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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可一日无防，防不可一日松懈。
自古至今，国防是国家安全的依托，是国

民发展的前提。
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自古有“闽在海

中”的说法，是名副其实的海上门户、战略要
冲。闽海稳，则东南半壁江山稳。闽海 3000 多
公里岸线和岛上，城堡、烽墩、炮台等海防设
施，迢迢相望。如，闽东霞浦的大京城堡、传胪
城堡、惠安崇武古城、晋江福全古城，莆田平
海卫、泉州永宁卫、漳州镇海卫……这些海防
设施，或独立于海岛之上，或筑于江河海口，
或密布于海岸，各镇一方又互相呼应，编织成
一道道保卫家园的海上长城。

平潭岛位于海峡交通必经要道，历来战
略地位重要，更是海上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防御外敌入侵思路上，中国历来有塞
防和海防之分。明代以前，以内陆防御为主的
塞防，占据主导地位，如秦汉时期，防御对象
主要是北方和西部的游牧民族，长城的功能
就是防御塞外草原部落的入侵。

明代前期，退居漠北的鞑靼政权，仍是明
王朝的强敌，明英宗就是在土木堡之变被也
先俘获。但明中后期，来自东南海上的外敌，
变成明王朝抵御的主要对象变成明王朝抵御的主要对象。。嘉靖朝的倭寇嘉靖朝的倭寇
之乱之乱，，就是日本浪人就是日本浪人、、海盗等勾结中国沿海的海盗等勾结中国沿海的
不法分子不法分子，，祸害浙闽粤沿海居民长达数十年祸害浙闽粤沿海居民长达数十年，，
最后在名将俞大猷最后在名将俞大猷（（泉州河市人泉州河市人）、）、戚继光顽戚继光顽
强抗击下强抗击下，，逐步平息逐步平息，，恢复沿海的安定恢复沿海的安定。。

晚清道光朝后，政治腐败，海上门户防御
松弛，海防薄弱，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长驱
侵袭而来，鸦片战争，不仅国门被迫打开，还被
迫签订近代首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
五口通商，割让香港。之后，列强纷至，第二次
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
华，以及一次次战败签订的系列不平等条约，
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东南海
上门户，几乎形同虚设，随便一个西方国家，在
海岸上架一大炮，都可以叫板泱泱中华。

历史经验证明，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
命、地理大发现和全球贸易格局加速形成，海
上力量上升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极为重要的
体现，海上强则海疆稳固，海上弱则门户虚
掩，随时可能受到强敌侵扰。

透过一部中国近代史，我们看到的就是
海上力量虚弱，海防门户屡屡失守挨打的现
象象。。鸦片战争后百年衰败鸦片战争后百年衰败、、百年屈辱的历史百年屈辱的历史，，
国人当世代铭记国人当世代铭记，，一日不可忘却一日不可忘却。。

闽为中国东南门户闽为中国东南门户，，闽海更扼东海与南闽海更扼东海与南
海之咽喉海之咽喉，，居西太平洋战略要冲居西太平洋战略要冲，，这样的地理这样的地理
位置位置，，使福建既是中国对外开放使福建既是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走向世界的

桥头堡，也是防御海外强敌的前沿主阵地。闽
海不可一日失防，更不可一日防而不稳防而
不坚固。回眸明清以来，500 年沧桑岁月，福建
人民、闽籍将士，始终勇立海防前线，从抗倭、
到清末历次抗击外敌，闽人从未缺席。

明末清初，福建南安人郑芝龙在海上建
立霸业，他的儿子、延平郡王郑成功挥师东
渡，率船队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成为家喻
户晓的民族英雄。

清康熙年间，善于海战的福建晋江人施
琅，在同是泉州人的李光地举荐下，平定台定台
海海，，促使两岸一统促使两岸一统，，施琅因此受封靖施琅因此受封靖海侯。之
后施琅屯兵台湾，开发宝岛，捍卫台湾主权，
加快了台湾地区迈向近代化现代化的步伐。

