉无诸祭祀。余善威行国中，民多属，遂窃自立为王。帝闻之，因

立为东越王。【汉只封丑王繇邑，以奉闽祀，有意于郡县之矣。及余善自立以继

郢，（底本作“绘郢”，据库本、崇抄改。）乃因而封之。按：司马迁作《东越传》，

总闽越、东瓯为名。立为东越王者，尽王此闽越、东瓯之地也。自秦以会稽郡之

南皆为闽中郡。汉高、惠始分为二。建元三年，东瓯既徙江淮，其地无所属，闽

越并有之。至此，乃尽以封余善，故曰东越王。班固《汉书》用迁之文，乃以东

瓯请举国徙中国，改为“东越请举国徙中国”。其名始不辨矣。盖汉唯有东越、南

越。此则“东越”其统名也。与繇王并处。既立余善，亦不废繇王，故曰“与繇王

并处”。】元鼎五年，余善请从击南越，不至。汉将请伐之。兵临境，乃反。【《朱

买臣传》：“时东越数反覆，买臣因言：„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

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指泉

山，可破灭也‟。”是时，元鼎六年，余善之立，已二十五年矣。买臣故言旧时东

越王只守泉山之险，今乃去之而南，可直指其巢穴而取之。盖谓所都之地。颜师

古曰：“即今泉州之山”，谓福州也。自隋文平陈，改丰州为泉州。唐开元置“福

州折冲”，亦号“泉山府兵”，皆即今瓯冶山为名尔。（据所述，泉山即冶山，亦

即瓯冶池山。天泉池，或即瓯冶池之原名。泉山当亦因此得名。）唐裴次元作《天

泉池》诗题其山亭云：“游鳞息枯池，（底本作“□鳞息枯池”，缺一字，库本作“鱼

鳞息枯池”，据崇抄补。）广之使涵泳。疏凿得蒙泉，澄明睹秦镜。”今山下犹有

泉一泓。绍兴间，薛殿撰弼创泉山堂其侧，盖识古也。旧城在此山西北，越王山

之南。《越山寺记》乃云：“山本泉山。因迁今城，乃指故都以„越王‟名之”，非

也。后之人又不详究始末，以余善与丑为共王其地，疑各别在一处。有以泉山为



在莲华山下，有指鼓山为说，皆失之。买臣言：“更徙处南〔行〕，（底本作“更

徙处南去泉山五百里”，据《汉书·朱买臣传》补“行”字。）去泉山五百里”，即

所谓“泉南”，犹言“冶南”也。泉山堂侧有龙王祠。王参政之望因祷雨获应，更名

“喜雨”。】诏朱买臣与韩说出句章，【今慈溪。】浮海东往；杨仆出武林；【今

钱唐。】王温舒出梅岭；【今虔化。】越侯出若耶、白沙【今会稽有若耶溪。】

击之。【汉时，东越四境民物稀旷。史言“守武林”，“田余干”，（底本作“由馀

干”，崇抄同，据库本改。）“入寻阳”，可见矣。】元封元年入东越。繇王居股

杀余善，以其众降。帝以其阻、悍、数反覆。改封居股东成侯，万户。【《汉表》：

“东成在九江郡。”】迁其民江淮间，遂虚其地。或窜山谷，后稍稍出，因自立为

冶县。【前、后汉及晋以来《地理志》并无此县名。《前汉志》虽有“治县”，疑

是“冶”字。然考之《后汉志》，乃是章安，今台州临海县地也。惟《晋志》云：

“武帝灭之，徙其人，名为东冶。”《旧唐志》云：“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得之。】

汉置会稽南部都尉于塞上，以禁备之。【治回浦，鄞县南回浦乡，汉边县，有障

塞尉，掌禁备羌夷犯塞者。自武帝既废东越，遂于塞上置“治”县，以处近境之民。

又置回浦以为南部都尉治所。故《前汉志》此两县最在会稽郡诸县之后。颜师古

注“治县”曰：“本闽越地。”注“回浦”曰：“南部都尉治”，是也。“治”县在今临海，

旧东瓯地，闽王郢至余善皆得而有之，又秦统名为“闽中”，谓之“本闽越地”可也。

而《宋书志》，沈约所作，乃引司马彪云：“章安，故冶地”。然则，临海亦冶地

也。又引张勃《吴录》云：“闽越王冶铸地”，盖以“治”字为“冶”字。后人因之，

遂以汉尝置冶县于此。且无诸都冶，摇都东瓯，自是两处。若置冶县，岂于东瓯

界中又置？（底本作“岂于东瓯界中又冶”，库本同，据崇抄改。）今州治去临海

一千二百里，若置县在此，其界至临海；则《前汉表》县大率方百里，又安得一

县如此之远乎？况“治”县，始改为章安，续又分章安南为永宁；不应永宁介乎其

中，（底本作“不□永宁介乎其中”，缺一字，库本作“不将永宁介乎其中”，据崇

抄补。）而南北断为两境，皆名冶县。故今《前、后汉志》及唐《元和郡国志》

皆作“治”字。《宋志》又云：“后分冶地为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

南部，建安是也。”此固后汉至吴时所分。吴时，多指东越之地呼为东冶，故云

尔。以为汉尝置冶县于此，（底本作“治县于此”，据库本、崇抄改。）则误。】

光武时，罢都尉。【时遂废回浦县。】后复置南部。【建安元年，孙策令永宁长

韩晏领南部都尉，将兵讨东冶时，方立此名。及晏败，以贺齐代之。八年，始置

府于建安。】建安初，始有侯官等五县。【《旧记》（“旧记”，即林世程《闽中

记》，下皆同。）谓光武以为东侯官，未见其据。建安元年，孙策渡浙江。会稽

太守王朗浮海奔东冶。侯官长商升不纳，赖虞翻说之，乃为起兵。策复遣将击之。

是时，县皆豪杰自立，可知也。未几，升降于贺齐。（底本作“外降于贺齐”，据

库本、崇抄及《三国志》改。）建安、南平、汉兴三县复反。又其后，东冶五县

反。四县名见前，其一，史缺书。自孙氏时，五县既平，始随立为县。或者，乃

以遁逃者出，汉复立为冶县，亦误矣。】吴景帝时，置曲郍都尉，领谪徒造船于

此。【《旧记》：开元寺东直巷，吴时都尉营，号“船场”。】永安三年，置建安

郡治，建安、侯官属焉。【时建安属县：（底本作“建安土县”，据崇抄、库本改。）

吴兴、东平、建阳、将乐、昭武、延平。建衡元年，李勗从建安海道击交趾。】 

 

