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 明
坐落于鼓楼区杨桥新村 17 座 503 单元的房屋，属私产，产权面积 83.99㎡，

产权人：陈芝端，上述房屋于 2010 年 7 月 4 日与福州市鼓楼区城投鼓建房屋征
收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拆迁难补偿安置协议书，选择产权调换杨桥新苑 1 号楼
2501 单元。现因不慎把《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件壹份丢失，现声明上述材料
作废，如有异议，请于见报三十日内向鼓楼区城投统建房屋征收有限责任公司
书面提出。逾期按相关规定给予办理。 声明人：陈芝端

声 明
陈宝钦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郭宅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于 2019年 10

月列入白湖北园周边旧村庄改造一、二期项目(南二环路沿线绿化带白湖至北园
段)项目征收范围，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394.17㎡。陈宝钦于 2019 年 12 月 6日签订
编号：EHLH-1052《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120㎡，安置于仓山区建
新镇凤冠路 2号奥体融侨花园(B区)B2#1203。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
件，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陈宝钦名下。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
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并提起
诉讼。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出异
议并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 声明人：陈宝钦

遗失声明
方君伟不慎遗失 2016 年 10 月与鼓楼区城建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的拆迁

补偿安置协议书(YJCGZ-10089)、排房单、回迁安置结算单以及收款收据，特此
声明。 声明人：方君伟

声 明
林金秋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黎升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于 2011 年

12 月列入奥体 4#地（原东扩企业搬迁安置 1#地）项目征收范围。林金秋具结在

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2014 年 6 月林金秋签订编号:H69《房屋征收

补偿安置协议书》，我户成员林金秋、林丽蓉、林宇荷、林宇鑫，共计 4口人享受

购房指标 75㎡，增房 30㎡，安置 105㎡户型壹套。后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金榕

南路 755 号霞镜新城 (八区)(霞镜新城 (海峡奥体中心 14#地))8-2#楼 608 单元。

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林金

秋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

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

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

声明人：林金秋

日 前 ，永 泰 县 公

安 局 城 峰 派 出 所 结

合“ 百 万 警 进 千 万

家 ”活 动 ，深 入 辖 区

开 展 流 动 人 口 摸 排

及宣传工作。

（叶清鸿）

□专题

福建：“项目管家”赋能重点项目跑出“加速度”
经济发展，项目为王。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福

建省委“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部署，全省多地因地制宜推出并

优化“项目管家”服务，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税动力”。

福州市长乐区税务局推出“项目管家”税收服务，聚焦 58 个省级重点项

目建设，提供优质办税服务，营造良好税收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永春县税务局通过组建办税“青年突击队”，上门辅导财务人员通过电子税务

局开具增值税发票和预缴建筑工程款，实现了企业足不出户便捷办税。浦城

县税务局通过构建“党委统筹、支部协同、党员争先”的工作模式，同样收到了

良好效果。寿宁县税务局通过提供“团队式”“精细化”“全流程”服务，持续为

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税动力”。

（黎锋） □专题

泉州台商投资区百崎乡：大力整治废品收购站
近期，泉州台商投资区百崎乡环卫办牵头组织村级环卫专干联合执法部

门，对辖区内废品收购站废品堆放乱、环境卫生差、安全隐患多等问题进行综

合整治。此次整治结合每个收购站情况，综合研判，对症施策，建立“一户一

档”，引导业主自行清理为主，依法强制整治为辅，以人性化、规范化推进清理

整治工作。下一步，百崎乡还将持续加强收购站周边环境整治力度，规范经营

者自洁经营空间，全力营造美丽整洁的宜居环境。

（骆泽锋）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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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人关于中国画的“本土记述”，创造了围绕他们主题的神
话，生发出一些隐而不发的论题。作者从大量历史文献中汇集丰富的资
料，向读者介绍了中国古代画家的创作实践，包括他们创作作品的环境及
环境背后的诸多因素，从画家的生计、创作动机、图画的用途、获取画作的
途径、买画付款的方式以及不同类型的画家及其风格等方面，对中国一些
著名画家的日常实践进行介绍，从而让读者对他们及其画作有了较为真
实、全面的认识。

《古代画家的日常》
高居翰 著 邓伟权 等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南宋理学家，书院文化的建设者、
倡导者朱熹在福建亲手创建了四所书
院，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
舍和考亭沧洲精舍。遗憾的是，这四所
书院均为私家创建，因此规模都很小，
故均以精舍、草堂命名。

实际上，在朱熹看来，书院是应当
由官方来创办的。由私家来建书院，很
少有人具备这种经济实力，能够承担起
书院师生的膏火之资。或者说，由私家
来建书院，官府至少应该给予大力支
持。所以，他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呼
吁当时的“为政者”能在书院的建设上

