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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手迹“四个之本”饱含朱子
齐家哲学的立德智慧。“读书起家之
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

“勤俭治家之本”四块板联，现存于尤
溪县博物馆，每块长 1.96 米、宽 0.35
米，为杉木阴刻，落款“晦翁”二字。据
考证，为朱子中晚年手迹。上世纪 80
年代在尤溪县被发现时，首联“读书
起家之本”已遗失，后为新集字。“四
个之本”虽仅 24 字，却蕴藏着关于修
身、齐家、处世等方面丰富的立德智
慧，给现代人以无尽的启迪。

首联“读书起家之本”告诉我们，
一个好的家庭必定以重视读书为起
点。如果说物质富裕是家庭的经济保
障，那么读书则是家庭关于安身立命
的精神支持。朱子作为中国历史上了
不起的“读书人”，不仅十分重视读书
在家庭立德实践中的效用，更是把读
书作为修德的必要方法和途径。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吕
祖谦为了调和朱子理学和陆九渊心
学的分歧，邀请陆九渊、陆九龄兄弟
与朱子在江西鹅湖寺探讨，展开中国
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

为期三天的论辩围绕如何成为
圣人的核心议题展开。朱子强调“格
物致知”，主张多读书，泛观博览而后
归约，尊崇“道问学”。陆氏兄弟主张

“发明本心”，以为读书不是成圣贤的
必由之路，更重要的是认识本心然后
道理贯通，是为“尊德性”。当时，二陆
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
沉”诗讽朱子读书解经为“支离”事
业，自己的直发本心才是“易简”功
夫。陆九渊反问朱子，尧、舜之前何书
可读而成为圣贤？陆氏雄辩滔滔致使
朱子不及反驳，此会不欢而散。

朱子归途经闽赣交界处武夷山
桐木关时触景生情，意识到双方应求
同存异，写下《过分水岭有感》：“地势
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
知合处同。”鹅湖之会后，朱子并没有
停止对相关论题的思考，认为陆九渊
只重视发明本心之顿悟，却不重视读
书之渐悟，是“自信太过，规模窄狭”。
三年后，朱子作诗和鹅湖寺陆子寿：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后来，弟子们把朱子读书法概括
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
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此
六条反映了为学修德的基本规律和
要求。朱子读书法集古代读书法之大
成，值得认真对待。

颔联“循理保家之本”体现了朱
子将义理与日用相融合的立德思想。

“理”可谓朱子哲学的核心概念，被视
作宇宙与社会运行的根本法则。一方
面，“循理”要求我们要认识并遵循事
物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在社会生
活中要遵守社会制度、法律法规和道
德准则。弟子黄榦以“所教人以孝弟
为人道之大端”阐明朱子立德思想对
家庭美德建设的重视。

长期以来，“存天理，灭人欲”被当
作朱子的发明。事实上，《礼记·乐记》
就有“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的说法。
北宋理学家程颐和程颢认为“天理”二
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把“天理”视为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恒久而普遍的
客观本体。二程的“天理”既可以理解
为万物的运行规则，也是具有道德倾
向的人伦之理，由此提出了“灭私欲则
天理明矣”的道德修养目标。

“存天理，灭人欲”本意是劝诫人
们要有所节制，这和当时南宋社会生
活奢侈风气有关。朱子强调“存天理、
灭人欲”乃是反对过度的、不合理的
欲望，对于人的正常需求是持肯定态
度的。朱子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
味，人欲也。”也就是说，符合一般的
正常的人伦是天理，而过分追求物质
享受就是人欲了。

朱子认为遵循天理则不能放纵
自己的欲望，人性修养关键在于常常
反思人心是否为天理所主宰。天理和
人欲常是一方受制于另一方，有且只
有一方为主宰即“未有天理人欲夹杂
者”。天理与人欲几微之间，我们只有
通过积累善性来提升道德境界。若将
后世基于统治需要所推崇的禁锢人
的自由的封建道德理解为“存天理，
灭人欲”的全部内容，实是对朱子的
误读与曲解。当前，强调节制过度的
欲望，也为现代人明德守法提供了一