鸦片战争后，中国几万里海防前线上，福建
人与国家同命运共存亡的身影，更是无处不在。

出生于福建厦门同安的陈化成，少即仰慕
民族英雄岳飞。22岁的陈化成应募成了厦门的
一名水兵一名水兵，，后因战功赫赫后因战功赫赫，，升至金门镇总兵升至金门镇总兵。。第第
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调任福建水师提督他调任福建水师提督，，
负责守卫吴淞口海防负责守卫吴淞口海防。。当他得知定海三总兵和当他得知定海三总兵和
两江总督裕谦为国殉难的消息后两江总督裕谦为国殉难的消息后，，悲恸许久悲恸许久，，

感慨道：“武臣死于疆场，幸也。”英军凭舰炮优
势强攻吴淞口时，65 岁的陈化成拔出佩刀，率
领将士们冲进敌中，展开近战。然而佩刀终究
敌不过英军的枪炮，陈化成身中数弹，他牺牲
前的最后一句还在呼喊将士们向前杀敌。

陈化成血战吴淞口，用鲜血护卫了长江
大门，吴淞口一战也成为鸦片战争期间英国
战舰损毁最多的一战。

洋务运动时期，福建人率先创办船政，培
养海军将才，开启中国海军近代化之先河。
1866 年，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和钦差大臣、福
州人沈葆桢在福州马尾开办了福建船政局，
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造船企业，同时设立了
第一所中国海军学校马尾船政学堂，培养了
很多工程技术人员、航海人才和海军军官，因
此之功，福建人特别是福州人就成了中国海
军最早的中坚力量。当时大清的四大水师，福
建水师、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一半
以上舰艇军官都来自福建。

1883 年中法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
部参战，福州人民踊跃支前，不怕牺牲，谱写
了保家卫国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史诗。虽然

福建水师舰队几乎尽毁，但福建人民在马江
海战中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载史册，激励
后人为保卫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守卫美好
生活，不惜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中日甲午海战中，参战的定远舰管带刘步
蟾、镇远舰管带林泰曾、来远舰管带邱宝仁、经
远舰管带林永升、靖远舰管带叶祖珪、济远舰管
带方伯谦、超勇舰管带黄建勋、扬威舰管带林履
中，这些赫赫有名的将领都是福建福州人。

民国时期，海军军官和士兵 70%以上都是
福建人。海军总司令萨镇冰既是一代名将，又
是民国海军总长，曾一度兼任民国代总理；
1937 年，在震惊世界的中日江阴海战中，两位
中方指挥官都是福建福州人：陈绍宽和陈季
良两位将军。这些爱国将领都是福建福州人，
也出自马尾船政。因此，福州马尾也被誉为

“中国海军的摇篮”。
晚清至民国，在海军的舰队上有无“任”

不成军之说，这个“任”就是今天位于福州马
尾君竹村的任氏家族，在当时每一艘的军舰
上都有福州马尾任氏家族的身影。

可以说，在保卫国家主权、捍卫海疆中，
福建人一直奋不顾身冲在前线，在抵御外侮
中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闽海滔滔，连着世界。海上长城，国脉所
系。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尤需厚植海洋
国土观念国土观念，，树牢海疆安全意识树牢海疆安全意识，，为捍卫祖国和为捍卫祖国和
家园安全稳定家园安全稳定，，作出我们这代人应有的贡献作出我们这代人应有的贡献。。

海上长城 国脉所系
□刘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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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坛海防博物馆游人如织海坛海防博物馆游人如织。。 念望舒念望舒 摄摄

日前，平潭城关江继芸纪念馆举办了一场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公益活动，40名留守儿童
走进纪念馆，了解这位水师虎将的传奇故事。

江继芸出生在清代海坛镇候均区右营村，
在弱冠之年加入海坛水师，精武善战，屡立战
功，历任参将、副将、总兵等职，被称为“福建抗
英第一人”。占地面积 1500 平方米的江继芸纪
念馆，通过少壮雄心、立志报国等板块，生动展
现其成长历程和英勇事迹，成为远近闻名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地处东南海上要衢的平潭，又称海坛岛，是
太平洋西岸沿海航线的必经之地，与台湾隔海相
望。孤悬海外的特殊地理位置，赋予了平潭更重
要的使命——维护国家海洋主权的重要屏障。

