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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7月 30日，红七军团渡过
闽江声势大振，之后对外以“中国工
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活动，
临时奉命“相机袭取福州”。涉及这段
历史，现今有的述评、纪事频频提到
一处地名——“隐士山坡”，如谓国民
党军“驻义井南端隐士山坡（含马路）
扼守新店通北门楼孔道”及红军先头
部队“与驰援隐士山坡的两排敌兵遭
遇”、后续部队“主力向隐士山坡再次
猛攻”。

凡事皆有出处，如湖北荆门何家
山“山中何家姓居多，故名”。对于“地
名控”来说，“隐士山坡”引人遐想，至
于史上是否真有高士曾隐居此地，却
是无从获悉。

“隐士”与“应石”

众里寻他千百度，却在提及“隐
士山坡”这类文章偏爱的配图中悟出
实情，即“红七军团福州战斗经过要
图 ”（1934 年 8 月 7 日 —9 日），图 上

“驻义井南端”位置分明标的是“应石
山坡”。

此图可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
日先遣队》附录图表之“行军路线和
战斗图”中查找，该书由中共福建省
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联合编辑（中共
党史出版社 1990年版）。

在“主要战斗概况·福州和降虎
战斗”中，编者做相关表述：1934 年 8
月初，以先到省的国民党军八十七师
二五九旅五一八团部署城郊，其中第
二、三营（各抽一个连为团预备队）驻
西北郊，扼守应石山坡、五凤山、大夫
岭、科蹄山、大腹山至洪山桥。7 日 24
时许，红军先头部队与驰援应石山坡
的两排敌兵遭遇。至 8日凌晨 1时，红
军后续部队从猫头山占领玄（沙）寺，
佯攻大夫岭，主力向应石山坡再次猛
攻，集中十余挺轻重机枪组成火力
网。敌依靠强固工事和侧后重机枪掩
护，居高临下扫射。红军几次强攻，未
能奏效，至凌晨 3时撤出战斗。

即便不通福州话，仅从字面上理
解，也不难发现“隐士山坡”应为“应石
山坡”的讹音。事实上，有关此处地名
的正解及其讹变的源头均可在书中找
到，关键在于读者如何别择去取，正如
张舜徽评点毛奇龄“考古之功，未能邃
密”所言：“援引既广，而多失于持择，
又不覆检原书，故不免舛误错出。”

将“应石山坡”写成“隐士山坡”，
显然难以“一地多名”为托词。其来有
自，且在历代方志中流传有绪，如明
万历癸丑本《福州府志》云：“出井楼

门迤西五里为卧龙山，有三石如品
字，名品石岩，石圆而耸，叩之则诸山
响应，又名应石。”

呼之“卧龙山”“伏龙山”“品石
山”“应石山”皆是，几经沧桑，至近又
见“龟山”一名，但规模已大为缩水。
旧时山形今不复见，平整割裂后又分
出多个地名，如《福州北门外湖前高
氏族谱》所言：昔日的湖前村背靠龟
山，并有五凤山依托，左右侧分别有
品石山及化化山相互环抱。

所谓品石山即今“怡景小区”，化
化山（山边池）在“湖前省直机关宿
舍”，龟山整座山体“北起怡景小区，
南至溢景苑第二座”，印（？）石尾“现
铁路用地”。旧谱毁于祠堂火灾，新谱
大体反映的是村人近几十年的地理
观，但必有因袭。

义井“土名”繁复

明人谢肇淛云：侵晨出郭门（井
楼门），“五里至玄帝亭，折而西度，岭
蜿蜒为卧龙山。其下为义井，山椒（山
顶）三石鼎峙，为品石岩”。清乾隆本

《福州府志》云：“马园山又名义井。”
或传谢肇淛《游升山记》载马园

山“明太监养马于此”，今本却未见此
语。按照林家燊的说法，马园山“在北
门外七里义井村，俗名林老墓，又曰
林厝山”，可补官史之阙。

史上在此“结草为庐”的名人，
林佶是有据可考的一位，但他并非

“隐士”而是地位清贵，清康熙朝钦
赐进士，官内阁中书。林佶自记：“壬
午（清康熙四十一年，即 1702 年）季
冬，予与同人伯兄，既奉奉直公（其
父林逊）柩卜葬于北山祖茔之次，因
筑北阡草庐，以为岁时庐居祭扫休
息之地。”后营建扩展，“乃筑楼屋一
区，土室三楹，藩之以短垣，环之以
曲磴，再加之以艺植”。300 多年前的
马园山“虎豹出没”，然“形势恢廓，
培种松楸，仅三十年，冈峦上下，郁
尔成林”。

