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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福建省会从福州迁到永安。
郑贞文此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他的办
公地点在永安的吉山村。此间，他矢志推行
笠剑学风，还将室名命为“笠剑轩”。“笠”象
征勤劳朴素，“剑”象征忠勇无畏。郑贞文创
作的《笠剑学风》歌，在福建全省青年学子
中广为传唱。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笠剑
留痕》。

这本《笠剑留痕》很薄，是典型的民国时
期铅印本。全书共 63 页，由“西南旅吟”“观
风吟草”“歌”“附录”四部分组成。无版权页
和定价，没有具体的出版信息，应是私印本，
如今难得一见。“歌”部分收录了 17 首歌曲，
其中包括“厦门大学校歌”“笠剑学风”“抗
敌”“寒衣曲”等。

由于诗集前的序言写于 1941 年 10 月，
由此可知该诗集是在 10 月以后印刷的。笔
者所收藏的这本诗集是郑贞文签赠靳以的。
靳以（1909—1959 年），现代著名作家，原名
章方叙，天津人。1936 年，鲁迅先生殡葬时，
靳以与巴金、沙汀、胡风、萧军等人扶灵柩上
车。顾南在《记章靳以》一文中称：“在重庆，
他艰困地度过了三年，到了（民国）三十一年

（1942 年），因国内政治局面的混乱，新文化

运动也遭到了很大的厄难，他和其他文化人
一样，怅然地离开了重庆，到福建师范专科
学校里教书。（民国）卅三年（1944 年），他重
回重庆……”实际上，靳以是经黎烈文介绍
到福建师范专科学校任教的。

所收藏的这本书封面上题有“靳以先生
正 弟郑贞文赠 30/12/11 于吉山”的字样，
钤朱文“郑贞文印”一枚。从签赠时间可知，
靳以在 1941 年 12 月已经到达福建任教。而
这本诗集印刷的时间极有可能是在当年的
11月完成的。

靳以任教的福建师范专科学校，1941
年 6 月 1 日诞生于永安，8 月 1 日即正式开
学。1942 年 5 月，该校又迁移到南平沙溪。
曾 留 学 美 国 的 唐 守 谦 是 首 任 校 长 ，唐 守
谦知人善任，多方延揽，在短期内即能建
成 一 支 精 干 的 教 师 和 行 政 骨 干 队 伍 。受
聘者多学有专长，不少在省内外学术界、
教 育 界 享 有 盛 誉 。靳 以 在 该 校 任 文 史 地
科主任，“抗战期内，他一直在福建，编过

《现代文艺》，又在南平省立师范任教，所
以 那 时 东 南 一 带 的 读 者 ，对 他 特 别 是 有
着亲切感的”。

《现代文艺》创刊于 1940年 4月，靳以到

福建后，成为该刊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此
外，还编辑了《奴隶的花果》《最初的蜜》等期
刊。在福建期间创作了优秀短篇小说《众神》

《生存》。在战时困难的环境中，靳以一直坚
守文化岗位，教书育人，编辑期刊，积极扶植
文学新人。

此时，郑贞文作为教育部门的主管，恰
好也在永安，所以才有与靳以相识的可能。
郑贞文于是把新出版的《笠剑留痕》赠送给
靳以，也就可以理解了。

诗集中，我印象最深的一首诗是《延永
道中》。1940 年 11 月 11 日下午，回国慰劳的
陈嘉庚一行抵达永安，随后又前往大田看望
集美学校的师生。14 日下午，陈嘉庚再次回
到永安。而此时在延平的郑贞文听闻陈嘉庚
到永安，为了能与陈先生见上一面，于是连
夜从延平启程，披星戴月赶往永安。他在《延
永 道 中》的 序 中 写 道 ：“ 民 国 十 一 年（1922
年）间，因擘划厦大开办事宜，在集美与陈嘉
庚先生比邻而居，过从甚密。大学成立一学
期后，余仍回沪上，先生亦南渡，不晤者几二
十年，近闻返国，过永，翌晨即行，亟欲一面，
遂星夜由延兼程旋省。”

这 首 写 于 1940 年 11 月 14 日 赶 路 途

中 的 诗 云 ：“ 鹭 岛 前 游 事 耐 思 ，世 年 踪 迹
叹 分 离 。感 君 万 里 归 来 意 ，敢 惜 轻 车 戴
月 驰 。”