面内省心性的明镜。
颈联“和顺齐家之本”表明了朱

子持有家庭成员关系对等的价值理
念。朱子《家训》言及“仁、忠、慈、孝、
友、恭、和、柔、礼、信、敬、爱、尊”等德
目，不仅规定了社会成员个体不同的
社会角色和道德责任，也强调在家庭
关系上要营造互以对方为重的和谐
氛围。朱子认为父子、兄弟、夫妻等因
角色不同所遵循的道德规范要求不
同，但彼此之间则承担着相互对等的
道德义务。朱子提倡父慈子孝、兄友
弟恭、夫妇和顺与为人诚信等，旨在
构筑一个家庭和谐、相互依存的日常
生活共同体。

朱子遣长子朱塾到浙江金华拜
师吕祖谦门下，望其能学有所成，作

《训子帖》寄语殷切勉励。朱子劝导儿
子踏实为学，更交代了许多日常道德
修养和待人接物的细节，爱子情切的
慈父形象跃然纸上。这是朱子家庭教
育严慈相济的立德之方法。

相传，朱子到女儿家做客，正值
女婿外出，朱子为避免女儿因家贫无
所招待父亲而愧疚，写下充满慈爱的
诗句以慰藉女儿，他说：“葱汤麦饭两
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
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通过这首广
为流传的家教诗，我们感受到朱子阐
扬亲情的温暖，家庭生活之乐并非全
然基于对物质的追求。朱子提倡家人
彼此体贴、互相关心，也是一种家庭
美德。亲亲之情的显发体现了个人面
对世界最核心的内在情绪，透过“家”
的和乐之情，个体生命的通达也有了
温情的延续，这是纯粹的物质富裕无
法满足的。

尾联“勤俭治家之本”表明朱子
立德实践不仅局限于个人家族之内，
而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朱子通过
编撰家礼、创建祠堂、创办社仓等实
践，推动民众对平等、安乐生活的追
求。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指出，朱子推
行民间通行之礼，使庶民在礼乐文化
上免遭歧视，这种作为“士庶通用”

《家礼》的出现，在思想上与朱子平等
观念有关。朱子不以阶层为分界，而
是以立德为学为导向，不断打破宋代
士族阶层的礼仪垄断。

朱子家礼、祠堂、祭田等建制给
予民间仪礼承载道德情感合宜的实
践表达。朱子综合宋儒关于家庙的诸
多观点而发明士庶通用的“祠堂”，他
说：“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
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
之。”祠堂为家族礼仪活动提供了场
所，此外祭田制度的设立，使得家族
祭祀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由此，家

庭伦理道德通过“报本反始”的日常
礼仪得到展演。

从“四个之本”可见朱子立德思
想有着不为政治统治范畴所涵盖的
文化内涵，其中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培
育、家风族风的塑造以及社会伦理的
建构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后经由官
学的传播，对后世道德延承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

朱子手迹“四个之本”立德智慧
□陈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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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鼓山涌泉寺被誉为“闽刹之冠”，是明清
以来东南禅宗的重要道场。在明清，大批闽人入
台，将佛教传入台湾。连横《台湾通史》指出：“（台
湾）佛教之来，已数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

《台湾省通志》载：“佛教之本流由福建鼓山及西
禅两大丛林传来。”连战参访涌泉寺时，曾书“法
缘一家”，以简明的语言，勾勒出两岸佛教法脉相
承，同是一家的密切联系。

2017 年，鼓山在台法系观音山凌云寺、大湖
山法云寺、月眉山灵泉寺、大岗山超峰寺回山礼
祖，在涌泉寺留下石刻“法脉永系，登传宝岛”，立
于寺左通往灵源洞的路旁。这四所寺院正是早期
台湾佛教的四大法脉，均与涌泉寺紧密相连。

清同治十一年（1883 年），涌泉寺理明法师在
台北观音山辟茅结庐，与同戒师兄宝海禅师于此
潜修，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同本圆、觉净
两位法师创建凌云寺。本圆法师系台湾基隆人，
在涌泉寺依振光法师受具足戒。觉净法师系台湾
中坜人，在涌泉寺依本圆法师出家。