林佶称族人“其葬处皆聚北郊”，
“窀穸相望，深合古人族葬之义”。在
《榕胜待访录》书中，林家燊重申“十
四世祖”林佶“族葬之义”，指“马园山
周回约三里”，“此山为余族墓，数百
年来从无鬻寸土于他姓”，“俗名林老
墓、林厝山，即缘于此”。另有族墓在
玻璃山，“距城北六里，王墓村（太平
山距城北五里，俗呼王墓村）北，义井

村南”。
又言“山北麓‘北阡’墓庐已圮

废，山西北‘藤涧’石刻尚存”，林逊、
林佶两墓皆于“1956年建铁路时毁”。
黄荣春《福州摩崖石刻》“北郊·卧龙
山”一节未录“藤涧”，且谓乡民传说
该地段石刻均已“毁于 20 世纪 50 年
代”。林家燊其书十六卷，虽印于 2012
年，实完稿于 1934 年，1976 年重录成
帙，于今或有事实上的些许出入。

旧时这一带山名着实热闹。《雁门
萨氏家谱》指“北郊王墓文秀山”亦为
祖山，萨容（字与相，号愧隐，清康熙壬
子科即 1672 年武举）记“启土于康熙
壬午仲冬之望”并筑“文秀草庐”，“墓
亭距山百步，左接义井”。

时移世异，家谱逐代载葬“王墓
山”“王墓一凤山”“义井祖山”“义井文
秀山”“义井山”，乃至“龟山”“义井牛
坑山”重出互见。考其名与实，可联系
黄埔一凤山龙凤境、义井龙首境等境
庙寻踪。“王墓”“黄墓”“黄铺”今俱作

“黄埔”。

“阴石山”之草草

话说从头，“隐士山坡”一名来源

何方？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

队》“参考资料”部分录有“东路军七
八月份‘匪情’报告·‘剿匪’战斗经
过”（1934 年），内云：（8 月）八日午前
一时许，红七军团“以一部占领玄沙
寺高地，向我大夫岭阵地佯攻，以主
力向隐士山坡及沿新店通镇海楼马
路攻击前进”。

其后“战斗详报”，警戒部署一为
“第二营（欠一连）担任右至隐士山坡
（义井南端高地含马路）起，至五凤山
到大夫岭一带阵地”，继而陈述“增厚
隐士山坡阵地之兵力”“驰往隐士山
坡增援”“当即占领隐士山坡高地”等
经过。

以上文字显系“编辑说明”提到
的“还从敌方档案和报刊中选收了
若 干 有 关 资 料 ”，出 自 赣 粤 闽 湘 鄂

“剿匪”军东路总司令部报告，原件
均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入本
书的历史资料，已与原件进行过核
对，均保持原貌”，在此处未作“明显
错 误 ”符 号 标 明 ，无 形 中 成 了 一 道

“坑”。
“隐士山坡”之讹并非特例，1945

年 2 月福州市警察总队总队长谢桂
成等呈报“敌伪动态”又见一说：日军

“阴石山义井一带设有军用电话以传
军情”。其时，“北门义井乡田亩均被
敌毁除开凿防空壕”，“五凤山遍设战
壕，驻敌兵七十余人，日间疏散黄墓
乡，夜则分布各山头”。

今日尚且难免“无错不成书”之
讥，但毕竟还有见报差错“一字扣十
块”等惩罚节制。民国时期地方官文
混乱若此，亦见其规章之草草。谬种
流传，贻误至今。《粟裕传》（当代中国
出版社 2000 年版）从编写筹措、资料
准备到最后完成，经历时间较长，而
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章，尚云

“夜幕笼罩了福州北岭，北门外的里
洋、笔架山、隐士山坡一带高地一片
漆黑”。

仅 隔 30 年 ，“ 恢 复 高 考 时 调 用
《毛选》第五卷用纸”已传得有板有
眼，刘海峰在考证（刊于 2007 年）中
感叹：“即使是离我们不远的当代历
史，即使大多数过来人都还健在，也
存在着历史叙说与客观事实不符的
情形。”