匆匆与陈嘉庚见过一面后，15 日晨，
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庄明理一行离永
安前往长汀。除了这首诗，郑贞文见过陈
嘉庚之后还写了一篇《欢迎陈嘉庚先生》，
发 表 在 1940 年 第 6 卷 的《福 建 教 育 通 讯》
上，对陈嘉庚不屈不挠、大公无我的精神
表示钦敬。

这本诗集刊印后，郑贞文赠送了多人，
如今亦有迹可循。上杭客家大儒、南社巨子
丘复收到郑贞文所赠的诗集后，写有“教育
厅郑心南厅长寄赠大作《笠剑留痕》，谨题
四 绝 句 奉 呈 ”发 表 在 1942 年 5 月 11 日 的

《蓝溪旬报》上。而郭若平先生收藏的一本
是郑贞文在 1942 年 3 月 3 日赠送给“孝怡”
的，“孝怡”即陈孝怡，曾留学美国，获得经
济学硕士学位，后在福建省建设厅任职，还
曾任福建省银行监察人、福建电话公司总
经理等职。此外，网上还有一本签赠本，品
相尚好，可惜受赠者的名字被撕去，只留下
郑贞文的签名，是郑贞文在南平时签赠某
位友人的。

郑贞文签赠靳以的诗集《笠剑留痕》
□陈满意 付蒙蒙

林纾和陈衍同为近代福州重要的文
化名人，一位是桐城派后劲，一位是同光
体之祖。他们年纪相仿、志趣相同，对福建
的历史文化影响深刻。两人的交往按照时
间顺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福州相识

（1881—1900 年），这期间他们的活动地
点 以 福 州 为 主 ；京 师 深 交（1901—1915
年），此时两人先后到北京任教，交往最为
频繁；南归分别（1916—1924 年），陈衍于
1916年返乡，自此与林纾分隔南北。

林纾身世寒微，年少时终日为生计奔
波。陈衍出身于书香门第，家教严格且转
益多师。两人虽然出身悬殊，但皆致力读
书，至 1881 年相识时，都已经是当地文名
渐著的青年才俊。1882 年，林纾和陈衍皆
乡试中举。是年，两人加入福州支社，然而
陈衍只是偶与诗社活动。1883 年，陈衍作

《长句一首赠林琴南》记录了两人的友谊，
诗歌开篇表达与林纾相识恨晚，接着评价
他“年少负狂名”且疾恶如仇，常常酒酣骂
座，最后赞赏林纾才华横溢，除了“骈文酷
似洪北江”，还有偶尔作诗的情调。可见，
陈衍对林纾的为人和文采十分了解，两人
互赏诗文，颇有惺惺相惜之感。1886 年，
两人共同赴京应试后各自谋生。林纾和陈
衍交情匪浅，但迫于生计压力，两人在相
识之初较少深入探讨文事，留存的交往书
信也不多。

1895 年甲午战败，两人再次进京应
试，同时联合高凤歧、卓孝复等人两度上
书，抗争割让辽阳、台湾一事，但皆“投入
不报”。1896 年 3 月，林纾自京返乡，陈衍
和好友在乌石山双骖园设宴款待，并演戏
助兴，林纾由此受到启发，创作出闽剧《上
金台》，该剧于是年重阳节首演，这是林纾
创作的唯一一出闽剧的唯一一次演出。这
段史料是研究闽剧发展和林纾本人不可
或缺的珍贵文献。

1898 年，陈衍动身武昌，辗转杭州与
林纾等人相会，写下《三至西湖同道安》：

“我爱孤山草树青，君言最好冷泉亭。……
归舟回首高峰里，万竹千松一一经。”道出
了与好友踏春后的依依惜别之情。

1899 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

事》刊印，陈衍评价道：“《巴黎茶花女》小
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
后 来 ，他 又 作《为 林 琴 南 题 茶 花 女 遗 事
后》：“曾论懿德回心院，西土重生加他邻。
事到无聊说因果，夫人汧国定前身。”陈衍
从中国传统的爱情文学观出发，将茶花女
比作唐传奇中的李娃，肯定了林纾翻译此
小说之功。是年七月，陈衍有《雨后同子培
子封对月怀苏戡兼寄琴南》，表达自己因
留守武昌而无法与好友相聚的遗憾。

19 世纪 90 年代末，林纾定居杭州，陈
衍常驻武昌，两人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交往逐渐增多，但因各自行程不定，只偶
尔在不同城市小聚，所以当面交流的机会
屈指可数。至于 1886 年至 1895 年间，林、
陈是否会面或者互通音信，由于文献不
足，难以考证。