  晋太康三年，始以侯官为晋安郡，严高为守。初治故都，迁今城。县八。【原

丰、新罗、宛平、同安、侯官、罗江、晋安、温麻。】隶扬州。【汉武帝元封五

年始置刺史，时东越已虚矣。吴时，以丹阳郡为刺史治所，今建康。晋因之。】



元康元年隶江州。【时以疆土旷远，统理尤难，分置江州。以扬州之豫章、鄱阳、

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七郡，荆湖之武昌、桂阳、安成三郡置。（底本

作“佳阳安城”，崇抄同，库本作“襄阳安城”，据《晋书·地理志》改。）刺史治

所初在豫章，咸康六年移治浔阳，今江州。】宋泰始四年，改为晋平郡。【《旧

记》云：元嘉中改为昌国。考《宋书》无。】县五。【按：《宋志》：晋安太守

领县五：侯官、原丰、晋安、罗江、温麻，而无新罗、宛平、同安者，并省也。

或以为是时析置南安郡，非也。《宋志》即无此南安郡。其晋安县，即今南安之

地。故知是并省。】寻复故。【《宋书》：晋安王子勋败，遂改为晋平，以封休

祐，似嫌其名称。六年，休祐死。明年，徙其十三子于晋平。齐建元四年，封王

子懋为晋安王，相距十余年。史缺更复。】梁天监中，置南安郡。【以晋安县地

置。时始置龙溪县，遂以晋安县为南安郡而属焉。按《隋志》：梁武帝天监十年，

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其后频事经略，开拓闽越。谓此。】普通六年，【（底

本作“晋通”，据崇抄改。）】遂以晋安、建安、南安三郡属东扬州。【先是，宋

武帝恶江州疆大，常欲分之。孝建元年，因讨平臧质，（底本“臧质”前二字残损

不明，据崇抄、库本补。）遂分扬州之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

扬州。刺史治所在会稽，至是遂以三郡属之，从其近也。】陈永定初，升为闽州，

领三郡，始为刺史治所。【时以陈宝应为闽州刺史。】天嘉六年，州罢。【以宝

应败故，废。】还属东扬。光大元年，复升为丰州。隋开皇九年，平陈，改为泉

州。废建安、南安二郡来属。大业初，复为闽州。三年，改为建安郡。【治闽县。】

县四。【闽、建安、南安、龙溪。】唐武德元年改为建州。四年，移建州于建安。

【是时，闽县属建州。】六年，析置泉州。【《旧唐志》云：“贞观初为泉州”，

非也。四年，移建州。五年，以南安为丰州。六年，置泉州。宜以《新唐书》为

正。（底本作“宜以新唐为正”，库本同，据崇抄于“唐”字下补“书”字。）】县五。

【闽、侯官、长乐、连江、长溪。】八年，置都督府，领建、丰三州。【《寰宇

记》云：“武德四年，为丰州外都督，领泉、建、潮。”《会要》云：“武德八年

改为丰州都督府”。按：《新唐书》，武德四年未有泉州。五年始置丰州于南安。

《寰宇记》年与州名及所领皆误；《会要》州名误。宜以《元和志》为正。】贞

观初，隶岭南道，废丰州来属，县六。【万安，今福清，圣历二年置。】景云二

年，改为闽州都督府。【是岁六月，分天下，置汴、齐、兖、魏、冀、并、蒲、

鄜、泾、秦、益、绵、遂、荆、岐、通、梁、襄、扬、越、安、润、洪、潭二十

四郡都督。闰六月，置按察使。七月，停新置都督府。是时，二十四郡都督之命

并不行。惟闽州都督乃是岁正月指挥，不在停废之列。】领泉、建、漳、潮五州。

【先是，垂拱二年，析置漳州。圣历二年，以旧丰州为武荣州。是岁，以武荣州

为泉州。】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都督府。【或曰：以董奉福上名。】十九年，

置泉山府兵。【《治平志》：“按察使席豫奏：福、泉等州山洞僻远，江海广深，

请于福州置上折冲府兵千二百人。】二十一年，置经略使。【《治平志》有：八

月十二日敕。】二十二年，以漳、潮归岭南，督泉、建、汀四州。【二十一年，

置汀州。】天宝元年，改隶江南东道。寻改为长乐郡。【改刺史为太守，仍为长

乐经略使。】县八。【古田、尤溪。】复领漳、潮二州。十载，复以漳、潮归岭

南。【《旧记》云：“二年”，非。】至德二载，置经略军、宁海军。乾元元年，

改为都防御使兼宁海军使，复为福州都督府。【改太守为刺史，置防御使以治军

事，刺史兼之。】上元元年，升节度使，领州六，【《旧记》云：“代宗时领温

州”。《治平记》云：“宝应元年，袁晁反，攻陷台、温、明三州。李承昭率兵破

之。遂以温州来属。未几，归越州。按：《唐书》：“台州人袁晁僭号，改元宝



胜。李光弼遣将破之于衢州。广德二年，晁伏诛。免越州今岁田租之半。三州给

复一年。”其间来属未详，姑载之。县九。永泰。析侯官、尤溪置。】大历六年，

罢节度，置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崇抄作“罢节度使都督置团练观察处置等使”，

略异。）以潮州归岭南。】乾符五年，黄巢入闽，焮荡几尽。中和四年，陈岩逐

