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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L U N Z H O U K A N

周刊

民国甲子年（1924 年），洛阳街（在今泉州市台
商区洛阳镇）开始拓辟马路，兴建骑楼。客观上，洛
阳街的改造满足了近代城镇的规模要求，保留和激
发了旧有的商业活力，尽管当地盘踞势力的目的根
本还在于能以此攫取更多的税捐，且将人们引向其
确定的社会空间，利用这种媒介的审美感染力和权
势暗示力，得心应手地教化和控制地方民众。

毋庸置疑，骑楼建筑的层高、开间和装饰比普
通的建筑要求均要高，只有在商业繁华地带方才可
能出现。洛阳街古时属晋江县洛阳铺，与洛阳桥相
连，俗称“三里街两里桥”，是厦门至福州的必经之
道。洛阳水上交通尤为方便，在桥头、海尾及吴厝祠
堂埕脚设有 3 个码头。从外地海运到洛阳的有豆饼、
肥田粉、面粉、南北杂货、建筑材料等。邻近地区如
南安洪濑、晋江河市、惠安县城、东园、涂寨等地的
商贩常来采购货物，运至各地销售。

洛阳古镇一派商业市井气息，斯时三里长街上
密密匝匝地壅塞着杂货店、粮食店、绸布店、钱庄、
当铺等，“福兴栈”“源利行”“万盛行”“长春行”“兴
源行”“裕记”“吉和”等皆是盛极一时的名号。1922
年 8 月就成立了洛阳商会，负责管理商户，解决商业
纠纷，最早在中街的穆太爷祠内办公，至 1924 年，当
时商会会长陈少谦召集地方绅士和主要商户商议，
决定利用中街的忠烈祠（俗称“乌面宫”）改建为洛
阳商会会址，并成立一个专门机构“申厦郊”，负责
向各有关商户抽收从外地海运至洛阳销售的货物
上水费，作为建设商会会址的资金。1925 年会址建
成，商会在楼上办公，楼下里面仍供“三王爷”，让群
众烧香礼拜。

清朝末期，洛阳街的店铺大多采用屋子远挑或
搭架凉棚的方式，然中国建筑屋顶以桁架承重为
主，屋檐出挑有其限制，而搭凉棚又嫌简陋，故无法
满足不断扩大的商贸活动规模的需要。有鉴于此，
两旁旧有的商铺势必拆让后退。当地盘踞势力明订
布告，凡是沿街参差不齐、陈旧破败的商铺一律拆
除，留足街道宽度，由铺户依据典型骑楼式样自行
建造，高度统一为二层。五脚架不得用板壁、竹笪等
类遮断及摆卖什物，阻碍行人。部分拆除过多的建
筑（或者原本即是空地）则重新建筑。一些临街寺
庙、祠堂的门厅，也被强制拆改为传统式单层柱廊，
不过倒是与骑楼配合得体，连成了贯通的人行空
间。如“张氏家庙”“王氏祠堂”“古井禅寺”等，现仍
存实可鉴。

骑楼兴筑的工程费用由临街铺屋业主承担。有
消极抵抗或借故拖延、阻碍骑楼施工进度者，则采
取强制办法。在一定时期之内，无论各业主将房屋
重建或重修与否，该铺屋面前均须兴工筑建；如不，
即代为招匠，而且所有费用由该业主于竣工后一定
期限内连本带利缴还。另外，骑楼管理维护责任仍
然要由各业主负担。因此，路面如有损坏，须自行修
复，否则亦会找人代工修理，费用仍须由业主支出。
其间，往往要由商会出面，与各商户共商如何分摊
负担、妥善解决。兴师动众好一阵子，这条骑楼街的
体系于 1928 年大抵形成，“以退为进”的方式确也赢
得了门庭若市的效果。

一言以蔽之，洛阳街的红砖骑楼主要是由地方
盘踞势力、民间商会及本土工匠共同参与的结果。
通过有秩序、有系统的规划方式强制性地推行骑楼
建设，洛阳街这个传统的乡土社会便逐渐地转型为
近代的商业社会。

洛阳街红砖骑楼彼此相连，浑然一体，所构成
的建筑立面总体上是连续的，左邻右舍，看似重复
又不尽相同，从而赋予了街道连续的韵律。老街为
东西走向，蜿蜒迤逦，宛若游龙。生意人讲求风水，
街曲则财聚，同时也增加了街景的变化，丰富连廊
中的视觉体验。不只如此，街道的整体尺度更是经
过一番斟酌，狭小未免拥挤、逼仄，空旷则易疏离、
松懈，洛阳骑楼街道的宽度在亲切距离范围之内，
如此的尺度可以不断调节光线与阴影，是一处令人
身心皆感舒适的趣味空间。