林 纾 和 陈 衍 分 别 于 1901 年 和 1907
年 到 北 京 执 教 ，此 后 ，两 人 往 来 日 益 密
切。林纾视陈衍为画友，经常向他展示绘
画 成 果 ，陈 衍 也 不 吝 笔 墨 ，多 次 为 其 题
诗，如 1909 年《为畏庐题图五言绝句四
首》就真切道出画中世外桃源之美。三年
后，林纾短暂赴天津避难，依旧不忘向陈
衍寄画。林、陈有共同的志趣爱好，林纾
用画笔绘出陈衍心之所向，陈衍用文字
道尽林纾画之意境，人生得此知己，何其
有幸。

1911 年，林纾和陈衍交往最为频繁。
值得一提的是，是年五月，应陈宝琛邀约，
二人前往北京西山证果寺西北角的秘魔
崖，“寻宝竹先生题字”。林纾和陈衍皆为
已逝宝廷的门生。林纾触景伤情，写下《秘
魔岩见宝竹师题壁诗怆然有作》，悼念恩
师儿子一家壮烈殉国之事，陈衍则作《秘
魔崖书竹坡先生题字后示畏庐》以示宽
慰。可见，两人与宝廷的师生情谊深厚。宝
廷是晚清“翰林四谏”之一，为人清廉正
直，陈、林多次向朝廷直言进谏想必深受
其品格影响。

林纾和陈衍不仅私交甚笃，而且和好
友结成辛亥诗社，从当年的正月至九月，
诗社成员每逢良辰佳节则一同游山玩水，
寻访名胜古迹，夜晚饮于广和居，归家后

各自作诗，最后汇之于温肃处，林纾再为
诗作画。这一年，辛亥诗社举行了数次集
会，唱和不断，反映出当时在京文人的交
游盛况。

1911 年 9 月，林纾举家赴天津避难，
陈衍为其作诗数首，如《风疹久不愈腹疾
愈而复作殆将死矣倒次畏庐韵戏示医隐
畏庐》《畏庐自津门寄画酷肖匡卢直逼墨
井赋谢二首》。是年，林纾写有《辛亥除夕
石遗书却寄》，从诗中“累聚景常忽，暂离
味弥长”的浓厚思念可以看出，30 年的交
情已让陈、林两人成为心心相印的知己。
在陈衍的个人诗集中，有 18 首是为林纾
而作，有的寄情山水，有的题诗题画，大部
分作于两人相聚京师的 8年间。

林纾于 1912 年 10 月重返北京，11 月
6 日发表《和陈石遗作》，12 月 1 日和陈衍
一同为《庸言》撰稿。1914 年 9 月，两人同
游玉泉山，此后有同名游记，林纾叙景，陈
衍记泉。1915 年，陈衍六十生辰，“不许家
人称觞介寿”，林纾是除陈衍门人刘复礼
外，唯一一个撰文贺寿的好友，可见两人
交情深厚。这段时期，林纾和陈衍一边传
道授业，一边诗酒唱和，是交游数十年中
最惬意的一个阶段。

1916 年，陈衍回乡主持编纂《福建通
志》，临行前，林纾作《送石遗南归》：“明知
行促故牵裾，门外新泥已溅车。名辈渐稀
君愈贵，清贫能耐计非疏。灰心肯挂沧桑
眼，索画仍描水竹居。病起定饶相见地，风
前不盼雁来书。”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林纾
十分珍视两人的情谊，对陈衍的离去颇为
不舍。

1917 年 2 月，陈衍居福州文儒坊大光
里 ，于 后 院 匹 园 建 皆 山 楼（后 改 名 花 光
阁），林纾从北京寄诗来贺，其中“卷帘处
处是青山，目力应无片晌闲”概括了皆山
楼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一事最饶人健羡，
看山兼看鸟飞还”表达了对陈衍隐居于此
的羡慕之情。陈衍见之甚喜，作《畏庐寄诗
题匹园新楼次韵》回赠，一句“谁知五柳孤
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让福州“三坊七
巷”的名号闻名海内外。

1918 年，林纾写信劝诫陈衍年老应

减少食量，否则不利于身体健康。陈衍以
《畏庐书来力劝省食报之以诗》答之，玩笑
道：“两餐牛液浓于乳，一饭鱼殖烂似糜。”
并表示“谨当如教审行之”。林纾和陈衍不
仅在诗文上互通有无，而且在生活中彼此
牵挂，两人是至交更胜似亲人。