吾恐“不辩不明”，“隐士山坡”这
一“民间词源”在“历史层累说”演绎
下，犹如“杜十姨”之于“杜拾遗”、“桃
林村”之于“涛邻村”、“恶发殿”之于

“握发殿”，将来真的冒出一位“世外
高人”来。

“隐士山坡”无隐士
□本报记者 谢海潮

历史上，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早
期闽商海外发展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在“南
洋”地区，“下南洋”也就成为明清时期闽商
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路径。白手起家的福建
先民遍布各行各业，在当地编织起绵密的贸
易网络，也逐渐涌现出一大批引领时代的风
云人物。

英国人约翰·福尔曼在《菲律宾群岛》一
书中谈道：“华人给殖民地带来了恩惠，没有
他们，生活将极端昂贵，商品及各种劳力将
非常缺乏，进出口贸易将非常窘困。真正给
当地土著带来贸易、工业和有效劳动等概念
的是中国人。”

根据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鸿阶的
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世界不同国家和
地区，闽侨经营行业差异性较大。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前，闽侨以经营工商业为主，如印
尼闽侨主要从事胡椒、椰子、蔗糖等经济活
动，马来亚闽侨以经营树胶种植、加工出口
工业为主，新加坡闽侨大多数是经营转口贸
易，菲律宾闽侨主要经营蔗糖、椰子、苎麻、
大米和烟草等土特产，越南闽侨则从事商
业、米店、五金、钢铁和咖啡等生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家相继独
立，纷纷由殖民地经济转向民族经济，闽商成
长获得空前机会。在此阶段，闽商经济从单一
的商业资本转向了产业资本，除了经营海运
陆运、房地产及金融业外,`经营领域还扩展到
造船、橡胶、制糖、罐头、肥皂等生产部门。

李鸿阶表示，这个阶段，东南亚闽侨资本
已与当地民族经济融成一体，带动和促进了住
在国的经济结构转换，促进其经济多元化发
展，也为当地提供大量的税收和就业机会。此
外，与华侨华人族群经济、祖籍国经济有着千
丝万缕联系，具有一定的跨国中介和跨国经营
特性，其商业版图范围往往横跨多个国家。

除了商品贸易，采矿业是战前闽侨经营
的第二个重要行业，尤以马来亚最为典型。
永定人胡子春年仅 13 岁就跟随族人前往槟
榔屿岛谋生，投靠姑母家，20 岁开始涉足矿
产开发。1901 年，胡子春投巨资购买了先进
采矿设备并注册了端洛矿务有限公司，同年
12 月 12 日的《马来邮报》称之为“东方设备齐
全、先进、完善且规模最为庞大的矿场”。

闽商还率先经营种植业，奠定了新加坡、
马来亚种植经济的基础。被誉为“马来西亚橡
胶王国的四大功臣”中有三人为祖籍福建的
闽商。马来亚的橡胶栽培始于 1877年，但商业
性栽培是在 1895 年前后。最早提倡种植橡胶
的林文庆和陈齐贤均为福建海澄人。在泰国，
闽商许沁美从福建龙溪招募工人到董里种植
橡胶，开创了泰国的橡胶种植业。闽侨还在菲
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开垦荒地、种植水稻，使
侨居地成为住在国主要的产粮区之一。

20 世纪初，东南亚各殖民宗主国卷入一
战，华商资本趁机崛起，金融业由此成为闽
侨经营的重点行业。新加坡的华侨银行、华
商银行、和丰银行、大华银行、华联银行、万
兴利银行与广利银行都是由闽籍华商创办
的，涌现出如李光前、林秉祥等一大批杰出
企业家，同时也为住在国培养了大量企业管
理人才。

躬耕商业领域之余，闽侨也不忘积极回
馈当地社会。新加坡是热带瘴疠之地，19 世
纪初，那里疟疾、霍乱、天花等各种疾病滋生
蔓延，福建社群领袖陈笃生捐资在珍珠山上
建立平民医院，这所医院后来以他的名字命
名为陈笃生医院，其遗孀李淑娘及儿子陈金
钟继续其未竟事业，现已发展成为新加坡第
二大医院。

1857 年，永春籍闽侨陈金声捐助当局兴
建自来水库，由新加坡中部的麦里芝引水至
市区。为纪念他的功绩，当局在伊丽莎白女
皇道上建造了一座陈金声纪念喷泉。喷水池
的底部用英文刻写：“此喷水池为市政当局
所建，以纪念陈金声先生献款捐助新加坡自
来水工程。”