整个骑楼风貌被改变肇始于华侨的还乡叠楼，
主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量华侨将传统光宗耀祖
的观念延伸为跨村的乡社认同，当然也与炫富攀比
的心态不无关系。譬如窗间柱极力模仿一些西方古
典柱式，山花挑檐处追求更多的细节雕饰，透着一
股精巧华贵。在结构上使用钢筋混凝土，最明显的
是将宝瓶栏杆拆掉，“更上一层楼”，楼顶装饰巴洛
克山花、南洋孔洞、印度教火焰山墙等。在材料的选
择上，除了红砖以外，洋灰（坝灰）、洗石子及面砖开
始大量使用。于是，齐整一律的二层红砖骑楼格局
也就不免受到影响了。

迨至“文革”，这些华侨骑楼的许多立面被铲
除，纹饰被破坏，不得见其原貌，大部分龛墙则被抹
上水泥。改革开放初，绝大多数走廊又被店主封堵
成自家的店面，无法穿行。嗣后又有大量骑楼被拆
毁，给老街以致命的打击。新建筑东盖一栋、西起一
间，见缝插针，五花八门，吞噬着历史上遗存下来的
一砖一瓦。

恣意拆建的楼房与老式骑楼形态格格不入，其
间不乏粗制滥造者，简陋高突，不伦不类。楼底临街
装上卷闸门，二楼窗户镶上铝合金，外墙悬挂着各
种空调机，五颜六色的现代广告与隐约可见的红砖
图案显得极不协调。一些楼顶加盖了住人小房间、
铁皮隔热层，东凹西凸，高低不平，实在有碍整体观
瞻。

诚然，一般民众何曾认真考虑过红砖骑楼的文
化和艺术价值，他们追求的只不过是简单的实用功
能而已，所以经常处于不可避免的审美匮乏状态，
将骑楼视为乡镇发展中的淘汰品，诸多可观之处已
日渐式微。

近世以还，因时代更迭、住户迁徙，许多骑楼都
是几易其主。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困难重重，难以一
窥全貌，唯有仅存的几座红砖骑楼尚属完整，但也
因年久失修，墙面及屋顶树草滋生，疮痍满目，颇有
凋零之感，令人痛心。至此，洛阳街那一轴充满民国
情怀的红砖骑楼长卷已成昨日记忆。幸而近期已着
手聘请国内外知名文创团队进行勘察设计，欲重振
古街雄风。

泉州洛阳街之兴衰
□陈德杉 吴峻峰

宝山寺坐落于南平市顺昌县大干镇上湖
自然村海拔 1304米的宝山峰山顶，始建于元至
正二十三年（1363 年），又名宝灵庵、宝山庙、宝
峰院，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重修。

明代正德版《顺昌邑志》记载：“宝山在娄
山都，峭拔秀丽，群峰次第而列。正峰绝顶一
庵，梁柱椽瓦之类，皆断石为之。”清代重建山
门、前殿、厢房、凉亭等建筑。寺庙坐南朝北，四
周奇峰峭壁，森林密布，整体空间采用中轴线
结合自由式布局，从南向北依次为前殿、大雄
宝殿，右侧为偏殿、僧寮、斋堂等，右侧山巅处

有齐天大圣庙。其中，前殿与大雄宝殿围成一
个四合院。因地处原始森林，宝山寺殿堂保存
较为完整，其中大雄宝殿于 2001年被列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雄宝殿又称祖师殿，建于 1363 年，明弘
治十二年（1499 年）进行局部修缮，清末进行换
瓦，近年来国家文物局拨款 150 万元对大殿及
周边建筑进行维修。

大殿为花岗岩石仿木构建筑，占地面积
362 平方米，门前有石坪，除两扇大门是木作
外，其余构件均为石材，构件断面皆较粗大、敦

厚，颇有早期木构建筑“肥梁胖柱”之特征，既
有 唐 宋 遗 风 ，又 具 元 代 特 色 。大 殿 基 座 为 高
0.65 米的单层须弥座，显示出较高的规格，正
中设三级垂带踏跺，圭角雕曲线纹，束腰刻莲
瓣形壶门，门内浮雕狮子戏球、缠枝莲花、“卍”
字纹等，中间以竹节柱分隔，具有强烈的佛教
文化寓意。