林纾还作有《寄石遗福州》三首，其一
想象自己回到故乡泛舟西湖，其二回忆与
陈衍在琼河煮茶品茗，其三探讨作诗之
道，力赞陈衍诗是“襟灵冠闽越”。《雪中怀
石遗却寄》则“怀旧颇伤临老别”，和老友
分隔南北，只能“对灯满望寄诗来”。林纾
写给陈衍的诗不多，且基本创作于这个时
期，可见林纾思念之切、挂念之深，正照应
了那句“名辈渐稀君愈贵”。

1918 年，两人同为《文学杂志》和《文
学常识》撰述。1919 年 4 月，陈衍任《文艺
丛报》编辑主任，刊发了林琴南的评论文
章《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陈、林多次共
同为各种刊物撰写文章，可见在长期交往
中，他们的文学观念逐渐趋同。1921 年，
林纾七十寿辰，陈衍送联调侃其“讲席推
前辈，画师得大年”，林纾为此不悦。1923
年春，两人同游西子湖。此后，文献史料鲜
有他们交往的记录。

1924 年 10 月 9 日，林纾在北京溘然
长逝，陈衍写下《五言四十韵哭畏庐》，诗
中先叙述两人结交近 50 年。接着详述林
纾的治学经历，“君始学骈俪”“既而骋论
议”“既而五七言”，后“专攻散体文”。然后
简介林纾的家庭。最后，陈衍“感此罢叹
息，大招告精魂”。这首诗大致总结了林纾
的一生，为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画上
圆满的句号。

总 之 ，从 清 光 绪 七 年（1881 年）相
识，到 1924 年林纾逝世，两人交往长达
43 年，跨越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代。尤
其是 1907 年至 1915 年，两人同在北京执
教，交往最为频繁。这个时期，他们有大
量 的 见 面 机 会 ，留 存 下 较 多 的 诗 文 书
信 。在 探 讨 学 术 和 品 评 诗 画 的 过 程 中 ，
陈、林 对 彼 此 间 的 了 解 日 益 深 刻 ，终 成
惺惺相惜的挚友。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林纾与陈衍的诗谊交往
□陈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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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中应该有算计吗？理性和情感是对立的吗？在消费
时代如何获取真爱？在消费文化盛行的当下，我们与人相识
的机会和方式越来越多，互联网更是为我们打开了海量的
选择之门，但无论是进入还是持续发展一段恋爱关系，或者
更简单地说，爱上一个人，正变得越来越难。孤独、疏离、冷
淡的情绪弥漫在广大的单身群体中。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丰
富的知识传统的真正继承人，作者提出了“情感资本主义”
的概念，意指情感关系和经济关系彼此定义和塑造的双重
过程。通过分析各类约会交友网站、脱口秀节目、杂志、电
影、心理咨询行业等，并结合丰富的文化批判理论，为 21世
纪的人类情感问题给出了一份诊断说明。

《冷亲密》
伊娃·易洛思 著 汪丽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文献中保留有古史传说而当时并未留存直接史
料的时代为传说时代。作者认为，古史传说虽口耳相传，时
久容易失真，可是它们大约都有历史事实为核心，并非子虚
乌有；历史工作者如果能审慎地处理，就可以剥开它们神话
的外衣，找出真正历史的核心。中国的传说时代，上限起自
炎黄时期，下限暂定在盘庚迁殷以前。至于炎黄以前，作者
认为所留遗的或属完全神话，或是战国及秦汉人所做综合
工作的结果，大约皆不可靠；盘庚迁殷后，因为有甲骨文的
出现，已进入历史时代。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徐旭生 著 商务印书馆

1967年，《百年孤独》出版，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
尔克斯都还是年轻的小说家，他们在利马举行了一场怪异至
极的对谈，像两只互相发问“进化是什么鬼东西”的年轻翼龙
一样，这成为未来两位文学大师一生唯一的对谈。1968年，
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信给巴尔加斯·略萨，拒绝出版社将对谈
内容整理成书。从那时起，他已经想要刻意且谨慎地把自己
打造成传奇了。然而对谈还是少量发行了。此后，它成为加西
亚·马尔克斯被盗版、影印和地下传播最多的作品。

《两种孤独》
马尔克斯 略萨 著 侯健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国网南靖县供电公司：带电护航“电”亮学子路
高考临近，5 月 23 日，国网南靖县