清光绪十七年（1891 年），善智、妙密两位法
师同往涌泉寺受具足戒，参学苦修。清光绪二十
五年（1899 年），二人相携返台，讲经弘法，在台湾
基隆创建月眉山灵泉寺。在善智、妙密两位法师
圆寂之后，在涌泉寺受具足戒的善慧法师继续兴
建灵泉寺的殿宇。

清光绪年间，在涌泉寺受戒返台的义敏法
师与其弟子永定法师入驻超峰寺，开创大岗山
法派。

1912 年，妙果法师至福州，礼请涌泉寺觉力
法师赴台，合作创建法云寺。妙果法师系台湾桃
园人，依觉力法师削发出家，在涌泉寺受具足戒。
觉力法师系厦门鼓浪屿人，在涌泉寺依万善法师
削发出家，后受戒于涌泉寺本忠法师，驻台弘法
多年，影响甚广。

法云寺的创建者出身于涌泉寺，灵泉寺、凌
云寺、超峰寺的创建者除永定法师外，均在涌泉
寺受具足戒。这四所寺院作为涌泉寺在台法脉传
承，又各有诸多分灯寺院，学习、继承了涌泉寺的
教义仪轨，在涌泉寺和台湾佛教之间建立起直接
或间接的法缘联系。这一努力，在日据台湾时期，
推动了中国传统佛教在台湾的拓展，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日本对台影响。

明清以来，许多台湾人曾游览鼓山，到访涌
泉，其所感怀，常咏述于诗歌，留作于碑刻，或敬
献楹联，或书写题记。如明王克复《重建白云廨院
碑》所记：“予惟鼓山，全闽胜境也……其东则巨
海汪洋，当风收烟敛，万里一碧，远而琉球诸山，
咸在目睫之下……是寺实据江山之会，名公巨
卿，骚人墨客，登眺游览者，殆无虚日，远方来闽
而往游者，十常八九焉。”鼓山涌泉寺为闽中圣
地，这些题咏是涌泉寺中闽台法缘之例证。

在天王殿，有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台湾
新竹花翎侯建道拱辰郑树南敬献楹联：“世界大
千，瞻微笑道容，愿众生皈依此地。法门不二，礼
圆隆宝相，看名山高占全闽。”天王殿有弥勒佛，
笑口常开，故上联以“微笑道容”言其广纳大千众
生。下联则言，入得鼓山可寻不二法门，礼庄严佛
像，访名山圣地。

在大雄宝殿，有清光绪壬午年（1882 年）季秋
台湾信众敬献的两副楹联。一副为台南彰化林本
堂敬献：“象教海滨来，主讲木鱼喧十地。龙灵天
半伏，探奇石鼓冠三山。”上联写涌泉寺香火鼎
盛、佛法大兴；下联述灵峤法师收毒龙之事，言鼓
山之奇冠福州。另一副为台南彰化林锦荣敬献：

“青简遥传，历唐宋元明，天兴象教。绿榕环护，合
东西南朔，佛镇龙灵。”上联言涌泉寺历史渊源，
下联述涌泉寺景物传说。

另有楹联三副。一副在韦驮龛前，清光绪三
十四年（1908 年）台湾基隆许松泉、许松英合献楹
联：“护法安僧，亲受灵山咐嘱。降魔伏怨，故现天
将威风。”楹联对仗工整，道出韦驮护法天神的身
份与其降魔伏怨之勇猛。两副在山门亭石柱。1913
年阳月谷旦，台湾阿候新东势信士李盛福敬献、
释今香敬书：“弘菩提之愿，开入圣之门。”1913 年
阳月谷旦，台湾台南厅武庙街信女林朝姑敬献：

“石鼓喧海岛，灵泉润寰区。”联中“海岛”即为宝
岛台湾，“寰区”为人世间。此联在感叹山寺灵秀
的同时，也表达涌泉寺传佛法至台湾，传妙法与
世人之意。

从 1882年到 1913年，这六副楹联跨越了动荡
不安的 30 年，在台湾被日本侵略的情况下，当时
的台湾人民仍保持着和大陆的联系，将朝礼圣
山、国泰民安的祈愿寄托于楹联之中。