据地方志书记载，“闽在岐海之中，海定，闽
无不定；闽之门户，又以平潭为要区”。千百年
来，海防文化因子不断渗入平潭历史文化的肌
理之中，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文化标识。

戍守海疆戍守海疆

岭顶烟墩遗址、青观顶头寨遗址、龟山古营
寨遗址……行走岚岛，多处水师海防遗址生动
体现着明清时期水师驻兵、操练、换防的情形。

纵观中国海防史，扼控江浙闽粤海域的平潭
是一个重要的海疆地理坐标，与台湾澎湖、广东南
澳并称为海上“三山之目”。正如民国《平潭县志》
中的描述：“平潭定，东南半壁之海无不定矣。”

宋嘉祐年间，为加强沿海防务，福州知府蔡
襄将原本设在福清的巡检司迁至平潭苏澳钟
门，掌管船务、出海巡警等事务，这是平潭最早
的海上管理机构。后又设苏澳烽火寨，与松林和
南日号称三寨，并隶福清。

明代以来，“贩海之商”增多，引起了外海流寇
屡屡进犯，明政府在海坛等地设置游营，与水寨兵
互为援助。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抗倭名将戚
继光一举荡平盘踞在海坛的倭寇。此后，当地逐渐
形成了一套海防战略体系，还联合周边的海防要
地，建立起坚固的海上防御线。

史料记载，时至清朝康熙年间，清兵移驻海
坛岛，设海坛镇水师，总镇署设在原衙署，后慢
慢地发展为城关地区，并衍化为全岛经济中心。
在此期间，清政府将原来的中、左、右三营兵员，
改制为左右两营，共设官兵 2400 人，俗称“二千
四兵”。

清政府收复台湾不久后，在海峡两岸实行
班兵换防制度，三年一换。所谓“换防”，指的是
驻扎在海坛镇的清军水师先至台湾水师协休
整，再抽选官兵到澎湖换班。据不完全统计，换
防实行了约 200 年，其间至少历经 70 次换班，累
计参与兵员超 70万人。

为进一步强化海防体系，福建水师还将明
代水师巡洋会哨制度加以沿用。彼时，每至春秋
汛期，福建水师总巡都会从厦门出发至澎湖协
交旗，再到台湾水师协交旗，然后按顺序返回并并
依次交旗依次交旗，，以此巩固海上巡防力量以此巩固海上巡防力量。。在此过程
中，许多岚台水师将士结为“生死兄弟”，甚至更
进一步促成姻亲，香火延续至今。如今居住在平
潭城关夏致街的严氏一族，就是当年留岚台籍
班兵的后代。

在位于平潭城关的五福庙中，除了供奉五
福都城隍外，还供奉着一尊台湾城隍。当时在岚
台两地轮流驻防的将士，为能够在海上化险为
夷，遂筹资将台湾城隍像移至海坛岛，并供奉于
五福庙，祈求神灵庇佑。“渐渐地，‘一庙两城隍’
的故事流传开来，成为岚台交流交往交融的历
史见证。”平潭民俗学者赖民说。

将才辈出将才辈出

走进平潭城关合掌街 98 号，一栋古色古香
的闽南红砖建筑映入眼帘，入口处的牌匾上赫
然写着“元戎第”三个大字，颇为恢宏气派。

这是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詹厝”，即詹功
显提督府大宅院，也是平潭现存唯一一座保存
较为完好的清代官宦府邸。走进大厅内，至今仍
清晰可见精雕细刻的木构窗棂、回纹花格，安静
地诉说着水师世家的辉煌和荣耀。