其帅郑镒，自称观察使。光启二年，王潮据泉州，岩表为刺史。岩卒，其妇弟范

晖自称留后，骄暴失众心。众道潮以来，【（崇抄作“众迎潮以来”。）潮遣弟审

知攻之。景福二年入福州。乾宁元年，授潮观察使。三年，《唐表》作“四年”。

（底本作“唐袁”。据库本、崇抄改。）】升为威武军，拜节度使。四年，卒。【潮

自光、寿南渡，由赣州入漳浦，（底本作“山赣川”，库本作“由赣川”，据崇抄改。）

据泉、福。十二年，葬晋江。】审知立。【初，潮未至，民谣曰：“潮水来，岩

头没；潮水去，矢口出。”至是验。】梁开平三年，封闽王。县十。【乾化元年，

以梅溪场为闽清县。】贞明六年，升为大都督府。唐同光三年，卒，子延翰立。

天成元年，伪建国，称大闽国王。【（底本作“大明国王”，据库本、崇抄改。）】

十二月，延禀杀延翰，推延钧为节度观察留后。长兴四年，僭号，改元龙启。升

为长乐府。县十四。【是岁，以罗源场为罗源县，感德场为宁德县，归化场为德

化县，建州永顺场为顺昌县，咸属。】子继鹏为尹。清泰二年，继鹏弑立，改元

通文。晋天福四年，朱文进等害之。季父延羲立，改元永隆。明年，延政始贰。

后三年，延政僭号于建州，国号殷。【以将乐为镛州，延平镇为镡州。】开运元

年，文进杀延羲自立。晋因授以节度。国人寻杀之，迎延政于建州。明年，延政

称闽王。以福州为东都，领州七，【（底本作“领州十”，按，原领福、建、泉、

漳、汀五州加镛、镡二州，当是七州，“十”当为“七”之误书。库本、崇抄作“领

州七”，据改。）】县十三，【是岁，析出顺昌。】子继昌留守。列校李仁达杀

继昌，立僧卓岩明，【雪峰僧，莆田人。】未几，杀之自立。其年，延政为南唐

所灭。【自光启二年丙午入闽，有神僧黄■〈涅，工代土〉筑，（底本作“黄■〈涅，

工代土〉筑”，崇抄、库本作“黄■〈涅，工代土〉槃”。）人就问之。僧云：“骑

马来，骑马去。”灭之明年，岁复丙午。盖六十年。】汉乾祐元年，仁达举国归

吴越。县十一。【是岁，改镡州为剑州，以尤溪隶之。三年，又以德化归泉州。】

周广顺元年，改为彰武军。【避周太祖名。今法祥院有建隆三年《石□殿记》：

（底本作“石□殿记”，缺一字，他本同。）“功德主上军散兵马使充彰武军省勾院

使徐廷镐。”】皇朝太平兴国三年，钱氏纳土，复为威武军。领州六、军一，【镛

州，失所废年月。是岁，析建州之邵武为邵武军。】属两浙西南路。四年，领军

二。【是岁，析泉之莆田，置兴化军。】六年，县十二。【是岁，析闽县九乡置

怀安。】雍熙二年，始为福建路。嘉祐四年，带钤辖。大观元年，升为帅府。四

年，罢。建炎三年，复升为帅府。自太康置守，至今淳熙八年，凡九百年。考占

星土。盖斗、牛、须女之分也。【（底本作“须□”，缺一字，据库本、崇抄补。）

《周礼》以经星十二次，辨九州之地，以观妖祥”。内吴越属“星纪”。《前汉志》

谓交趾、南海等郡，皆其分野。（底本作“分□”，缺一字，据崇抄补。）《晋志》：

自南斗十二度至女七度为吴越，（底本作“□志”，缺一字，据崇抄并《晋书·天文

志》补。）特言其大界也。非止谓本州。】 

 

  广轮之数具列于后云：【（底本作“具列于后亡”，据崇抄改。）】 

 

  东--西 四百五十里。 

 



  南--北 五百七十八里。 

 

  东南--西北 四百九十四里。 

 

  东北--西南 千八十里。 

 

  东 百九十里至海。 

 

  西 二百六十里至界首，又百二十五里至南剑州。 

 

  南 百七十八里至界首，又六十三里至兴化军。 

 

  北 四百里至界首，又百三十里至建宁府政和县。 

 

  东南 二百八里至海。 

 

  西南 五百四十里至界首，又四百二十五里至南剑州。 

 

  东北 五百四十里至界首，又三百二十里至温州。 

 

  西北 二百八十六里至界首，又百十八里至南剑州。 

 

  《三山志》卷第一终  

●卷第二 地理类二 

  叙县 

 

  闽，宅东南，负山而舐海。【（底本作“负山而舐海”，库本同，崇抄作“负

山而抵海”。）】由建、剑至嵩溪，岩壑夹驶不留。其间州、县若镇，虽仅启廓，

竟不能容与十数里。道出甘洲，山川揖逊，乃百里如掌。海潮涨卤至东峡，【（东

峡位置，对西峡而言。本志“驿铺”、“江潮”等篇所述“西峡”皆指今乌龙江峡口，

则东峡当别在其东闽安镇一带江流狭束处。）】激淡潮而西。脉络敷贯，委蛇详

缓。州治其中，有中州气象。县十二，濒海七。【福清，距海六十里；长乐，二

十里；闽，五十里；连江，二十里；罗源，十五里；宁德，县东；长溪，十里。

依山三。古田、闽清、永福。挟江二。侯官、怀安。】按国初吏部格：【（底本

于“吏部格”之旁，以小字校改“格”为“括”，崇抄及库本皆作“格”字，据改。）】“户

二千以上为„望‟，千五百以上为„紧‟，千为„中‟，五百为„下‟。”今“中”县，并主、

客户皆万以上。姑以建置先后为次云。 

 