鼓山的摩崖石刻有“东南碑林”之称，拂观石
刻，其中不乏台湾人民留下的书迹。灵源洞下有
喝水岩，因五代僧神晏叱喝西涧之水而逆流东涧
而得名。清乾隆壬午年（1762 年），台南王在镐、何
希梁也以“喝水”为题作诗，刻于崖壁。台南王在
镐题行书：“水返前溪去，云仍岩下留。僧归啼鸟
夕，声色未全休。”描绘涧水逆流，云横岩下，僧人
晚归，啼鸟相伴之胜景。台南何希梁题行草书：

“水流因喝返，千古绝喧豗。犹有悬岩瀑，还从雨
后来。”直言尽管此处水流因喝而退，但雨后仍有
瀑布自悬崖落下。

更衣亭西侧，有“宏法利生”摩崖石刻，下款
“民国甲子年四月”“衲善慧书”。善慧法师出生于
台湾基隆，礼景峰和尚为师，在涌泉寺受具足戒。
民国甲子年（1924 年），涌泉寺传授三坛大戒，善
慧法师从台湾灵泉寺至涌泉寺担任羯磨阿阇黎。
此石刻系善慧法师于戒期结束时，以弘法利生自
勉所刻。

达摩洞边西向，1933 年台南法华寺住持善昌
法师与基隆灵泉寺住持德馨和尚回鼓山礼祖，为
纪念善慧和尚出家 30年，同泐石“无孔铁锤”。

另有题刻碑记，其书写者虽非台湾人，但与
台 湾 有 密 切 联 系 。法 堂 内 ，有 镇 守 福 州 将 军 庆
霖、台湾府知府庆保二人题刻匾额“宝珞庄严”，
上款“嘉庆九年岁次甲子仲秋吉旦重修，光绪甲
申孟夏再修”。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清朝
正式在台南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此匾由满
族镶黄旗人庆霖、庆保所立，正是闽台亲密关系
之印证。

涌泉寺的闽台法缘
□杨祖荣 吴舒樱

尤溪县博物馆“四个之本”板联 （梁文斌供图）

中国近代名人日记为我们了解
中国近代历史留下了重要史料，仅
有书可查的便有三四百部，而关于

“东游”“日本”就有三四十本。其中
《癸卯东游日记》便是当时国人了解
学习日本的重要资料。为后人所熟
知的是，该日记是状元实业家张謇
于 1903 年应邀参加日本大阪博览会
时写下的考察记录。这本日记对日
本工、农、商、学、兵、政均有论述，其
认为日本近世发达之原因，首在教
育，其次工业，“然则图存救亡，舍教
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但鲜有人
知的是，近代侯官人林炳章在同年
游历日本后也写过一本同名日记，
其中关于实业与教育等观点，与张
书不谋而合。

林炳章，福建侯官人，字惠亭，为
林则徐曾孙、陈宝琛之婿。林炳章于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进士，同年五
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四月，授翰林院编修。曾奉
命回闽考察宪政，协助陈宝琛办学，
并任福建高等学堂监督、“去毒社”社
长等职位。民国成立后，就任福建军
政府盐政监督、财政厅厅长、闽海关
监督等职。

从林炳章的生平可以看出，他身
处于新旧交加的“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时代。甲午战后，列强瓜分狂潮让
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国主义加
紧对华资本输出，进一步挤压民族工
业的生存空间。在此背景下，中国先
进的仁人志士渴望通过创办实业、振
兴工商来挽救国家。林炳章就是当时
实业救国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林炳章是如何从大清官员转身
投入实业浪潮的呢？我们可从他的

《癸卯东游日记》说起。
林炳章日记名为“东游”，实际

上他的出游却是始于“南洋”。1902
年 ，华 侨 领 袖 黄 乃 裳 回 国 招 农 ，林
炳 章 便 欲 借 此 机 会 出 国 游 历 以 增
长 见 闻 。同 年 ，林 炳 章 跟 随 黄 乃 裳
到南洋考察开发垦地的情况。日记
开篇即说到，林炳章对南洋华人工
商 业 蓬 勃 发 展 的 景 象 深 感 欣 慰 ，