“詹功显出生于武将世家，是晚晴水师名
将，曾驻守台湾澎湖长达三十年之久。”詹功显
后人、平潭文史专家詹立新告诉记者，自福清迁
居平潭后，詹氏先后六代子孙行伍从军，谱写了
一段段水师传奇。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詹家先人詹元落
脚平潭，后跟随海坛水师追剿海盗，凭军功升任
台湾澎湖协把总。跟随父辈脚步，詹元的儿子詹
殿擢亦加入水师，屡建奇功，后署温州镇总兵。

作为詹家在平潭的第三代子孙，詹功显自
幼受家庭熏陶，酷爱武艺、精通诗文，同样成为
海坛水师的一员。凭借战功，道光二十年（1840

年），詹功显升任台湾澎湖协副将。
使詹功显名声大噪的，是震惊中外的第一次

鸦片战争。面对英军来犯，詹功显亲自指挥澎湖
防御战，并取得了鸦片战争中唯一一场“台湾保
卫战”的胜利，扬国威于外海。后来，詹功显更是
被任命为浙江水陆提督，驻守宁波。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75岁的詹功显欲告
老还乡。道光皇帝亲准其奏，拨付专款在平潭为
其敕建“元戎第”养老，还御笔亲题“老臣为国”匾
额，以嘉奖詹功显一生忠心报国、清正廉洁。

数百年来，平潭水师名将贤才辈出，共涌现
出八位提督、十二位总兵，可谓是一座名副其实
的“将军岛”。

“平潭四面环海、依海据险，周围有数百座
岛礁，为其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因地理位置特
殊，当地人多熟水性。水师入驻后，越来越多海
坛热血男儿以行伍为业，经过训练更是精通两
栖作战，成为精兵良将。”在詹立新看来，这是平
潭多出水师将领的原因。并且，清朝尚武氛围浓
郁，进一步激发当地百姓的从军热情。“久而久
之，平潭陆续出现了祖孙、父子、兄弟、连襟成群
结队投身水师的情形。”他补充道。

抗英忠烈江继芸、靖海功臣孙大刚、振威将
军施得高……说起这些名字，平潭人可谓耳熟
能详。他们镇守海疆、禁烟反毒、捕贼缉盗，一生
浴血苦战，在海防历史上写下壮烈一笔。

平潭还将在岛上发掘的“万善同归”水师兵
员义冢等遗骸移入东海陵园。每逢清明时节，东
海陵园便会举办缅怀海坛水师祭奠活动，邀请
水师后人、中小学生等前来，祭奠这些为国戍边
守岛的无名英雄，以期告慰先烈、激励后人。

延续基因延续基因

一场夏雨过后，平潭藤牌操训练基地内热
闹非凡。

舞台上，一群男女老少正身着仿古武士装，
左手持虎头藤牌，右手执大刀，时而翻滚而出，
时而变换阵形，交织出一片刀光剑影。

藤牌操是一种制敌阵法，其来历可追溯至
由戚继光所创的“鸳鸯阵”。明中期后，镇守闽浙
的戚继光将藤条编织成形如斗笠的盾牌，涂上
桐油，画上虎头，在提升防御力之余，还能达到
震慑敌人的效果。

明嘉靖年间，戚家军入驻平潭后向当地乡

勇授艺，藤牌阵法自此传入平潭。到了清代，平
潭籍水师将领詹殿擢对藤牌操中的招式进行改
良,并以图文形式传授于军中士兵。重新编排后
的藤牌操，动作更加齐整，招式一板一眼、孔武
有力，极具武术魅力。清代班兵换防制度实施期
间，海坛水师还将藤牌操带到台湾营地，并传授
给当地水师共同操练。如今台北故宫仍珍藏着
藤牌操阵势图。

在平潭，大路顶一直被视为藤牌操的发源
地。“旧时大路顶位于平潭老街，此处也是海坛
镇水师府衙和校场的所在地。”平潭藤牌操第四
代传承人、年过七旬的蒋心华介绍说。

民国初年，不少平潭百姓因积贫积弱饱受
疾病之苦。为驱邪降疠、强健体魄，民间遂兴起
大练藤牌操的热潮，一时间习武之风盛行。“现
代藤牌操的祖师爷陈锦和就是大路顶人，他当
时是一名武师，因担心藤牌操失传，便将技击、
体操、舞蹈等元素融入其中，形成了一字长蛇、
二龙戏珠、三才定穴等十个阵法。由此，藤牌操
才确立了流传至今的表演范式，并逐渐发展为
民间文娱活动中的‘藤牌舞’。”说起藤牌操的历
史，蒋心华如数家珍。