1953 年，同安籍闽侨陈六使创办海外第
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不仅让成千上
万的华人子弟不至于深造无门，而且为新马
两个新兴国家栽培了工、商、文、教、政等各
界急需的人才。南洋大学毕业证书从左至右
依次为中文、马来文、英语三种文字。校徽由
一颗星和黄、蓝、红三道光圈所组成。黄星象
征南洋大学，黄蓝红三道光环依次象征华、
巫（即马来族）、印度三大民族，寓意多元民
族和谐相处、多元文化融合共生。

有 30 万人口的诗巫如今是马来西亚沙
捞越的第二大城市，至今这里仍有闽清人黄
乃裳的雕像及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街道、
公园等。10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蛮荒之
地。维新变法失败的第二年，与康有为、梁启
超同在清王朝通缉令上的黄乃裳流亡来到
马来亚，恰逢当地正在推行“港主制”的移民
政策。黄乃裳与诗巫当地土王订立垦约，从
家乡招募了 1000 多人，这些人中除了农民，
还有传教士、商人、医生、教师等各种人才。

从其组成便可以看出，从一开始，黄乃
裳便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新的生活，他
还用家乡的名字给这块土地命名——“新福
州”。这些怀抱梦想的建设者从福州出发，双
脚踏上甲板的那一刻，命运就此改变，而南
洋也因为他们的到来而改变。

无 论 是 在 母 国 或 是 居 住 国 ，华 侨 都 是
“世界大同”理想的践行者。

“世界大同”
践行者
□本报记者 陈梦婕

狮峰寺原名西峰寺，位于福安
市溪柄镇楼下村，始建于唐景福元
年（892 年）。明永乐年间，寺庙从山
顶移建至山麓，改名狮峰广化禅寺。
经历次修缮，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狮峰寺坐西朝东，位于柏柱垟
盆地边缘，前方马上山作为朱雀之
地，是风水模式中的朝案山，而背后
的狮子峰形成玄武山，左侧虎头山

等群峰叠嶂，形成青龙脉之势，右依
后笔架山，呈白虎之态。寺前一片平
原，寺后群峰俊秀，地势形成“左青
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山水
模式。

如此选址有诸多优点：天然的
景 观 背 景 ，带 来 绝 佳 的 大 环 境 ，利
于 僧 侣 打 消 各 种 欲 望 ，安 心 修 道 ；
寺庙隐于盆地之中，周边为茂密森
林，冬暖夏凉；山中有一口清泉，利
于 僧 人 用 水 ，山 脚 周 边 林 地 可 耕
作，自给自足。

狮峰寺占地面积 3000 平方米，
中轴对称式布局，由东向西依次为
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和圆通殿，
两 侧 翼 建 有 禅 房 、僧 房 等 。主 要 有
山 门 、小 山 门 等 次 要 建 筑 ，以 及 放
生 池 、园 圃 、卧 牛 石 、聪 明 泉 、鱼 池
水景等园林景观。从山门到天王殿
之 间 ，菩 提 叶 形 的 园 圃 ，27 级 高 高
的 台 阶 ，两 株 百 年 古 树 ，渲 染 着 佛
教意蕴。寺庙各区之间运用廊道连
接 ，构 成 多 个 院 落 ，营 造 出 虚 实 相
间 、动 静 结 合 的 建 筑 环 境 ，雄 壮 典
雅又不失灵气。

天 王 殿 建 于 清 光 绪 二 年（1876
年），单 层 歇 山 顶 ，鹊 尾 脊 ，屋 脊 施
以灰塑，脊正中凸出两层作楼阁造
型 ，俗 称“ 太 子 亭 ”。天 王 殿 山 门 朝
东而开，出檐下墙头顶部运用大幅
灰 雕 彩 绘 装 饰 ，涵 盖 植 物 花 鸟 、人
物 故 事 、诗 词 歌 赋 等 题 材 。门 两 侧
方 形 龛 内 则 是 以 禅 寺 为 题 材 的 诗
文 。台 基 面 朝 柏 柱 垟 盆 地 ，远 眺 群