“见其善于殖民，雄于商战，喜吾海
外民族兴盛之可期，而悼宗国羁縻
之无术”。百闻不如一见，他认识到
要通过“商战”和发展实业，才能实
现国家富强。

也正是南洋考察之旅，让林炳章
愈加想要走出国门。1903 年，林炳章
受日本大阪博览会之邀，同时也应陈
宝琛嘱托为福州师范学堂考察日本
教育并聘请教员，旋即开启了历时两
个月的日本“东游”之行。其间，林炳
章参观了博览会，考察了日本幼稚
园、中小学校、师范学校、实业学校等
教育机构，同时还考察了博物馆、图
书馆、印刷局、官报局、陆军参谋部、
士官学校等机构的情况，意识到中国
兵力之弱在于“国不爱兵，兵亦不爱
国，人皆轻武，武亦恒自轻勇者”。接
着，他指出中国之富强的关键，“中国
今日强必自教育始，富必自实业始，
自余皆末也”。这与张謇不谋而合。自
此之后，开设工厂兴实业之先，创办
学校以培育实业人才，实业救国便是
林炳章的人生目标。

电灯是电气时代的典型成就，
林炳章首先通过“电灯”点亮了福州

的实业道路。中国人最开始投资电
灯 事 业 的 是 1890 年 以 黄 秉 常 为 首
的华侨资本组成的广州电灯公司，
福 建 最 早 的 电 灯 厂 则 是 1900 年 孙
逊集资万两创办厦门电灯厂。1901
年《时报》曾有报道，“闻厦门某巨商
以福州各处行店多用洋油，致遭火
患，拟集股向福州创设电气灯公司
一所……据言该电灯每夜点至十二
点 钟 止 ，较 点 洋 油 价 不 过 略 昂 少
许”。可见当时已有商人欲在福州开
设电灯厂，但均未成功。

林炳章在日本参加大阪博览会
时曾见识到电灯对于照明颇有好处。
1903 年 7 月 22 日，他在参观工业、商
业二馆后，天已微黑，然“范场万灯如
昼，表里通明，喷水亭内更以五色电
环绕其中，望之如天半彩虹，发人遐
想”。又鉴于福州因使用油灯而经常
酿成火灾，1906年林炳章在苍霞洲银
元南局创设福州电灯公司。这便是福
州第一个新式的电灯公司。

为了募集资金，林炳章曾与商务
总会的诸人协商，提出“仿照浙江铁
路公司办法，分为整股零股二种”的
办法，可惜最后因为资金等问题，电
灯厂未坚持多久便停办。虽然电灯厂
创办失败了，但林炳章开辟了福州人
自己开办电灯事业的先路，为后来者
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例如 1911 年，有
着“电光刘”之称的刘氏家族中的刘
崇伟联合福州名流林长民等七家股
东开设了“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采用现代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进行
管理，发展规模大，成为刘氏家族的
核心企业。

林炳章创办实业不仅“福州第
一”，更创下过“中国第一”。当时随着
民族意识的日益增强，国人不仅兴办
实业，而且多次掀起“抵制外货，提倡
国货”运动。在福州抵制日货风潮甚
烈的背景下，怀抱“实业救国”宏愿的
林炳章便与陈培锟及福州巨商集资
在夏道建立了福建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并任命其留学日本化工专业的弟
弟林恩溥为董事，先是开设酒精厂，
而后增加制革厂。

