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氏三杰”蓝理、蓝廷珍、蓝鼎元是同出一门
的漳浦蓝姓畲族人。在清朝统一、平定、治理台湾的
进程中，“蓝氏三杰”功勋卓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
壮丽史诗，其英勇事迹在闽台两地广为传颂。实际
上，清代官方档案中不乏与“蓝氏三杰”相关的史料
记载，足以与民间故事相互补证，揭示出更多丰富
的历史细节。

平台先锋蓝理

在故乡漳浦，蓝理的人物形象与“破肚将军”的
故事联结在一起，对蓝理的其他诸多事迹却语焉不
详。其实，蓝理远不止追随施琅平台的彪炳战绩。明
末清初之际，蓝理亲身经历清军南下、三藩之乱等
重大历史事件，入仕清朝后以军功起家，先后参与
远征策妄阿拉布坦、天津土地开发、漳浦乡梓建设
等事业中。蓝理的生平事迹巨细靡遗地记录在清朝
官方档案《清史稿本·蓝理列传》中。

根据《蓝理列传》记载，蓝理力大无穷，胆气过
人，“虎头燕颔，口可容拳，力举八百斤，足追奔马，
能曳其尾倒行”，奠定了日后驰骋沙场南征北战的
基础。蓝理早年因事入狱，在挚签决定生死的场合
仍面不改色，直至耿精忠叛乱，蓝理才被释放。之
后，蓝理投靠清朝一方，出仙霞关向康亲王面陈平
闽计策，不久以军功获授建宁游击、灌口参将。

时值闽督姚启圣驻漳浦需索无餍，蓝理怒而鞭
打官差，被污以“虚兵冒饷、杀人”之名再度入狱。在
狱中，蓝理一直奏请出剿海寇赎罪，恰逢朝廷命令
靖海将军施琅平定台湾郑氏，经施琅保荐署右营游
击、前队先锋。在厦门练兵备战期间，蓝理士卒无端
遭到施琅部将当街殴打，蓝理据理力争，把仗势欺
人的军官在出征台湾阵前斩杀以鼓舞士气。

在征战台湾的战事中，作为先锋官的蓝理一马当
先，成就其“破肚将军”的威名。与明郑的首场对决发
生在澎湖，蓝理身先士卒负伤十余处，忽被明郑炮弹
击中腹部倒地，肠出肚外，血流不止，后在其弟蓝瑶、
蓝瑗的帮助下处理伤口继续战斗，最终赢得胜利。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蓝理北上在赵北口
偶遇康熙皇帝。康熙曾亲视蓝理伤口，听其讲述战
争场景，特旨授神木副将。未久，蓝理擢升宣化镇总
兵，旋即委调浙江定海、天津，后因旧疾复发解任还
乡。蓝理并非空有武力的莽夫，对国计民生亦有关
注。在镇守天津期间，蓝理看到京城米粮产量不足，
而天津平原之区可堪开发，故而开凿水渠灌溉成田
数百顷，康熙将其颁赐蓝理为世业，称为“蓝田”。蓝
理调任福建提督后由其弟蓝珠赴天津管理田产。

赋闲在家的蓝理因询问家乡父老疾苦并惩治
不法胥吏为群小所不容，被闽浙总督、巡抚弹劾后
也不为自己辩护，声称“天下官管天下百姓”，后经
康熙特旨赦免死罪调北京入旗籍。晚年蓝理以总兵
衔协理北路军务出征策妄阿拉布坦，因病回京，终
年七十一岁。蓝理兄弟四人，蓝瑶未入仕途，蓝瑗官
至金门镇总兵，蓝珠累官至参将，且文武双全，能诵
读《通鉴纲目》不遗一字。

蓝理自入官场未曾向权贵卑躬屈膝，刚正不阿
的人物画像和性格特征跃然纸上，并开启了蓝氏家
族投身军旅报国之路，其族侄蓝廷珍在其熏陶下，
从福建奔赴浙江蓝理麾下。

治台名将蓝廷珍

位于漳浦县湖西乡的蓝廷珍府第坐西朝东，面
向台湾，显示其与台湾之间难以割舍的历史情缘。
与蓝理平台后回大陆任职不同，蓝廷珍参与到台湾
的治理之中，曾任福建澎湖协副将、台湾镇总兵，并

推动了蓝氏家族在台中的拓垦事业。
蓝廷珍得知蓝理移镇舟山，自请入伍练习骑射

之术，颇得蓝理器重，自定海营把总累迁温州镇标左
营游击。蓝廷珍年轻气盛，负责巡视外洋驱捕海盗，
功绩卓著，却也为其他不作为的同僚忌惮，向闽浙总
督觉罗满保进谗言，蓝廷珍险些被弹劾。恰逢关东大
盗孙森等窃辽阳巨炮、战舰逃逸海上，被蓝廷珍擒
杀，遂擢拔福建澎湖副将。未几，迁至南澳总兵。