大殿为悬山式屋顶，正脊脊刹置宝葫芦，
鸱尾雕龙鱼，脊堵为实堵。屋顶举折较平缓，屋
面铺设长约 1 米的石瓦，其中扣瓦压在仰瓦之
上，不易被大风吹毁，两侧设博风板。抬梁式构
架，彻上露明造，面阔五间 15.8 米，通进深五间
12.35米，前后九椽栿，墙厚 0.7米。明间开木门，
次间、梢间辟直棂窗，大门两边置圆形抱鼓石，
抱鼓石下端浮雕卷草纹，门臼雕刻成瓜瓣形。

前檐廊的檐柱与金柱之间横跨一根粗短
的挑尖梁，次间与梢间的檐柱间以两根石条相
连作为栏杆。采用抬梁减柱造做法，全殿共有
28根梭形立柱，中间较宽，两头收缩，不仅美观
大方，而且符合轴心压杠的力学原理，与福州
龙瑞寺大殿、泉州开元寺天王殿的梭形柱颇为
相似，具唐宋时期立柱的特色。

内檐廊的挑尖梁做成月梁形，梁上置坐
斗，斗上架短而较弯曲的剳牵，向上承托柱檩
条。明间九架椽，用 4 根高 3.87 米的立柱，前后
两根立柱横跨一根五架梁，梁上置坐斗，斗上
跨一根三架梁，特别的是梁上置 3个坐斗，斗上
托住 3 条并排的檩条，近年来为了防止这根五
架梁断裂，在梁底部加了两根立柱用以承托。

次间九架椽用 5 根立柱，左右立柱间横跨
一根石枋。殿内的立柱、坐斗均出一跳斗栱。石
柱础有双层素面、单层覆盆式和八瓣覆莲式共
3种。殿内分隔成三间，明间与次间构成面积较
大的正厅，梢间构成狭长的边厅，正厅与两边
厅前既是连通的内檐走廊。

殿内脊檩下皮刻：“维大元至正二十三年

癸卯岁七月廿八乙未良日己卯时募众鼎建上
祝”铭文，另外在檩、梁、枋、柱、惮牵和椽、瓦上
阴刻有 10多段元、明、清捐舍维修题铭。明间后
金枋前侧阴刻：“当今皇帝万岁。”从这些铭文
中可知，大殿主要是由附近信徒为祈福消灾而
捐款兴建的，不仅有官员，还有普通民众，甚至
包括在封建社会地位较低的女信众，反映了元
代时佛教已十分世俗化。

这座元代大殿具官式建筑风格，其建造非
常奇特。

首先，以石材仿照宋代木结构建筑，形成较
为完整的宋式大木结构样式。石仿木造古塔在
福建地区较多，如泉州东西塔、石狮六胜塔、福
州乌塔、福清瑞云塔、莆田释迦文佛塔、仙游无
尘塔等。但是石仿木造大型殿堂却极其罕见，多
是一些小型建筑，如永泰名山室宋代观音洞佛
帐、泉州弥陀岩寺元代石室、福清瑞岩寺元代石
亭、泉州瑞像岩寺明代石室、南安石亭寺清代石
亭等，而明代之前的大型石构殿堂唯此一座。

其次，屋顶共有 550 片石瓦，重 16 吨，横梁
跨度 3.7 米，屋面板直接压在檩条上，通过坐斗
传到三架梁，后传到五架梁上，再通过两个支
点传到柱子上，最后再传到地基。通过这种力
学传递方式，把重量逐层传入地基之中，使得
大殿相当稳固。

再次，梁枋与柱子都十分硕大。因大殿所使
用的石材为附近山上的砂岩石，坚硬度不高，容
易剥落，用此材料建房易塌陷，因此加大截面，
然后确定较为合理的梁的跨度、宽度与高度，采
用中间大、两头小的梭形石柱。虽然宝山寺所用
的砂岩石并不适宜建筑，但工匠们从设计到营
造过程都相当用心，每个构件的尺寸都计算合
理，把石构建筑与木构建筑有机融合。

大殿神位除供奉佛菩萨外，还祀有三济祖
师和齐天大圣。三济祖师为闽北地区的民间俗
神，分别为龚志道、刘志达和杨志远，其中刘志
达为唐代人，本为僧人，殁后被封“普照真济大
师”，后又加封“灵应真人”，成为闽越原始宗教
闾山教的神灵。顺昌的齐天大圣信俗以猴神崇
拜为核心，已被列入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因此，宝山寺大殿体现了我国儒释道三
家文化与民间信仰的结合与交融，是宝贵的历
史文化遗产。