山 ，外 设 直 棂 栏 杆 ，是 寺 庙 绝 佳 观
景台。

大 雄 宝 殿 始 建 于 唐 景 福 元 年
（892 年），现存建筑为明万历四十年
（1612年）重建。大殿是狮峰寺最核心
部分，建筑制式最高，为宫殿式建筑，
保持并延承了唐朝寺庙建筑风格，重
檐歇山顶，顶脊两端饰作鹊尾脊，中
间堆塑双龙抢珠，屋脊装饰缠枝花
卉。大殿四周的窗梁板墙精细雕刻着
各种图案，青砖墙壁上绘有各式人物
故事的壁画和楹联。佛寺一般于大殿
两侧建钟鼓楼，然而狮峰寺较为特
殊，在殿内左侧架起一面圆鼓，右侧
横梁上悬挂了一口铁钟，以此代表钟
鼓楼。

般若堂也称法堂，建于清嘉庆
十五年（1810 年），系单檐悬山顶纯
木结构式建筑，屋面平整，两端鹊尾
脊高翘。整体建筑为半封闭式两天
井的矩形院落，主楼前堂三间相通，
上书匾额“般若堂”，次二间为僧房，
梢间面向两侧，为厦间和书厅。庭院
为半开放式环廊设计，中为天井，便
于通风与采光。天井中植花栽树，养
鱼设景，巧设雕像，形成动静结合的
妙景。

圆通殿也称观音殿，建于清嘉庆
年间，是狮峰寺地势最高的殿堂，单
檐悬山顶纯木结构式建筑，脊身素平
无装饰，两端鹊尾脊，博风板钉有木
刻 悬 鱼 。面 宽 七 间 25 米 ，进 深 两 间
6.37 米，呈“凹”字形平面布局，主楼
为双层木结构，楼上为禅室，供往来

香客借住；楼下明间为观音殿，左右
次间为禅房，前廊宽 1.3米，廊道边成
排饰做美人靠，供人休息。殿堂中间
形似太师壁，中间设置案台，放置观
音佛像。

小山门位于大雄宝殿之后的花
岗 岩 基 石 上 ，于 民 国 时 期 所 建 ，为
过 渡 空 间 建 筑 。人 字 形 屋 顶 ，左 右
两侧坐落着莲花状的鸱吻，基座为
石 雕 莲 花 ，端 丽 雅 正 。门 面 山 门 只
有一个，圆栱状，两侧有方龛门，代
表 另 外 两 门 ，而 后 山 墙 有 方 形 抹
角，欧式风格浓烈。门上题字六个，
由上正中为灰塑雕饰宝相花，两个
有 红 色 方 龛 ，内 有 诗 文 ，然 年 代 久
远 ，诗 文 已 经 模 糊 脱 落 。圆 栱 门 和
方 龛 门 均 用 彩 绘 卷 草 纹 ，通 体 素
白，崇高圣洁。

园林造景离不开山水，狮峰寺
也 不 例 外 。寺 庙 地 处 山 麓 地 带 ，遵
循“ 师 法 自 然 ”的 原 则 ，引 水 造 景 ，
借 石 造 景 ，形 成 金 鸡 石 、蛇 头 石 、

卧 牛 石 等 石 景 。其 中 ，卧 牛 石 位 于
大 雄 宝 殿 左 侧 ，地 铺 白 沙 ，篱 笆 围
合 ，岩 石 错 落 有 致 安 放 其 间 ，上 书

“ 卧 牛 石 ”三 字 ，形 成 大 殿 与 僧 房
的 过 渡 空 间 的 小 景 观 。观 音 殿 左
侧 堆 石 造 景 ，岩 石 堆 砌 围 墙 ，地 铺
黄 沙 ，栽 一 圈 花 木 ，远 借 狮 子 峰 为
景 ，近 借 古 柏 花 木 为 景 ，远 近 交
融 。院 内 还 有 诸 多 石 雕 小 沙 弥 ，或
位 于 莲 花 池 和 鱼 池 旁 ，或 位 于 天
王 殿 前 的 高 台 ，或 位 于 大 殿 后 廊
道 上 ，与 盆 栽 植 物 融 为 一 体 ，展 露
禅风雅意。

寺庙内植被保存完好，院内最
古 老 的 树 木 当 数 聪 明 泉 旁 的 苍 柏
树，高 14 米，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据

《狮峰寺志》记载，树近千年，相传未
有此寺，先有斯柏。寺内还种植有桂
花、桑树、山茶花、竹子、寒梅、圆柏、
杉树等。最常见的就是各式盆栽植
物，月桂、夜来香、矮松、杜鹃等应有
尽有。

福安狮峰寺
□彭惠妮 孙群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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