“或就而褒表之”。于是，他在江西南康、
湖南长沙担任地方官时，不遗余力，以
官方的名义斥资修复了著名的白鹿洞
和岳麓两大书院。

而在福建创建官办书院的愿望，最终
是由其弟子来完成的。其中，创建最早、名
气最大的就是陈宓所创的延平书院。

模仿白鹿 内外兼修

陈宓（1171—1230 年），字师复，号
复斋，莆田人，南宋乾道间丞相陈俊卿
第四子。淳熙十年（1183 年）十月，朱熹
因赴泉州吊友人傅自得之丧，莆田是其
必经之地。返归武夷山时，他曾馆次于
陈氏仰止堂。

对这位从天而降的理学名师，让其
时居家致仕的陈俊卿（1113—1186 年）
喜出望外，急命陈宓与其兄陈守、陈定
同时从学于朱熹。由于这时陈宓年龄很
小，等他懂事时，朱熹已去世，所以他后
来又从学于勉斋先生黄榦。后来陈宓任
江西南康知军，与诸生讲学白鹿洞书
院 ，又 改 知 南 剑 州 知 州 。嘉 定 十 五 年

（1222 年）在 南 剑 任 上 倡 建 了 延 平 书
院，他率先捐献了两个月的俸禄作为启
动资金，并“继节浮费，以落成之”。

因其时陈宓是从南康知军任上调任
南剑，对其师朱熹修复和讲学白鹿洞书院
的事迹耳熟能详，所以他在九峰山创建的
延平书院，从内外两个方面刻意模仿白鹿
洞书院的规制和风貌。所谓“外”，是从书
院建筑的规制方面模仿。据陈宓自述，书
院建有“礼殿，旁祀杨时师生遗像，以慰往

来士君子之思。分立四斋，以聚生员。薄储
廪给，以侍读书修身，不屑课试之士”（《复
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六《申请延平书
院敕额札》）。所谓“以侍读书修身，不屑课
试之士”，说的是坚守朱熹的理学思想旗
帜而不屑科举的书院精神。

据明嘉靖《延平府志》，书院“左右
翼以廊庑，前而南有门。郡守陈宓以延
平为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贤讲道
之乡，因仿白鹿洞规式建书院，为奉祠
讲学之地。院有礼殿以祀先圣先师，有
祠堂以祀四贤，又及周、张、二程、廖德
明、黄榦诸贤。聘九江蔡念成为堂长，延
弘斋李燔定学规，捐俸市田以赡生徒”。

书院建成，陈宓写下了《延平书院
落成柬诸友》七绝二首：“当日二程门下
士，独分此道过来南。百年世事相传处，
书院天生着剑镡。”“群峰九叠势来雄，
直作吾儒五亩宫。隔断市计才一水，读
书如坐万山中。”

前一首是说，游酢、杨时程门立雪
与理学南传，在陈宓之前已有罗从彦、
李侗、朱熹数代百年的传承，在南剑创
建书院是“天生”，即天经地义的事。后
两句很好地描绘了延平书院的地理位
置——与延平市区一水之隔，处于九峰
山的怀抱之中，周围又有群山环抱。在
书院中读书，犹如置身于万山之中。

所谓“内”，指的是从书院的内在风
貌来说，也继承了朱熹白鹿洞书院的精
神。陈宓在《次李弘斋韵送任宰一龙》诗
中说：近日延平创小斋，四方佳友为朋
来。虽为书上究余味，更要心中绝尘埃。
健德千年期不已，高标万变讵能推？直
须义利途中辨，宁使饥肠屡隐雷。

诗中表明了陈宓办学的宗旨，招揽
四方学子，既要认真研读朱子理学的经
典著作，以穷究其味，更要致知力行，灭
绝心中的私欲和贪婪。即便是饥肠辘
辘，也要坚守朱熹当年在白鹿洞书院和
武夷精舍办学的“咬得菜根，方能做得
学问”的精神，坚持存理、灭欲的义利
观，以端正学风、扭转世风。

效法其师 申请赐额

有 意 思 的 是 ，朱 熹 当 年 重 建 白

鹿 洞 书 院 ，为 了 得 到 最 高 统 治 者 政
策 的 倾 斜 与 支 持 ，曾 连 续 上 札 坚 请
宋 孝 宗 御 书“ 赐 额 ”。陈 宓 则 有 意 效
法 其 师 所 为 ，也 上 了《申 请 延 平 书 院
敕额札》。

札文说：“窃谓事有关于斯文之统
纪，风化之本原，守臣之所当上闻也。惟
道统之传，远自羲黄，迄于孔孟，秦汉以
来，不绝如线。至皇朝之盛治，有濂溪周
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相继挺出，而
孔孟之统以续，二程传之杨时，杨时传
之罗从彦，罗从彦传之李侗，李侗传之
朱文公熹。而其益盛。”