福建实业公司酒精厂便是国人
开办的第一个酒精厂，“实为吾国破
天荒之举”。在此之前，中国的酒精绝
大部分都是自外国进口。而国内的工
业化生产酒精技术也都掌握在少数
的外国人工厂中，仅有 1906 年俄国
人在哈尔滨、波兰人在阿城开办的酒
精厂。现代生物学家先驱谭熙鸿曾说
道，“吾国战前，每年酒精输入量约五
百万加伦，国人自制酒精，尚以民国
九年（1920 年）设立之福建实业公司
酒精工厂为最早，继起者有民国十一
年（1922 年）之山东溥益酒精厂”。福
建实业公司先后在福州、闽清、建瓯
等地建设酒精厂，利用氧化法“创制
无水酒精与纯粹酒精两项货品”。但
这些酒精厂因成本太高，难以与进口
酒精竞争，最后倒闭。

由上观之，近代以来中国民族
工商业长期受到外资排挤，难以发
展。故，近代中国实业之展开一直都
承载着“救亡图存”的家国情怀，因
此林炳章兴办实业也就打上了深深
的 爱 国 烙 印 。民 国 后 ，在 实 业 浪 潮
下，成立了许多以“抵制洋货，挽回
利权”为宗旨的实业团体。而林炳章
开办电灯厂和实业公司，其意图也
都是以期“分洋人之利，以保国权”。
在开设电灯厂时，林炳章曾公开招
股十万，以购置电灯与发电机。他将
股票分成四份，“官二成，商二成，铜
元局机匠二成，民间二成”，不收外
国资本以免股权被控制，即“股票自
开办之日起，周年付息八厘，不收洋
股，以免利源外溢”。

除此之外，在保护矿权方面，林
炳章也作出了他的努力。中日甲午
战后，福建沦为日本势力范围，日本
对福建的路矿权一直虎视眈眈，采
取各种方法进入矿产地区进行勘探
和申办公司。1903 年 8 月，日本驻华
公 使 日 内 田 康 哉 向 清 政 府 提 交 照
会，称：“照得兹有本国人拟在福建
省龙岩州一带地方，与中国人合伙
开 矿 ，不 日 转 派 人 员 来 京 ，禀 明 一
切。”1916 年 4 月 16 日，福建督军李
厚 军 任 命 林 炳 章 为 福 建 省 财 政 厅

长。此时矿务为财政厅管辖，林炳章
深知“实业之中，收效最宏，致富最
易的，莫如开矿”的道理，遂计划开
采矿产增加财政收入，以抵制日本
侵占福建矿权的企图。

他上任后，便派梁津、陆钦颐两
位技术员赴各县勘察，进行实地试
验。同时通过印刷矿例、绘制矿图分
给矿业界等方式，提倡、鼓励国人自
己办理矿务。林炳章下令编辑《福建
矿务志略》一书，全面汇总了福建矿
产资源，还编印了福建省地质图和矿
产图。“其编述大旨，欲使已开各矿日
形畅旺，未开各矿次第朝廷，洵足以
提倡国民，引起资本家之注意”，希望
通过兴盛福建的矿业，使之“数年或
十数年以后，闽省矿业或能渐次发
达，收天地自然之美利，绝外人窥伺
之萌芽”。

林炳章在审核矿业公司施工计
划、开采情形之时，发现由于缺乏学
识和经验，存在着很多未聘矿师，仅
用土法尝试，或采掘地点与矿床位置
不合情形的情况。林炳章为此发布劝
谕，希望各公司聘用专门矿师，或是
本国留学东西洋专业矿科及国立矿
科大学的高等毕业生兼有经验者。为
此，他大力开办矿务教育培养人才，
以此帮助矿务更好地发展。设立了矿
业讲习所，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规
定 3 年毕业，以陆钦颐主持教务，共
开办二期，毕业生共有 70 多人，为后
来中国矿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
才支撑。

林炳章著《癸卯东游日记》为其
实业救国思想之始，兴办电灯厂、酒
精厂等为其实业救国之行，保护利
权、培养实业人才为其实业救国之
绩。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境况下，
林炳章开福州实业救国之先，在发展
实业的同时，十分注重保护本国利
权，抵抗外资侵略，谋求民族工业的
长远发展，用实际行动传播了利权意
识，彰显出近代福州人赤心奉国的时
代风貌。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
历史学院）

《癸卯东游日记》：林炳章开福州实业救国之先
□周至杰 江蕾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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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琛为林炳章东游日记题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