康熙末年，台湾朱一贵事起，总督觉罗满保委令
统领水陆大军，前赴征剿。蓝廷珍率大军先取鹿耳
门，乘胜进攻安平镇，遂克府治，并分遣诸将进复南
北二路，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任台湾镇总兵官，
任内成就反对台镇移驻澎湖、扫平各地余乱等功勋。

相较于蓝理，蓝廷珍奏折档案有不少得以保留
下来，从中可以看出其不仅军功卓越，在官场上的表
现也变得游刃有余。现存官方文档中，蓝廷珍的首份
奏折是在清雍正元年（1723 年），上奏称其姓名的字
音与雍正名讳（爱新觉罗·胤禛）相同，恳请改名。雍
正对此不以为意，朱批：“不必从来只讳上一字，近来
将下一字都要讳，觉太烦。”“况珍字于御讳总不相
干，若书满字他们都写贞字，这还犹可，汉字何必改，
你的名字朕甚喜欢，就是原字好。”故而未更改。

鉴于蓝廷珍在台湾善后事务上的功绩，雍正元
年特授福建水师提督，次年入京觐见恩赏有加。蓝
廷珍为皇帝赏赐的御帽、翎子等物上谢恩折，雍正
对蓝廷珍显然寄予厚望，称：“你是忠心胆量汉子，
不消说得若能操守如吴陞一样，就是个千古的全
人，着实勉之。”雍正方以“全人”勉励蓝廷珍，复又
让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手书蓝廷珍，劝诫其操守尚有
不足之处，作为封疆大吏需洁身自好，不可为眼前
蝇头小利所迷惑。

雍正皇帝在管束群臣上素有严苛之名，数次向
福建督抚询问蓝廷珍的品性如何，是否遵旨克己奉
公。在督抚看来，蓝廷珍身为武官操守确有不足，但
对水师事务极为熟练，在福建本地为官也未曾瞻顾
乡情或徇私庇护已是难得。

蓝廷珍主要治台功绩还体现在上折具陈台湾
军事调整建议，从台湾作为七省藩篱的战略地位出
发，认为增兵镇守不仅可以确保台湾海疆安定，对

江浙乃至沿海地区均有益处。在台湾任职期间，蓝
廷珍恪尽职守，悉心留意地方事务，定期向雍正汇
报台湾的雨水钱粮状况，升任福建水师提督后不断
向雍正皇帝保荐台湾官员。

自雍正五年（1727 年）始，蓝廷珍的身体状况时
好时坏，福建总督业已向皇帝提举新的水师提督人
选，雍正七年（1729 年）卒于官，年六十六岁，赠太子
少保，谥襄毅。

或许是蓝廷珍也意识到自己是武官出身，奏对
往往词不达意，因此就将才华横溢的堂弟蓝鼎元留
在帐内襄助政务，是以蓝廷珍许多公文全系蓝鼎元
捉刀完成，也据此撰写《东征集》《平台纪略》等著述。

筹台宗匠蓝鼎元

蓝鼎元早年曾泛舟闽浙粤沿海，及至蓝廷珍升
任南澳总兵，蓝鼎元上陈镇守之法数千言，遂被延
揽幕中。辅佐族兄蓝廷珍平定朱一贵期间，蓝鼎元
游历台湾南北，掌握全岛地理形势，方能协助蓝廷
珍出谋划策，调度有方，迅疾平定乱局。

蓝鼎元曾论及台湾善后治理之策，建议在诸罗
县境内分设一县，总兵不可移驻澎湖，后朝廷依其
所言在诸罗析县曰彰化、增设淡水厅稽查大甲溪以
北防务、总兵官仍驻台等，足见其“经世之良材”名
号所言非虚。他着眼于长远，将其治台方略撰著成
书，半个世纪之后仍被乾隆皇帝高度赞赏，称“其言
大有可采”。

对于台湾历史走向影响至深且远的，是蓝鼎元
阻止了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在台湾沿山地带划界封
疆的计划。在《论台湾事宜书》中，他极力推动扩大
垦殖规模，建议赴台耕种者必须携带家眷，才能发
放渡台证明，改变了自施琅以来提倡的渡台禁令，
台湾的性别比例得以逐渐改善。