  闽县 

 

  连江县 

 



  侯官县 

 

  长溪县 

 

  长乐县 

 

  ○闽县 

 

  〔望〕 

 

  州东南隅。闽越故都--冶。汉末为侯官。吴属建安。晋太康三年，置晋安郡，

省典船校尉，【（本志卷一《叙州》有“吴景帝时置曲郍都尉”之说，于此《叙县》

中复有“省典船校尉”，卷二十《职官》又作“曲那都尉”，注“又曰典船校尉”，知

是东吴时之同一官职，并存之。）立原丰。置原丰县，郡治在焉。】侯官仍旧。

隋平陈，郡废，改县曰原丰。【与侯官俱为原丰。】开皇十二年，改为闽。至大

业初，置郡，复治闽县。伪闽龙启元年，【长兴四年。】改为长乐。三年，仍旧。

永隆三年，【天福六年。】又为长乐。四年，仍旧。 

 

  东--西 九十三里。 

 

  南--北 八十里六十步。 

 

  东 连江县界，九十二里。 

 

  西 侯官县界，一里。 

 

  南 福清县界，八十里。 

 

  北 怀安县界，县治后，绝河。 

 

  东南 长乐县界，七十五里。 

 

  西南 怀安县界，十七里。 

 

  东北 怀安县界，二十里。 

 

  西北 怀安县界，一里。 

 

  十二乡 三十七里 

 

  凤池西乡 县东南。旧名双桂乡。有都尉、联荣、上仁、棠阴、崇贤五里。

今并为崇贤。 

 

  崇贤里 县治，在城。 



 

  凤池东乡 县东二十里。旧无东字。有清谨、新昌与今三里为五。今并焉。 

 

  归善里 （底本作“归善里里”，衍一“里”字，据库本、崇抄删。）前、后屿。 

 

  鼓山里 阮洋、灰崎、磕下石、剑山（石如剑痕，临江）。 

 

  桑溪里 猎岭。 

 

  晋安东乡 县东七十里。旧无“东”字。 

 

  海曲里 湖江山，在海中。 

 

  合浦南里 浮崎、洋屿、猴屿、闽安镇。 

 

  北里 （旧名海滨里）铁场、殷屿、翁崎。 

 

  海畔里 王晡山（海中）、海雷石（波涛所穿，其下成窍，风摇则訇然有声）。 

 

  晋安西乡 县东五里，旧名灵芝。有清平、永乐、习贤、易俗、孝义为五里，

今并为三里。闽越王郢塚霥，县东田乡。 

 

  孝义里 鹧鸪、秋竹、鹅鼻岭。 

 

  瑞聖里 大乘前、竹屿、横屿。 

 

  易俗里 舶塔头、东岳前、奉真桥（元丰三年，道士颜象环作）、草参亭桥

（靖国年作）、茶园山（王延禀为李仁达败，奔之）（底本作“奔之”，库本同，

崇抄作“奔之处”。）、茶山馆（旧闽县尉廨也。崇宁三年敕以常平钱置漏泽园，

遂于此创。今为东禅菜园，即鸡公巷口也）。 

 

  高盖南乡 县南十五里。旧无“南”字。有仁德、方胜与今三里为五。今并焉。 

 

  时升里 （旧龙政里）浮桥头、下渡。 

 

  仁丰里 盖竹、高盖、仙人井。（底本作“仙人非”，据崇抄改。） 

 

  光德里 高湖。 

 

  高盖北乡 县南十里。旧乌石乡，（底本作“乌石乡”，崇抄同，库本作“鸟

石乡”。）有周鼎、下惟、（底本作“下惟”，库本同，崇抄作“下帷”。）令德与

今二里为五。今并焉。 

 

  加崇里 王坂洋、横山头、河口、乌石洋、（底本作“乌石洋”，崇抄同，库



本作“鸟石洋”。）上、中、下航、钓龙台（闽王时，江边号新市堤。翁承閤还朝，

审知饯行于此）。 

 

  高惠里 木道、河口、五龙塘。 

 

  崇善东乡 县南七十里。旧名希福东乡，凡四里。 

 

  还珠北里 扈屿。 

 

  南里 横屿。 

 

  荣绣里 麻溪。（旧名西集里。淳祐戊申，待制侍郎陈公塏为乡帅。诰词云：

“荣哉此行!何殊昼绣。”知闽县师舆从士民之请，立“荣绣坊”于大义。盖陈氏世

居此地。乡贵观文殿学士毅斋郑公性之书扁。里遂以“荣绣”名）。（荣绣里名及

以下注文，皆记淳熙成志后六十余年事，当是后人所加。各本皆有之。但文字各

有出入：底本作“陈公塇”，库本作“陈公瑄”，崇抄作“陈公塏”，查本志三十一卷

朱貔孙序及《宋史·陈塏传》，当是“塏”字，据改。又底本“知闽县帅与徒士民之

请”，崇抄作“知闽县帅从士民之请”，库本作“知闽县师舆从士民之请”。查本志“公

廨类二·善溪庙”条，记及陈塏为乡帅，率知闽县师舆致祷事，可互证，因据库本

改。又“荣绣里”是淳祐后改之里名，本志水利、僧寺等卷仍书“西集里”。又此里

为“陈氏世居之地”，又称塏为“乡帅”。查《宋史·陈塏传》作“嘉兴人”，当是迁居

久后还乡任职者。） 

 

  方岳里 

 