作为朱子学的传人，陈宓在此揭示
了杨、罗、李、朱的道统相传的师承关
系。在这篇奏札中，他还从四人的地域
关系进一步揭示他们的道统之传。他
说：“杨时、罗从彦实本郡将乐人（按，罗
从彦《宋史》作南剑州人）；李侗，剑浦
人；朱熹虽居邻郡，亦生于本郡尤溪之
寓舍。伏自汉唐以来，几二千年而未有
与道统之传者，今以斗大之州，不数十
年之内，出而宗主斯文者有四，岂惟一
邦之创见，实皇朝之盛美也。”因此，他
希望“朝廷特赐敷奏，乞赐‘延平书院’
四字为额”。遗憾的是，陈宓申请赐额，
不如其师当年顺利，直到陈宓去世均未
能如愿。

宋 端 平 年 间（1234—1236 年），约
在陈宓逝世三四年后，延平书院终于获
得宋理宗赐额，成为福建第一所获此殊
荣的书院。由是，延平书院成为福建历
史上第一所皇家承认，并予以坚决支持
的官办书院。

很显然，他所聘请的山长蔡念成，
也就成了福建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委
派的学官。正因如此，明嘉靖《延平府
志·名宦志》中就有了蔡氏的生平小传，
载曰：“蔡念成，九江人。嘉定初长延平
书院。学博而精，行谊尤明粹，一时学者
倚为斯文植杆。西山真德秀帅长沙，亦
来预讲，冠履趋跄，弦诵洋洋闻朝夕。”

勉斋点赞 吾道有传

延 平 书 院 ，因 杨 时 道 南 之 传 的
关 系 ，故 又 名 道 南 书 院 。元 王 恽《秋

涧 先 生 大 全 文 集》中 有《李 延 平 道 南
书 院》七 绝 一 首 。描 写 的 是 诗 人 途 次
延 平 ，访 问 延 平 道 南 书 院 的 所 见 所
闻与感想。

刘克庄《赵教授墓志铭》有“复斋陈
公来守延平，作道南书院”（《后村先生
大全集》卷一五五）诸语，说的就是复斋
陈宓创建的延平书院。

对陈宓的师从，清黄宗羲《宋元学
案》将他与其兄长陈守、陈定同置于《沧
洲诸儒学案》中，在文中仅以“长从黄勉
斋榦”一语带过，而在《勉斋学案》中，对
其又只字未提，这就影响了今人对其为
学的基本认识。

黄榦《勉斋集》卷十三有《复陈师
复》书八通，内容涉及论学与政事。附
录中有陈宓记语录《读〈中庸〉纲领》，
下有小字注“分六段授陈师复”，此为
陈宓向黄榦问学的原始记录。陈宓的
学业与政事，均为黄榦所赞许。在《宋
元学案》中，清人冯云濠引黄榦晚年之
语说，“论当世志道之士，真西山、李贯
之与先生（指陈宓）三人而已”（《宋元
学案》卷六九）。

黄榦在《复陈师复监簿》信中说：
“忽闻执事志道之笃，立行之高乃如此，
喜跃不能自胜。想先师九原之下，亦当
为之击节，喜吾道之有传也。”（《勉斋先
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三）是对陈宓在
嘉定七年（1214 年）入监进奏院，上封
事慷慨尽言，抨击时政，以及在各地修
复和创建书院诸举的赞扬。

作为宋代福建最早的官办书院，延
平书院在福建书院发展史和教育史上
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结束了福建书院此
前均为私家创建的历史，并为福建书院
官学化的历史进程拉开序幕。

后人也往往将这所书院视为“延平
四贤”的象征，明嘉靖间福建提刑按察
使司佥事吴昂有诗曰：“不为寻芳上翠
楼，将穷活水到源头。延平下启新安派，
伊洛上承洙泗流。”（嘉靖《延平府志》卷
二十）所谓“延平下启新安派”，指的是
延平李侗在“下启”新安朱子方面的历
史贡献。

（作者为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

读书如在万山中
——陈宓与延平书院

□方彦寿

《苏区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与
践行机制研究》一书是龙岩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杨玉凤教授承担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撰写的一部专著，于 2022 年 12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成果的研究特色在于：一是拓宽
了党的群众路线研究的宽度和深度。在
横向上，以中央苏区为主轴，以其他苏
区为补充，考察了中央苏区和川陕、左
右江和陕甘边三个革命根据地的群众
路线实行的情况；在纵向上，对长征时
期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党的群众
路线贯彻执行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二是
对党的群众路线形成的理论基础进行
了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群众
观与方法论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综合
分析。三是总结了苏区时期党在群众路