蓝鼎元家族开始迁居台湾，他的长子蓝云锦带领
族人以“蓝张兴”为垦号在阿里港定居，并借其家族平
乱有功的政治势力，在屏东平原北部的阿里港地区大
力拓垦，将从湄洲朝天阁奉迎的三妈神像供奉于大墩
庄店建庙，定名蓝兴宫，即现今台中万春宫。

蓝鼎元先后被选拔至太学优贡生、分修《大清

一 统 志》，大 抵 是 书 斋 文 字 工 作 。雍 正 五 年（1727
年），蓝鼎元获得了为政一方，将自己经世之学付诸
实践的机会。他向皇帝条陈经理台湾、河槽、兼资、
海运、凤阳民俗土田、黔蜀疆域六件时务，雍正深为
赏识，特授其广东普宁知县，再兼署潮阳知县。

蓝鼎元到任后励精图治，革除吏敝，兴学校，正
风俗，秉公办案，深获民间爱戴。平反冤狱，严惩歹
徒，令行禁止，吏治严明。还致力于复兴学校，亲自课
经书，取缔邪教，在潮阳改邪教祠为棉阳书院。雍正
六年（1728 年），蓝鼎元因“豁免渔船例金”忤逆上
官，被罗织罪名，革职入狱。幸得当地士民为其鸣冤，
潮州知府和总督郝玉麟、巡抚鄂弥达等多方协助，保
释出狱。蓝鼎元请求归休，鄂弥达为他上书申明受冤
始末，遂于雍正十一年（1733 年）奉诏进京召见，命
其署理广州知府，并聘请他编纂《潮州府志》。蓝鼎元
于当年五月间到任，仅月余便因病遽然亡故。

乾隆皇帝之所以时隔多年后再度提及蓝鼎元的
著作，是因为台湾爆发林爽文事件，乾隆意图从中找
寻治台良方。值得一提的是，蓝廷珍的孙子蓝元枚在
林爽文事件中奉命率兵前往台湾平定，与其祖父同样
担任台湾镇总兵一职。遗憾的是，蓝元枚尚未在台湾
建功立业便不幸病故，让乾隆皇帝发出“正当用人之
际，蓝元枚竟病故，诸事不顺利，深切焦急”的慨叹。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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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通寺地处漳州市平和县大溪镇灵通山，始建
于唐代，供奉“开漳圣王”陈元光从中原携带而来的
观音菩萨香火。灵通寺是座建于悬崖峭壁上的寺
庙，也是福建乃至中国南方最美的悬空寺庙。

历代许多名人雅士曾来此读书或旅游，如明末
漳浦人、著名学者、抗清爱国志士黄道周曾在此讲
学，至今灵通山上仍留存其碑位。明代著名散文家、
旅行家徐霞客曾与黄道周一起到此旅游吟唱，据

《漳州府志》记载：“徐霞客自毗陵来访山中，不一
日，辄搜奇南下。觅篮舆追之，百里乃及，相将于大
峰岩次，兼访刘元公。”明代龙溪人、黄道周同朝进
士陈天定也常到灵通山游玩。

雄伟高大的灵通山位于平和县西南部，原名大
矾山，又名大鹏山，号称“闽南第一山”，地形为 1.13
亿年前由多次火山喷发而形成的深切割中山地貌，
崖壁中较为柔软的岩石里较大颗粒先被水流侵蚀
后而形成各种岩洞，而庙宇就坐落于灵通山主峰之
一擎天峰半山腰的灵通洞中。

灵通寺海拔 920 米，坐东朝西，背靠高崖，上方
覆盖巨石，下临深谷绝壁，雄姿奇伟，对面就是漳州
第一高峰——大芹山，视野非常开阔，犹如琼楼玉
宇，比福建另两座悬空寺——永泰方广岩和泰宁甘
露寺更加险绝，景色更为壮观。虽然高悬于崖壁之

上，远离城镇，人烟稀少，与世隔绝，交通极为不便，
但寺旁有常年不枯的瀑布和泉水，能持续提供水
源，附近山上可种植农作物提供食物，不失为绝佳
的闭关静修之地。

灵通寺引导空间为一条号称“天梯”的数百级
石阶，顺着曲折蜿蜒的台阶攀登，四周原始森林万
木争荣，通过半山亭后，仰天而望，就能看见悬挂在
峭壁上的灵通寺。接近寺庙时，还需通过一段悬空
栈道。庙宇沿悬崖洞穴的凹处一字排开，形成一条
狭窄的天街。灵通寺采用主轴对称结合自由布局，
建筑群分上下两层，第一层为天王殿，第二层正中
为大雄宝殿，两侧钟鼓楼。东侧顺着天街依次有宿
舍楼、凉亭、通天台、蟠桃街等。