一边传承、一边改良，传入平潭 450多年间，
藤牌操历经辉煌、低谷、复苏，已成为岚岛最具代
表性的文化遗产之一。上世纪 80年代，藤牌操第
三、四代传人一口气招收了 20多名弟子，式微的
藤牌操渐渐恢复元气。到了上世纪 90年代初，这
批弟子学艺有成，开始登台表演，藤牌操方才重
现江湖。

为传承藤牌操技艺，2012年底，平潭综合实
验区藤牌操协会应运而生，由蒋心华担任会长。
2017年 1月,平潭藤牌操入选第五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近些年，在第五、六代传人的努力推动下，
平潭藤牌操已破除“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
的旧规矩，将传承触角延伸至当地驻军、中小学
校，走进寻常百姓家，还开始接收“娘子军”，“新
生血液”源源不断。目前，传承者和练习者达数
百人之多。

在蒋心华看来，藤牌操承载着海坛儿女不畏
强敌、奋发有为的精神情怀，值得更好传承下去。

焕发新韵焕发新韵

“今天在博物馆看到了许多珍贵文物，令人目

不暇接。能够如此近距离‘触摸’平潭海防历史和文
化，真是不虚此行。”前不久，在海坛海防博物馆，来
自江西赣州的兰思涵沉浸在古今交融的共鸣之
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假日时光。

眼下正值夏日旅游旺季，以海防文化为特
色的海坛海防博物馆颇为火爆，成为亲子游、研
学游的热门打卡地。“暑假期间，博物馆日均接
待游客量突破 300 人次。”海坛海防博物馆馆长
胡丹璐说。

作为全国首家以“中国古代海防与水师文
化”为主题的民间博物馆，这栋三层建筑于 2018
年正式开业，总面积约 3600平方米，设置中心展
览区、场景展览区和休闲服务区三块区域，主要
展示明清时期海坛海防和水师文化。

详尽的水师史料、珍贵的海防藏品、逼真的
复原场景……置身博物馆内，仿佛走进一座海坛
海防历史的“大观园”。“除了设置在一层中心展
区的大型仿制版‘赶缯战船’外，我们还按照历史
沿革、海防辑要等四个篇章，在各个展馆陈列了
炮筒、火铳、藤牌、圣旨、官服等300余件展品。”胡
丹璐介绍道。

实 物 藏 品 与 科 技 手 段 结 合 ，让 海 防 文 化
“活”了起来。该馆还利用声光电技术，模拟古时
海坛山城景观，还原了“兵在城外戍守，民在城
内安居”的繁荣景象。自开馆以来，博物馆累计
接待游客达 30 万人次，其中不乏台湾游客及省
外游客。

以海防文化为纽带，近年来，平潭通过打造
博物馆、推出精品剧目、制定研学线路、举办岚
台交流活动等方式，将海防文化与旅游、文创、
研学产业相互融合，完善并建立起了相关资源
保护、传承和利用机制，让海防文化在新时代焕
发出全新光彩。

2021 年，台湾资深媒体人邱毅曾来岚录制
《邱毅看平潭》节目，并在海坛海防博物馆取景
拍摄，向更多人介绍这段烽火岁月。“海防文化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藏’。”邱毅如是评价。

近段时间，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执行院长
林凡一直在四处奔走，忙着筹备一场聚焦海防历
史研究的活动——两岸海防战略文化高端论坛。

“我希望能借着论坛举办的契机，召集来自海峡
两岸历史文化界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挖掘清
朝时期两岸海防交流历史，从新的角度、新的思
路出发，合力探究两岸人文渊源，为平潭‘一岛
两窗三区’建设贡献文化力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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