  崇善西乡 县南七十里。旧名希福西乡。（底本作“旧多希福西乡”，参前条

“崇善东乡”注文，知是“旧名希福西乡”之误，正之。）有永庆、慕贤与今三里为

五。今并焉。 

 

  待仕里 塔林、方山。 

 

  清廉里 段塘、虎头。（底本作“虎□”，缺一字，库本同，据崇抄补。） 

 

  灵岫里 馆前、刘屿。 

 

  开化东乡 县东九十五里。旧无东字。有受善里与今二里为三。今并焉。 

 

  光俗里 营前、筹崎、竹屿。 

 

  至德里 洞江、澧渎。 

 

  开化西乡 县东南三十里。旧温泉乡。有归化、崇信与今三里为五。今并焉。 

 

  归仁里 卢螺、石步。 



 

  永福里 旧永安里、城门山。 

 

  高详里 

 

  赞贤乡 县南百里。（底本作“县南百□”，缺一字，据崇抄补。） 

 

  绍惠里 琅崎。 

 

  钦仁里 焦溪。 

 

  归义里 蔗崎、枕屿。 

 

  积善里 青布、苦竹。 

 

  安仁乡 县东十七里。 

 

  接贤里 白浮。 

 

  仁惠里 城门、龙泉、卢下。 

 

  永盛南里 石鼈。（后为雷所震，断之。今半犹存。） 

 

  北里 （旧胜残里）磕下、筋竹、石山（有自然井水甘美）。 

 

  开化里 洋下、连坂、林浦边、郡崎、上下董。 

 

  ○连江县 

 

  〔望〕 

 

  州东北九十里。【《旧记》：百六十里。】晋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立。【《晋

志》、《宋志》皆有温麻县。】隋开皇中，省入闽县。唐武德六年，复析置。其

年改为连江。【以县治连接江水，故名。崇宁三年，尚书省以县万户，（底本作

“以孙万户”，库本作“以系万户”，据崇抄改。）拟差京朝官知。】 

 

  东--西 九十五里。 

 

  南--北 百十五里。 

 

  东 海，二十里。 

 

  西 怀安县界，四十里。 

 





  南 闽县界，二十五里。 

 

  北 罗源县界，四十五里。 

 

  东南 海，三十五里。 

 

  西南 闽县界，二十五里。 

 

  东北 罗源县界，百二十里。 

 

  西北 怀安县界，九十里。 

 

  七乡旧五乡 二十四里 

 

  宁善乡 县东南四十里。旧有丰邑，后并。 

 

  钦平上里 东塘村。 

 

  下里 白沙浦通津桥（初，梁石为步，中流以舟济，号中济。政和甲午为十

八梁）。 

 

  崇德里 桑屿、东路、上下于塘（在海中）、（库本、崇抄作“竽塘”。）关

岭、蛤沙、北交（旧有镇，今废）、大小亭山（昔黄氏兄弟载宝没于此，遂二处

立庙）。 

 

  永福乡 县南二十四里。 

 

  新安里 荻芦。 

 

  安庆里 赤沙渡、赤沙馆。郑崎。 

 

  永贵里 （旧有上、下里亭，并。）船步渡、荻芦寨（有渡）、二沙镇（今

废）、后浦。 

 

  太平乡 县西四十里。 

 

  光化里 罗崙渡、潘渡。 

 

  清河里 

 

  临江里 泗口、汤洋、长圆、卢溪（旧有北岭镇，后废）。 

 

  安仁里 上屯、东岸、白岩、中屯、陂西、天凿、长溪、下屯、菜洋、东岸

渡、七猴渡。 



 

  名闻下乡 县西北七十七里。 

 

  安义里 辛洋溪、丹洋、下屯、洪路。 

 

  中鹄里 南坂山、黄岩村。（旧名通化。唐张莹尝有诗：“一箭不中鹄，五

湖归钓鱼。”景德中，以更里名）。 

 

  敦贤里 翠林山。 

 

  安定里 洋尾、东充。 

 

  名闻上乡 

 

  加贤里 九弯溪、西际。 

 

  下里 麦浦。 

 

  进贤里 东塘、黄坑。 

 

  归仁里 （旧属太平乡）米令桥头。 

 

  五贤上乡 县东北百五十里。 

 

  集政里 上洪、（崇抄有旁注改“洪”为“鸿”。）白鹄、下廉、麻村、临海。 

 

  安德里 状元坊（以郑侍讲鉴两优释褐，名）。 

 

  招贤下里 （旧不分上、下里）峡口镇（今废）。 

 

  五贤下乡 

 

  保安里 瓷窑、管渎。 

 

  建兴里 浮曦、赤石村。 

 

  招贤上里 

 

  ○侯官县 

 

  〔望〕 

 

  州西南百步。唐武德六年置，治州西江岸，水陆三十一里。贞观五年，省入

闽县。长安二年，析闽县西十二乡复置。贞元五年，洪水漂坏。后团练观察使郑



叔则奏，移入州城。元和二年，省；五年，复置。【先是同长乐省，（底本作“先

见同长乐省”，崇抄同，据库本改。）仍置场征，世不便，（库本作“民不便”。）

遂复置。】伪闽龙启元年，改为闽兴，以长乐为侯官。三年，皆复旧。 

 

  东--西 百八十里。 

 

  南--北 二百九十里。 

 

  东 闽县界，五十步。 

 

  西 永福县界，八十里。 

 

  南 闽县加崇里，二里。 

 

  北 怀安县崎山界，五里。界首至县，二十里。 

 

  东南 闽县宁越门，一里。 

 

  西南 永福县筇溪村，五十里。界首至县，五十里。 

 

  东北 怀安县界，二里。 

 

  西北 闽清县仁溪埕，百里。界首至县，三十里。 

 

  十乡 五十里 

 

  桂枝乡 县西南二里。以唐陈去疾登元和十四年科第，改名。刘若虚作“陈

淑”。《唐登科记》无“陈淑”，有“陈蜀，闽县人”。 

 