灵通寺依崖壁凹凸，审形度势，凌空而构，充分利
用峭壁上火山岩多年风化、侵蚀形成的天然石洞修建
殿堂，均为钢筋混凝土木构官式建筑，绿瓦红木白墙。

大雄宝殿为重檐歇山顶，正脊两端饰鸱吻，戗脊
上立7只神兽，为龙、狮子、海马、天马、押鱼、斗牛及行
什。上檐下方匾额书“灵通古刹”，下檐匾额书“圆通宝
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插梁式木构架，彻上露明造。
明间开门，次间辟隔扇门。檐下施斗栱与弯枋，雀替、
随梁枋木雕花鸟、龙鱼、麒麟，狮座雕戏狮，梁枋彩画
二龙戏珠、荷花、山水、花鸟等，色泽鲜艳。殿内后壁是

块凹凸不平的天然巨石，地板铺设闽南特有的红砖。
钟楼和鼓楼完全悬空，为两层楼阁，重檐歇山

顶，正脊两端饰鸱吻。一层四面通透，二层墙壁四面
辟圆窗，平台采用花瓶式琉璃栏杆。站在钟鼓楼上
远眺，有飘飘欲仙之感，仿佛手可摘星辰。

灵通山上有巨石突兀，下有深谷飞瀑，风光奇
异，现为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号
称“小黄山”，以奇石、险峰、瀑布、云雾、幽谷、岩洞而
著称。灵通寺悬空而立，为福建景观最奇特的寺庙，
站在大殿前平台上，视野极其开阔，俯视万丈深渊，
仰望巨石嵯峨，心旷神怡，颇有寒山诗“重岩我卜居，
鸟道绝人迹。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之意境。

灵通寺虽然悬于崖壁之上，但却有清泉与瀑布，
实在难得。如庙宇上方悬崖有条瀑布从海拔 1181米
的沟壑处飞流而下，刚好挂在灵通寺前方，号称“珠
帘化雨”，恍如幻境；大殿旁边有一清泉名“玉泉水”，
号称“仙水”，传说为观音所赐甘露，泉水旁立有一尊
白瓷滴水观音造像；寺庙东面山崖下有七星排井，以
代表黄道周、徐霞客、林氏、陈天定、张士良、张一栋、
陈扬美七位和灵通山有关联的文人贤士。

寺庙右侧山峰堪称“世界第一天然大佛”，从山
麓到山顶高 321 米，远望犹如一尊佛头像，五官俱
全，形态逼真，使人不禁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其

他天然石景还有“巨象托佛”“石蟾饮露”等。周边峰
峦叠翠，植被茂盛，较珍贵的是成片的桫椤林，这种
恐龙时代的蕨类，是国家一级保护濒危植物。

寺庙四周有许多摩崖石刻，如通往通天台的石壁
上刻有“极目九霄”四个大字；石刻“巨灵”的“灵”字高
2.5米、宽1.3米、深0.03米，“灵”字上方中间嵌一“巨”
字，上方刻“清霄浮景”。其他古今石刻还有“大清光绪
庚子（1900 年）五月八日雷神显示 玉旨勅命雷神题
名曾先生古迹”“雷神”“擎天”“杨柳甘露 滋润心灵”

“自度度人”“天子万寿”“慈航普度”“登天有路”“知恩
报恩”等，蕴含儒释道三家思想文化内涵。

灵通山山高谷深，沟谷纵横，陡坡崖险，地貌复
杂。自然景观古有七峰、十寺与十八景。七峰从北至南
依次为：小帽峰、大帽峰、擎天峰、栖云峰、玉屏峰、紫
云峰、狮子峰。十寺为：慈云寺、修行寺、灵通岩、紫云
岩、天中岩、青云岩、旭日岩、狮子岩、朝天寺与白花
寺。十八景有：菊花引路、玉洞回风、云梯取月、石蝉饮
露、珠帘化雨、七井排星、巨石擎天、猛虎守峡、画眉跳
架、五鲤朝天、仙人聚会、三虫游斗、神碑庇航、狮峰眺
海、击鼓回音、九牛拖车、和尚背妮与三童弄狮。

灵通寺生态环境极佳，具有悬崖与洞穴寺庙的
双重特征，倚洞建寺，洞寺结合，集山、岩、洞、崖、
瀑、泉、潭等景观于一体。

平和灵通寺：南方最美悬空寺
□孙群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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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里港蓝家古厝

蓝廷珍上《奏为臣名音与圣讳相同恳请赐准更
改》折，雍正对此朱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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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通寺周边景色壮观灵通寺周边景色壮观。。 建于悬崖峭壁上的灵通寺建于悬崖峭壁上的灵通寺