供电公司组织带电作业班全体人员在
国网漳州供电公司不停电中心师傅现
场指导下，圆满完成 10千伏一中支线 3
号至 4 号杆之间立杆、带负荷加装柱上
开关并开断耐张的工作任务，确保南
靖县高考考点线路安全可靠供电，全
力为高考保驾护航。（林伟元）□专题

“前梧 4 号变已完成送电。”5 月
18 日下午，随着国网南安市供电公司
官桥镇供电所现场操作负责人卓永
招的汇报，标志着历史 2 个月的前梧
村配网升级改造项目在迎峰度夏前
顺利完成。

据了解，前梧村位于南安市石井
镇，该村有着水稻、花生等种植业以及
石材厂、铜粉厂、针织鞋业等企业。随
着居民生活生产用电负荷持续增长,原
前梧村的 2 台配变已无法满足前梧村
的用电需求。尤其随着春节返乡、夏季

用电等季节性用电高峰的到来，该村
变压器容量不足、供电半径较大、负荷
突增导致的电能质量问题日益凸显。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为了让老百
姓用上舒心电，国网南安市供电公司
今年以来全面开展电网项目攻坚，对
前梧村进行配电网升级改造。官桥镇
供电所联合电力设计人员多次与官桥
镇政府电网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前梧村
委现场勘查，与南安市水利局、石壁水
库工作人员协调设备位置，最终形成最
优建设方案。同时，该所网格员与属地

村委积极沟通，在电力建设方面取得广
大村民理解支持，有效破解了一直以来
悬而未决的供电线路通道难题。

“乡村产业离不开可靠电能，有了
电力充足的保障，让我们村的发展更
有底气了。”前梧村常务副主任林志新
说道。最终前梧 4 号变投运项目以及
前梧 2、3 号变改造在 6 月前全面完成，
为前梧村 510 户电力用户和周边企业
提供可靠电力保障，为乡村振兴源源
不断注入电能。

（刘晓智 傅泓源） □专题

国网南安市供电公司：政企携手强电网 乡村振兴电力足

声 明
郑能良的房屋坐落在马尾区上德村 116 号，原房屋产

权未登记。2018 年由福州市罗星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拆迁

安置于马尾区马尾镇兴业东路 210 号 (原上德村,104 国道

以北)世茂上德郡 1#楼 903 单元。现由郑能良申请上述拆

迁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请在 30 天内持有效证件

向福州市罗星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逾期按规定给予

办理。 声明人：郑能良

声 明
林淑英的房屋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黎升村，原

房屋产权未登记。属奥体 4#地项目拆迁范围，2012 年由福
清市顺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拆迁安置于福州市仓山区
建新镇杨周东路 257号霞镜新城（四区）（海峡奥体中心 14#
地）4 区 6#802 单元。现由林淑英申请上述拆迁安置房产权
登记，如有异议者请在 30 天内以书面形式向征收公司提
出，逾期按规定给予办理。 声明人：林淑英

声 明
陈思岚在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长埕

村自建房屋一幢 (无产权)于 2015 年 6 月

列入台屿片区旧改项目征收范围。陈思

岚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

2015 年 7 月陈思岚签订编号 TYJG-0279
《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 置 协 议 书》我 户 成 员

陈思岚共计 1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45㎡增

房 30 安置 75㎡户型 1 套。后安置于仓山

区 建 新 镇 东 岭 路 17 号 (原 东 岭 路 南 侧 、

盘 屿 路 东 侧)奥 体 新 天 地 花 园 G04 地 块

(三 期)B8#楼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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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以陈思岚作为权利人申

请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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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岚

税惠春风温暖万企 民营经济蹄疾步稳
近年来，福建聚焦本土实体经济，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以税惠优质服

务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蹄疾步稳。

寿宁县税务局组建“税润茶香”志愿服务队，壮大“茶经济”，目前全县

村集体经济增收 210 万元。连江县税务局通过举办“二手车经销”“涉税专

业服务机构”等专场政策宣讲会，反响良好。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推出“项

目管家”送春风，构建税企“连心桥”，重点项目建设跑出了“加速度”。宁化

县税务局致力于服务辖区企业转型升级，有效推动企业生产模式向高效、

节能、绿色转变。浦城县税务局的税务干部化身“一日缴费人”，以第一视

角，为缴费人“量身定做”缴费操作流程，贴心服务同样增强了缴费人的满

意度和获得感。

（翔宇） □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