  荣亲里 （旧名延福。咸平五年，刘若虚登第，授大理评事，知温州永嘉县。

解任归乡时，王父母、父母俱无恙。谢侯泌因改今名以宠之。若虚自记，仍赋诗）。 

 

  聚星里 城内。 

 

  永平里 城内。 

 

  东孝悌乡 县南八十里（旧无东字）。 

 

  安平里 陈湖。 

 

  驯翚里 小目溪。 

 

  永钦里 柳桥。 

 



  处仁里 （旧属桂枝乡）。 

 

  孝顺里 （城西草市）。 

 

  美宅里 祭酒岭（俗呼为“进酒”。湛温，光州人，事王延翰，官至御史大夫、

国子祭酒。时，延禀守建州，与延翰有隙，遣使觇之。延翰命温往饯，因鸩之。

温叹曰：“唇亡则齿寒，吾宁以一身代万人肝脑涂地。”引卮独酌，毙于岭下）。 

 

  西孝悌乡 县西百里。旧修文乡。 

 

  扬名里 赤岸。 

 

  惠化里 赤岸。 

 

  齐礼里 塘岸。 

 

  招贤里 石门。 

 

  顺平里 石门。 

 

  胜业乡 县西十五里。 

 

  新安里 瓦埕。 

 

  孝成里 新道、玉山（宿猿洞之西南，伪闽望祀之所）。 

 

  正节里 廊回。 

 

  方兴里 后坞。 

 

  方乐里 洪塘。 

 

  修仁乡 县西南七十里。 

 

  永康里 横棣。 

 

  迁蝗里 南屿。 

 

  绥平里 坎下。 

 

  灵凤里 高崎。 

 

  海平里 昙崎。 

 



  永安乡 县西北百六十里。 

 

  嘉祥东里 大湖洋。 

 

  西里 白沙。 

 

  保安上里 大目溪（崇庆院前丰泽潭。相传：龙每二年一兴，（底本作“相

传龙□二年一兴”，缺一字，库本作“相传有龙二年一兴”，崇抄作“相传龙每二年

一兴”，据补。）兴则暴雨涨溪，冲梁突岸。乃以铁缆缆之，上铸铁佛，缝罅皆

藏铁。自此不为患）。 

 

  下里 蒙溪。 

 

  永兴里 鼋村。 

 

  清化里 鼋村。 

 

  守仁里 仁溪、汤背。 

 

  石门乡 县西北八十五里。 

 

  九功上里 甘蔗。 

 

  下里 甘蔗。 

 

  归德里 唐举。 

 

  万安里 彭蜞。 

 

  东太平乡 县西北百二十里。 

 

  兴禾里 屿头。 

 

  东安里 黄沙岭。 

 

  安仁里 雪峰、汤院。 

 

  加川里 后尾。 

 

  畴川里 后尾。 

 

  西太平乡 县西北百二十里（旧原丰）。 

 

  仁德里 大、小若。（底本有关各处皆作“大小若”，库本同，崇抄原亦作“若”



字，又再添加“竹”头，遂成“箬”字。按今地名是“大、小箬”，或非宋代原名，仍

从其旧。） 

 

  旗亭里 

 

  志节里 

 

  惇和里 

 

  永宁里 （以上四里，地名侯官镇） 

 

  五芝乡 县西南百里，旧令善乡。 

 

  闽光里 （《方舆记》：月屿。出蟟蛤，号蟟沙（底本作“出潦蛤，号潦沙”，

库本同，据崇抄改。） 

 

  清政里 （旧曰“贞正”，避仁庙讳，改）白鹤。 

 

  三秀里 黄岸、江口。 

 

  新兴里 古灵。 

 

  吉壤里 龙湖。 

 

  ○长溪县 

 

  〔望〕 

 

  州东北。水陆五百四十五里。【《旧记》：八百五十六里。】唐武德六年，

析连江置。寻省以为宁远镇。长安二年复置。【县南有溪数十里，通海。】宁远

故城遗址今尚存。【或言：“长溪，唐尝升为松州。”按《旧唐志》：武德中，括

州管松、嘉、台三州。（底本作“括州管松、嘉、合三州”，库本同，据崇抄改“合”

为“台”。）七年，废松州为松阳。则长溪未尝为松州也。】 

 

  东--西 八百四十五里。 

 

  南--北 六百三十里。 

 

  东 海，十里。自海至榆星屿，二百里。 

 

  西 建宁府界，二百三十里。界首至政和县，百七十里。 

 

  南 海，百里。 

 



  北 处州界，三百六十里。界首至龙泉县，三百里。 

 

  东南 海，十里。 

 

  西南 宁德县界，百五十里。界首至县三十五里。 

 

  东北 温州界，二百里。界首至平阳，一百里。 

 

  西北 处州界，四百里。界首至县，三百里。 

 

  四乡 二十二里 

 

  劝儒乡 县东北。唐林嵩登乾符二年第，观察使李晦表请改乡里，因敕赐今

名。 

 

  擢秀里 （底本作“折秀里”，库本同，据崇抄改。）赤岸、盐埕、文翁桥、

饭溪、沙江渡、龙首桥、三沙峰火寨。（“三沙峰火寨”，崇抄于“峰”旁添改“烽”

字，疑非旧名。） 

 

  望海里 敛村、太姥山、村、（底本作“□村”，缺一字，库本作“文村”，据

崇抄补。）三陀九岭、（崇抄作“王陀九岭”。）益溪、大小圆塘、白露、盐埕（六

十六灶）。 

 

  遥香里 白林桥、翁潭、王孙、雁溪、三尖。 

 

  育仁里 南北镇、后埕、沙埕（县四里）。 

 

  廉江里 桐山、骆驼岭、百秤。（崇抄作“百祥”。） 

 