宝山寺大雄宝殿肃穆端庄，构造严密，结
实大气，以精湛的建筑技术著称于世，是福建
元代石构殿堂的瑰宝。

顺昌宝山寺石构大雄宝殿
□孙群 丁逸凡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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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寺大殿

台中雾峰林家宫保第

根据祖训，台中雾峰林家所有建筑正房一
律坐东朝西，朝向大陆，以此告诫后人：不要忘
记祖宗和故乡。其中，林资铿是载誉海峡两岸
的爱国将军，其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令人钦佩
不已，而这样为国家、民族牺牲奉献的爱国主
义精神也融入了他对子女的教育中。

国民革命军首位台籍将军

林资铿（1878—1925 年），祖籍漳州平和，
其先人渡海开拓，后发展为台湾的五大家族之
首——雾峰林家。据《台湾雾峰林氏族谱》所
记：“朝栋公之三子祖考名资铿，字季商，号祖
密。”其祖父林文察受名将左宗棠重用，因战功
卓著而官至福建陆路提督，亡故后被朝廷追封
为太子少保，雾峰林家宅邸因此得冠“宫保第”
之名；其父亲林朝栋曾参与中法战争台湾基隆
之战，为击败法军立下战功，为保台卫国作出
重要贡献。

林资铿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就是在雾峰
林家“先有国，后有家，国比家大”的家风家训
中萌芽、生长的。他积极投入抵御外侮、保台卫
国的事业，变卖台湾家产，秘密支持和资助岛
内义勇军抗日，如罗福星领导的苗栗起义、张
火炉领导的南投大湖事件、余清芳领导的噍吧
哖起义。

1913 年，林资铿返回祖国大陆，活动于福
建省内，并向日本驻厦门领事署申请撤销日本
国籍，同时呈请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准予恢复
中国国籍。同年 11 月 18 日，林资铿获内务部核
发的“许字第一号”复籍执照，成为日据后正式
恢复中国国籍的第一位台湾同胞。

他坚持以实业救国，斥巨资在漳州、龙岩
等地开办垦牧公司、疏河公司和牧场；也曾几
次变卖田产，出资数十万两支持孙中山革命事
业，被孙中山委任为闽南国民革命军司令，其
后升任大元帅府参军等职，成为国民革命军中
第一位台湾籍将军。

林资铿一生共育有 9 儿 6 女，日常忙于民
主革命事业的同时，也不忘在家庭教育中向子
女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其子女在林资铿爱国品
行的影响和教育下成长，日后皆积极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奉献力量，其中儿子林正熊、林
正亨和女儿林双盼的革命生涯最为荡气回肠。

秉承林家百年来的血脉性格

林资铿对长子林正熊寄予厚望，努力将其
培养为接班人，希冀其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林正熊是林资铿将军原配夫人杨嫦娥所生，字
少密，又名志民，乳名阿炳。

林资铿担任闽南军司令期间，在漳州成立
了闽南随营军校（这所军校的成立时间比黄埔
军校还早 5年），并且出重资从厦门海关聘请外
籍军官来负责军事训练，聘请广州中山大学知
名教授负责政治课，以此培养闽南军重要干

部。林资铿也让林正熊到闽南随营军校进行严
格的军事训练，林正熊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遵循父亲的教导，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军
事考核还获得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1925 年，林资铿在漳州华安县境惨遭驻漳
北洋军阀李厚基旧部师长张毅杀害。林正熊继
承父志，担任国民革命军援闽总指挥第一独立
梯团团长并第一路司令官，带兵奋战在扫除闽
地军阀的第一线上，特别是亲自率兵击败了杀
父仇人张毅所部，为林资铿报仇雪恨。

1927 年的《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刊出一条
题名为“林季商被杀之其后，令息正熊发愤复
仇”的消息，称：“闻林氏子这回满腔烈血，志在
复仇之举，罗设周密，谅可获达到目的。父仇已
报，不但林门之光，亦漳属一带人民之幸。广州
政府各要人，视林氏后人有此勇奋义烈，大赞
斯举云云。”

林正亨是林资铿的第五男，为三房郭玲
瑜所生。《后汉书》中言：“夫修道者，度其实
而动。动而不时，焉得亨乎？”林资铿对五子的
出生充满欢喜，精心思考为他起名，寄托了顺
利通达、万事亨通的心愿，希望自己的儿子能
够在未来大有抱负。而林双盼是比林正亨小
3 岁的亲妹妹，两人都出生在鼓浪屿宫保第
即林公馆。

父亲林资铿主张为国效力的思想教育奠
定了兄妹俩一生的革命基调。虽然兄妹两人在
父亲遇害后分隔两地（林正亨留在福建上学，
母亲带着双盼回到台湾雾峰林家），但其革命
生涯却最终紧密交缠在一起。