线践行中所创造和积累的成功经验，分
析其现实启示。该成果还提出了一些具
有新意的研究观点。

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
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毛泽东思想三
大活的灵魂之一，也是我们党必须长期
坚持的优良传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在闽西中央苏区时期对
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重
大贡献，对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党的
事业的长久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杨玉凤教授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了
解和学习党的群众路线在艰难困苦时
期的形成发展和所起的重要作用都具
有很好的价值。

苏区时期党的群众
路线的研究新成果

□郑传芳

《淮 南 子·天 文 训》说 ：“ 斗 指 子 ，
则 冬 至 ，音 比 黄 钟 。”“距 日 冬 至 四 十
六 日 而 立 春 ，阳 气 冻 解 ，音 比 南 吕 。”
从“十二辟卦”来看，《复》卦“一阳来
复”之后，经过《临》卦就进入《泰》卦
了。《泰》卦值配寅月，与“斗指寅，为
立春”的说法相合。

《泰》卦当值寅月，寅月是传统历
法的正月。西汉《太初历》上承夏历岁
首规则，确定冬至所在月之后的第二
个月即寅月，作为岁首月，沿用至今。
所以，直到今天，每到正月，我们时时
处处可以听到、看到“三阳开泰”这句
话 ，这 是 因 为《泰》卦 六 爻 ，下 三 爻 为
阳 爻（乾 卦）。画 家 也 常 常 取 此 题 材 ，
画 三 只 羊 ，寓 意“ 三 阳 开 泰 ”，是 以

“羊”谐音“阳”。
《复》卦是《周易》第十一卦，主旨

是通泰。《泰》卦辞说：“小往大来，吉，
亨 。”柔 小 者 往 外 ，刚 大 者 来 内 ，相 互

交通，因而吉祥、亨通。《彖传》解说卦
义 ：“泰 小 往 大 来 ，吉 亨 ，则 是 天 地 交
而 万 物 通 也 ，上 下 交 而 其 志 同 也 。内
阳 而 外 阴 ，内 健 而 外 顺 ，内 君 子 而 外
小 人 ：君 子 道 长 ，小 人 道 消 也 。”这 是
说 ：《泰》卦 正 值 通 泰 的 时 节 ，吉 祥 亨
通 ，表 明 天 地 阴 阳 相 交 合 ，万 物 生 养
之道畅通，上下人心交合，志向相同。
君子之道盛昌，小人之道消亡。

《泰》的卦象，是下乾上坤。我们知
道，乾为天，坤为地，《泰》卦直观的形态
是“天在下，地在上”，看似违背常理常
态，然而这正是《泰》卦象征寓意的奥妙
所在。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何妥曰：“此
明天道泰也。夫泰之为道，本以‘通’生
万物。若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各自闭
塞，不能相交，则万物无由得生。明万物
生由天地交也。”如果再加形象化的阐
释，那就是：地气上升而为云，天降甘霖
而为雨，正如春天到来时，春风化雨，滋

润大地，呈现出“云行雨施”“品物咸亨”
的勃勃生机。

李鼎祚《周易集解》又引何妥曰：
“上之与下，犹君之与臣，君臣相交感，
乃可以济养万民也。”上，喻君；下，喻
臣。“天地交而万物通”是说天地自然，

“上下交而其志同”是说社会人事。通
泰 之 时 ，君 子 之 风 弥 漫 ，小 人 之 气 消
亡，寄寓了对风调雨顺、生机畅旺、政
通人和、风清气正的美好社会形态的
祈盼、赞美。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说：“是月
也，以立春。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
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
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
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是月
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
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
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
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由此可联

想，《月令》所记载，立春时节，这种“布
德和令”“行庆施惠”以及“天地和同”

“草木萌动”，不正是表现出“天地交而
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的义理吗？

《泰》卦六爻……九三处内卦之终，
为上下卦转折点，要防止“通泰”转为

“否闭”……上六爻说：“城复于隍；勿用
师，自邑告命，贞吝。”以城墙倾倒为喻，
说明上六到《泰》卦终了阶段，“泰”道转
坏之时，居位尊高，不可兴师妄动，应该
自我精简繁文，改革弊政，以求度过危
难时期。

“三阳开泰”之时，通泰景象已然
呈现，美好前景渐次展开，天时地利人
和皆备，自当踔厉奋发，积极进取。但
是，即使是寓意美好吉祥的《泰》卦，也
在卦爻辞、《彖》《象》传中提醒我们：安
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君子应该泰而
不骄，处泰虑否，才能保泰戒盈，行稳
致远。

“三阳开泰”与立春
□黄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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