  灵霍乡 县西南六十里。 

 

  万安里 大小黄沙、狮头、盐埕（与擢秀里百二十五灶）、金波桥、宣化桥、

（底本“宣□桥”，缺一字，据崇抄补。）戢田（县北）、龙首山（崇抄作“龙贡山”。）

（西胁有清泉，病者饮辄愈）。 

 

  温麻里 石背、东湾、盐田。 

 

  柘阳里 盖竹、蝉洋、重鱼、罗浮。（崇抄作“罗鱼”。） 

 

  沿江里 古漏、苏洋、大流港。 

 

  秦溪东里 东属、下益、才良。（底本作“下益才良”，崇抄作“下盃方良”，

库本作“下盃才良”。） 

 



  西里 大小籰、黄崎、深浦。 

 

  永乐乡 县西北二百里。 

 

  仁风里 龙皋、茜洋、黄兰、秦溪口、白沙、大梅。（底本作“大海”，库本

同，据崇抄改。） 

 

  西兴里 白沙、廉村、薛家坂（唐进士薛补缺令之所居。其孙芳杜，为人正

直。既死。乡人为立祠，与令之同祠。立亭曰“清风”）。（底本作“唐□□□□□今

之所居”，缺五字，且误“令之”为“今之”，又“为人□直”、“与□之同祠”皆缺字，

据库本补。） 

 

  钦德里 缪洋、鸡屿、牛岭。 

 

  平溪里 大小鱼溪、西溪、麻竹、斜滩。 

 

  归化东里 察洋、湖边。 

 

  西里 松潭溪、船潭。 

 

  安东乡 县东南九十里。 

 

  安民里 （县南十里。地形饮海中作蜂腰。（底本作“蜂要”，库本同，据崇

抄改。）东名上限，西名下限。往尝截之通潮，以不能而止。岁春夏交，有跨鱼

掩至，其积如山）盐埕、沙舌、高平山（俗传：菖洪尝游其上，有丹鼎、丹灶）。 

 

  新南里 吒崎（旧有浙津驿在八尺琅玕头，今废）。 

 

  连海里（底本作“建海里”，据库本、崇抄改。） 蚶砚石、苦竹（滨海之民，

多“滬业”。《舆地志》：“海滨渔捕，张两翼，潮上，即没以取鱼。谓之“滬业”）。

（底本作“扈业”，崇抄同，库本作“滬业”。按，陆龟蒙《渔具咏序》云：“列竹

于海澨曰滬”，据改。） 

 

  招贤里 （旧无）上下角、西臼、蛎澳、大小金盐埕（同安民里输宁德县）。 

 

  ○长乐县 

 

  〔紧〕 

 

  州东南百里。【曾师建《记》：百二十里，潮信也。】唐武德六年，析闽县

地为新宁县，在敦素里平川。【距今县十五里。】寻改为长乐。上元元年，防御

使董玠以其卑湫，移治吴航头。元和三年，省入福唐县。五年，复置。伪闽龙启

元年，改为侯官县。三年，仍旧。永隆三年，改闽县为长乐，长乐为安昌，明年

仍旧。 



 

  东--西 百二十里。 

 

  南--北 六十五里。 

 

  东 海澳，三十五里。 

 

  西 闽县界，一里。水路百二十里至县。 

 

  南 福清县界，五十里。 

 

  北 山外大海，取连江县界，（底本作“取”，崇抄同，库本作“去”。）百二

十里。 

 

  东南 千零里至东洛。水路百二十里。 

 

  西南 泉元里至石尤岭，（各本均只作“尤岭”二字。按其下“泉元里”条，有

“石尤岭”。又卷三“福清县”亦记“北长乐县石尤岭分水为界”，知脱一“石”字，补

之。）三十五里，福清县界。 

 

  东北 新开里到当西澳，水路百二十里，外连江县界。 

 

  西北 宾兴里至闽县苦竹溪，水路十五里。（底本作“小路”，据崇抄改。） 

 

  四乡旧七乡 三十二里 

 

  善政乡 县西一里，并永泰乡为之。（廉风、建兴、崇德、敦素、崇贤，旧

属永泰。） 

 

  宾贤里 （旧德致里。因邹异中经明行修科改。）河南临水渡，出首石（县

主山，高二十余丈，广数十里，中有泉。四望皆水也，又名“四水口”）、县驿（县

南十五步）、临水驿（县西一里）、吴航头（相传夫差略地至此，未必然）。 

 

  逍遥里 黄弹岭。 

 

  进贤里 桃坑（源出董平山）。 

 

  廉风里 董平山。 

 

  建兴里 （距海半里）。 

 

  清平里 沙坑。（距海半里。县滨海处多沙，风飏飞积，小成坡，大成山，

岁岁迁徙无定，扑面眯目，（底本作“扑面昧日”，据库本、崇抄改。）无所不至；

而米谷、饮食中殊无之。亦异也。） 



 

  崇德里 北湖（距海三里）。 

 

  敦素里 （旧县治，距海五里） 

 

  崇贤里 晁石。 

 

  仁义里 获溪桥（源出大山阳，流入演江，江阔九里，深十一丈，东流二十

里入海。昔有二龙起于江中，白归山阳，则白龙潭也；黑居山阴，则祥云潭也。

有人于潭侧获卵壳，大如斗）。 

 

  昌化乡 县东南十里，并依德乡为之（海滨、崇化、良田、千零。旧属依德）。 

 

  絃歌里 石梁。 

 

  海滨里 东石。 

 

  崇化里 流水。 

 

  良田里 江田。 

 

  千零里 社下、钟门驿（今无）。 

 

  崇仁里 湖东。 

 

  和风里 河下、双髻石。 

 

  招贤里 竹■〈土寻〉。 

 

  永胜里 千历。 

 