子女承续父辈无上荣光

从小就深受父亲爱国情怀影响的林正亨，
高中在厦门艺术专科学校求学，表现出了高超
的油画天赋，希望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和本领
来报效祖国。

1934 年，林正亨高中毕业、返回台湾后，被
日本人的恶劣行径所激怒，与他的父亲林资铿
一样反感和抵制日本的压迫和侵略。于是，林正
亨在 1935 年再次告别母亲，返回祖国大陆，想
要报考中国第一流美术学府——南京国立美术
专科学校。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
林正亨毅然投笔从戎，自觉担起父亲抗战救国
的遗志，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
埔军校），选择参军报效祖国，完成了从一个热
血青年学生走向爱国志士的重要转变。

林正亨秉承了林家百年来的血脉性格和
父亲的行武精神，军校毕业后参与昆仑关大
战，血杀突围，其后于 1944 年在重庆加入中国
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死里逃生却身受重伤。抗
战胜利后，在云南休养的林正亨，给已分别 9年
的母亲致去家信，乐观的精神跃然纸上，尤其
充满实现父亲遗愿的昂扬斗志：“在这场神圣
的战争中，我可算尽了责任，台湾的收复，父亲
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要是有知，一定会大
笑于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
利强盛，故乡同胞能获得光明和自由，我个人
粉身碎骨也是值得。”

林正亨休养结束后，终于在重庆与分离多

年的亲妹妹林双盼重逢相聚了。当年身处台湾
的林双盼铭记着父亲林资铿的教导：“有国才
有台，爱台先爱国！林家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
都是流血牺牲抗击外辱的英雄，绝不能做小日
本的亡国奴！”她不甘忍受亡国奴的屈辱，便于
1936 年孤身一人离开台湾，从参加南京抗日救
援会到报名进入第九后方医院，逐渐踏上一条
明朗的红色道路，开拓了父亲的革命遗志。

1938 年是林双盼革命生涯的春天，她在学
校进步教员和同学的带领下加入了读书会，之
后奔赴重庆，顺利和组织取得联系，成为一名
共产党员，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林冈”以作纪
念。至此，林双盼从一个满怀民族仇恨的台湾
女孩成长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觉
悟的新女性。世人认为，林资铿之第五女林冈
是在闽台乃至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名的杰出
女性。

可以说，正是林冈的敏锐早慧还有政治觉
悟，唤醒并坚定了林正亨的革命信仰，让他意
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才是为
中国劳苦大众谋福祉的队伍。林正亨关注共产
党，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真正接续上父亲林资
铿的家国理想。

1946 年，背负秘密党员身份的林正亨带领
20 多名台籍青年返回台湾开展一系列的地下
工作，于 1948年被捕，两年后在台北慷慨就义，
时年 35岁。他在遗书中对母亲写道：“我踏上父
亲的道路——苦难与牺牲。这是崇高的品性和
无比的光荣。妈妈您用不着悲伤，也不用为我
担心。生要为责任艰苦牺牲奋斗，死是我们完
成了责任。”

在给妻子沈保珠的遗书中，同样表达了追
随父亲林资铿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保珠
贤妻，临别怅然，今已矣。余为继先父遗志，为
国家与乡梓十余年来流血流汗，为望国家日趋
强盛，同胞得获自由幸福，余已尽心尽力。”并
留下绝笔诗《明志》一首：“乘桴泛海临台湾，不
为黄金不为名。只觉同胞遭苦难，敢将赤手挽
狂澜。奔逐半生劳心力，千里河山不尽看。吾志
未酬身被困，满腹余恨夜阑珊。”

林正亨最终以肝胆气魄血洒刑场，和父亲
一同走向为国捐躯的爱国之路，是第一位在台
北就义的台籍中共党员。而其妹林冈也一直跟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步伐，成为 1949年进入中南
海的唯一一位台湾同胞。

晚清台湾抗日保台志士、爱国诗人丘逢甲
之子丘念台曾如是评价林资铿：“革命不难，舍
富贵而革命为难；舍富贵而革命不难，能审国
族，辨忠节，而舍富贵以革命为尤难。台湾林祖
密（林资铿）者，盖能此尤难也。”林资铿的子女
深受爱国主义家庭教育的影响，积极投身于祖
国的革命事业，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建功立业，
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振兴努力奋斗。在林资铿
后代的身上，依然处处流淌着他高尚的爱国主
义情操之血。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脱离日籍台胞第一人
——林资铿和他的爱国主义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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