泉 州 市 洛 江 区 桥 南
村背山面海，位于洛阳桥
畔，现属洛江区万安街道
办 事 处 。全 村 3000 多 人 ，
一姓刘。村中有建于明代
的刘氏宗祠，还有宋代所
建的蔡公祠。

宗 祠 刘 氏 家 庙 主 体
建于明代成化年间，明末
扩建“下落”，清末和 1997
年各重修一次，为一完整
石 木 结 构“ 三 开 间 ”古 建
筑 。整 座 庙 宇 长 35.60 米 ，
宽 16.25 米 ，占 地 面 积 达
500 余平方米。庙中两壁，
有仿朱熹字体的“忠孝廉
洁 ”四 个 大 字 ，还 有 笔 画
形 若“ 飞 凤 下 田 ”的“ 福 ”
字和状若佩剑的“寿”字。
门楣之上，有明代书法家
张瑞图手书真迹“世承天
宠 ”，庙 前 石 埕 照 壁 上 嵌
有一方石刻《名谏清卿》，
系明熹宗赐匾。

坐 落 在 泉 州 东 北 洛
阳 江 上 的 洛 阳 桥 建 于 北
宋时期，由于桥建在古时
被称作“万安渡”的地方，
故原名“万安桥”。洛阳江
入 海 口 是 古 时 的 交 通 要
道，《泉州府志》有云：“万
安 桥 未 建 ，旧 设 海 渡 渡
人 ，每 岁 遇 飓 风 大 作 ，沉
舟 被 溺 而 死 者 无 算 。”桥
南有蔡忠惠公祠，桥北立
有蔡襄的石像，都是用来
纪念桥的修建者蔡襄。

桥 南 村 刘 氏 家 族 为
彭城刘氏传人，后定居桥
南一带。或许刘氏当初迁
来桥南一带是某种巧合，
此 后 却 与 蔡 襄 发 生 了 密
切 关 系 。历 史 时 间 佐 证 ，
刘 氏 其 实 是 在 蔡 公 祠 建
立 之 后 才 迁 居 到 桥 南 一
带的，而刘氏在桥南一带
的兴旺发达，也使其成为
名义上的蔡公祠守护者。

蔡 襄 参 与 修 建 洛 阳
桥 ，直 接 造 福 了 桥 南 桥
北 两 岸 的 百 姓 ，老 百 姓
尤 其 桥 南 刘 氏 对 这 位 父
母 官 感 恩 戴 德 。蔡 公 祠
自 北 宋 肇 建 以 来 ，历 代
有 修 缮 。1238 年（南 宋 嘉
熙 二 年），郡 守 刘 伟 叔 重
建 。刘 伟 叔 亦 是 于 刘 氏
一族中所出的。据桥南村
中老人所说，桥南村中几
乎全村都是刘姓，每年的
八 月 十 五 日 蔡 公 生 日 这
天，便会在蔡公祠内举行

“打醮”这一仪式，村中的
大人小孩都会前来观看，
一 时 之 间 蔡 公 祠 内 变 得
非常的热闹。村民们以这
种 民 间 最 高 形 式 的 仪 式
来纪念蔡公，从明清开始
沿袭至今，一代又一代地
传承下来。

桥 南 刘 氏 不 仅 守 护
蔡公祠，同时也守护着洛
阳 桥 。刘 氏 驻 守 桥 南 ，与
桥 北 万 安 村 仅 有 一 桥 之
隔，但是两村之间少有往
来 。据 桥 北 一 陈 姓 村 民
说，在洛阳桥中间有块石
碑 ，那 是 两 个 村 的 交 界
点，此后各自节日巡游皆
不会越过该界点。此种分
界源于何时暂不可考，但
从这一分界来看，当时桥
南 刘 氏 与 桥 北 万 安 村 各
自 默 认 了 对 洛 阳 桥 的 守
护使命。

洛 阳 桥 保 存 诸 多 石
碑 石 刻 ，自 宋 以 来 得 以
传 世 ，两 岸 村 民（尤 其 桥
南 刘 氏）功 不 可 没 ，因 为
大 部 分 碑 刻 伫 立 在 桥
南 ，兴 许 是 桥 南 地 势 较
高 的 缘 由 ，现 今 部 分 碑
刻 还 转 移 到 蔡 公 祠 里 进
行 保 护 ，而 桥 北 万 安 村
的 石 碑 相 对 较 少 ，保 留
在 昭 惠 庙 里 的 多 数 是 重
修昭惠庙的石碑。

桥南刘氏
与蔡公祠
□张丽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