  二难乡 县西南五里，旧崇丘乡。以潘循、潘衢同登祥符元年第，改。后并

安时乡之昆由、依福、灵石、泉元、归义里。 

 

  同荣里 （疑更“归义”为之）参溪、破石潭（下有石柱庙）、抟纱潭（深不

可测，尝有以纱一抟测之，不至其底）。 

 

  崇丘里 大边、洋门。 

 

  信德里 小边。 

 

  嵩平里 白田。 

 

  （上三里，旧属闽县。咸平二年，以煎盐之乡与闽县惟界一岭，私贩丛至。



踰境即非所部，闽之弓手仓卒莫至，遂以隶之） 

 

  泉元里 石尤岭、白岩山。 

 

  依福里 （前曾村） 

 

  灵石里 小门。 

 

  昆由里 百石堰、黄龙潭（底本作“黄龙潭”，库本、崇抄皆作“黄新潭”。）

（岁旱，雩之。昔有巫者妻沤麻潭侧，见黄龙首藉其上，驰以告其夫，夫以告县。

往祈之，俄而大雨）。 

 

  芳桂乡 东北二十五里。 

 

  新开里 梅花村。 

 

  方乐里 东皇村。 

 

  大宏里 （以林犯御名思中宏词，（林慎思，长乐人，字虔中，唐咸通十年，

以博学宏词第进士。本志因南宋孝宗名“慎”，故避讳以“犯御名”三字代之。）奏

名）大石、渡桥。 

 

  万安里 相村、祥云潭（旧名“玄云”。祥符中，避圣祖名，改。旱，祷即应）。 

 

  敦化里 古烂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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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县 

 

  福清县 

 

  古田县 

 

  永福县 

 

  闽清县 

 

  宁德县 

 

  罗源县 

 



  怀安县 

 

  ○福清县 

 

  〔望〕 

 

  州东南百二十里。【《旧记》百七十七里。】唐圣历二年，析长乐南八乡置

万安县。【因乡为名。】天宝元年，改为福唐。梁开平二年，改为永昌。唐同光

元年，复为福唐。伪闽龙启元年，改为福清。【或曰：“晋天福初改为南台县”。

考，未见。】 

 

  东——西 百二十里。 

 

  南——北 百四十七里。 

 

  东 大海，五十里。 

 

  西 兴化军百丈岭分水为界，六十里。 

 

  南 大海，百二十里。 

 

  北 长乐县石尤岭分水为界，二十五里。 

 

  东南 海。 

 

  西南 莆田县县岭分水为界，六十里。 

 

  东北 长乐县薛田岭分水为界，五十里。 

 

  西北 闽县常思岭分水为界，六十五里。 

 

  七乡旧十乡 三十六里 

 

  太平乡 县东五里。旧有龙兴、崇宾里，后入永东、永西、海坛三里。 

 

  永东里 通海桥（俗名河头，舟楫所萃。天聖五年，以木为之。元祐中，增

十三间，名坦履。绍兴中，知县黄童以桥南势卑，增筑八梁）。 

 

  永西里 

 

  修仁里 （旧属永乐乡） 

 

  海坛里 （海中间，八百里，户三千） 

 





  万安乡 县西南，四十里。旧有文秀乡，以翁谏议承赞得名；嘉祐省，隶万

安。 

 

  万安里 

 

  新丰里 （旧属太平乡） 

 

  灵德里 

 

  苏田里 （旧属文秀乡，有里、外，今并。）万安桥、铁场桥。 

 

  光贤里 （旧属文秀乡。翁承赞之居） 

 

  安香里 （旧属文秀乡。相传雪峰真觉僧归莆中，囊山僧妙应迓之，举香问

讯） 

 

  崇德乡 县东南五十里。山亭乡，旧有遵义、遵教、灵瑞、时和里，今并附

近诸乡。 

 

  钦唐里 

 

  惇和南里 （旧有惇和北里，今并） 

 

  归化北里 

 

  南夷北里 （旧属山亭乡） 

 

  拜井里 （闽王审知筑占计洋，凿井无水，拜而得之） 

 

  安夷南里 （旧属山亭乡。） 

 

  孝义乡 县南二十五里。旧有万寿、桑里。后并。 

 

  栖仁里 

 

  江阴里 （旧属崇德乡） 

 

  临江里 径江、蹑云桥（元丰初作。名鳌江桥。政和五年为亭。淳熙初，改

今名）。（底本于“临江里”下有此注文，库本同，崇抄所无。） 

 

  南匿里 （旧属万安乡） 

 

  归化南里 （旧属崇德乡） 

 



  长东乡 县西四十里（旧有长乐西乡，此为东乡。后并西乡。此遂去“乐”

字）。 

 

  文兴里 （旧无） 

 

  清元里 （旧半属西乡） 

 

  永寿里 

 

  新宁里 （旧属西乡，有里、外里，今并） 

 

  方兴里 

 

  感德乡 县东二十五里（旧有鳣庭里。今并）。 

 

  仁寿里 

 

  浔洋里 （旧属孝义乡） 

 

  新安里  

 

  方成里 

 

  永宾里 

 

  方乐南里 （旧有北里，今无）龙江桥（阔五里，中浮六丈。政和中，增四

十二间。林舍人遹《记》，以“连沧巨浸”名。刘提刑峤改名“永平”。绍兴中，林

少卿栗改今名）。 

 

  永乐乡 县西十二里。旧有常乐、元福、立德里。后并。 

 

  永福里 

 

  清远里 （旧属万安乡） 

 

  善福里 （旧属长乐东乡）士林桥（水陆院之左。开宝五年创，治平元年修）、

无患桥（近林真君炼丹之地。相传：饮其水者无疾患。今改为“龙津”。林枢密希

《记》）、交溪桥（宣和四年作）。 

 

  遵义里 （旧属山亭乡） 

 

  ○古田县 

 

  〔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