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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福清市海口镇的瑞岩山，以一座国家级
文物、元代弥勒石雕造像而闻名遐迩。山上有岩
洞千姿百态，更有宋元明清历代众多名人摩崖石
刻 100 多处，具有很高的艺术和观赏价值。抗倭
名将戚继光曾驻军于此，明代三朝宰辅叶向高少
时也曾在此读书，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

在瑞岩山顶存在一处独特景观，有三块巨石
并排竖立，如同左右侍者簇拥着君王。中间最高
的一块巨石高约 3 米，上刻“天子万年”四个大
字 ，落 款 为“ 万 历 辛 亥 岁 端 阳 日 镇 臣 施 德 政 敬
书”。

“ 万 历 辛 亥 岁 ”即 明 万 历 三 十 九 年（1611
年），题刻者施德政系江苏太仓镇海卫人，字正
之，万历十七年（1589 年）武进士，史书评其“平
倭 有 功 ，剿 逐 红 夷 ，闽 人 德 之 ”，可 见 他 不 仅 平
倭，还抗击了盘踞在台湾的荷兰侵略者。施德政
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始任福建南路参将，
由于征倭取得胜利后来提升为福建总兵。

万历三十年（1602 年），倭寇进犯福建沿海，
施德政派属下沈有容率舰过澎湖，全歼盘踞台湾
的 倭 寇 。施 德 政 也 亲 自 指 挥 了 战 斗 。叶 向 高 在

《都督施公生祠记》中写道：“公（施德政）往守南
路，澎湖甘山之役督率吏士驾艅艎、凌巨浸，以
与倭鏖战于蛟宫蜃窟之间，所斩获无筭，迩年闽
海之不波，固公先声所潜夺也。”

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七月，荷兰海军将
领 韦 麻 郎 占 据 澎 湖 ，派 人 送 信 给 明 朝 官 员 ，用
重 金 与 税 使 高 寀 打 通 关 节 ，“ 请 以 金 钱 数 十 万
上 供 ，而 厚 为 税 珰（高 寀）寿 ”，要 求 互 通 商 贸 。
高 寀 收 到 荷 兰 人 的 信 件 后 ，满 口 答 应 。福 建 总
兵施德政得知后，再次命沈有容前往澎湖驱逐
荷 兰 人 。沈 有 容 为 了 减 少 伤 亡 ，率 五 十 余 艘 战
舰严阵以待，自己乘一舟带几名随从下澎湖与
韦麻郎相见。见面后，沈有容义正词严地指出，
台湾及澎湖列岛是大明的神圣领土，是不可侵
犯 的 ；若 执 迷 不 悟 ，一 定 会 像 三 年 前 的 倭 寇 在
澎 湖 那 样 葬 身 海 底 。韦 麻 郎 久 闻 沈 有 容 大 名 ，
深 知 利 害 关 系 ，对 沈 有 容 的 严 词 斥 责 不 敢 违
抗 ，于 是 叫 来 高 寀 派 遣 的 使 者 ，索 回 贿 赂 高 寀
的银两，扬帆逃离。

施德政是一名武将，也是一位清官。万历二
十七年（1599 年），宦官高寀任福建市舶司兼管
矿务。到了福建后，高寀便强占土地，四处设立
关卡，搜刮民财，祸害无数。“高寀在闽，闽之缙
绅不与往还者，不过二三人耳。”而施德政却是
极少数“不与往还者”之一，并“始终与珰（高寀）
相抵牾”，反被诬告。

除此之外，高寀还从事对日走私、贩私盐。最
令人气愤的是，高寀还与占据澎湖的荷兰人相勾
结，对他们抢夺人口为奴、占领中国领土等事情
不闻不问。施德政派遣沈有容驱逐荷兰人后，断
了他的财路，高寀顿足长叹：“德政乃败吾事！”
为此他四处为难施德政。就是在施德政升职为神
机营右副将军、后军都督时，高寀竟然派出数百
人将施德政的行囊抢走，想从中找到施德政贪污
军款的罪证，结果一无所获。

施德政在福建任职期间，驱逐外寇，保家卫
国，受到福建军民的爱戴。在厦门、东山等地，也
留下了一些他的题刻古迹。1602 年 4 月，施德政
曾经以南路参将身份，在东山岛大宴澎湖平倭将
士，并赋《横海歌》一首，这首诗至今还刻在东山
岛九仙山顶岩石上。

在厦门的醉仙岩，也镌刻着时任福建总兵官
施德政、部将李杨、福建南路参将徐为斌等人在
即将奔赴澎湖征程时所作的诗歌。其中施德政的
七 言 律 诗 曰 ：偏 师 春 尽 渡 澎 湖 ，圣 主 初 分 海 外
符。鼙鼓数声雷乍发，舳舻百尺浪平铺。争传日
下妖氛恶，那管天边逆旅孤。为道凯歌宜早唱，
江南五月有莼鲈。

施德政、陈一斋、沈士弘同登龙海南太武山
时留下的诗文：立马闽山第一峰，海山无际豁心
胸。身凌霄汉星堪摘，界限华夷户可封。蹑蹬喜
寻仙子迹，登台羞问宋王踪。千年光景百爵酒，
兴尽归来月满瞳。

这些题刻诗句与刻在福清瑞岩山顶“天子万
年”四个大字一样，正是施德政等爱国将领纵览
山海风光时，抒发的尽忠报国、横扫夷寇、保国
卫民的豪迈情怀和期许“江山永固”的祝愿。

施德政
期许“江山永固”
□郑训焓 郑松波 文/图

“天子万年”题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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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泰宁县地处闽北山区，五代南唐中
兴元年（958 年）以“归化”为名立县，北宋元祐
元年（1086 年）宋哲宗御赐“泰宁”二字为新的
县名，沿用至今。泰宁县是福建省历史文化名
城，境内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尤以明清时期建
筑最能彰显其历史及地域文化特色，位于朱口
镇龙湖村的福善王庙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关于福善王的来历，在明代编纂的《八闽
通志》有记载：“神姓欧阳，名祐，洛阳人也。仕
隋为泉州守……官蒲西，归至此，闻隋鼎既迁，
耻事二姓，遂挈家溺死。时乡人高计、李定适渔
于河，遂殓其夫妇二尸，合葬于大乾山阳，后人
又立祠墓侧祀之，匾曰‘欧阳太守庙’。宋咸平
间，县令张仕逊祷雨有应，遂大其庙……政和
六年（1116 年），封广祐王，累封仁烈显圣文惠
福善王。”文中的“大乾”即今天的邵武市水北
镇大乾村。1000 多年来，福善王崇拜作为一种
地方民俗以大乾村为中心向周边地区传播，除
了邵武市以外，泰宁县、光泽县，甚至江西省的
资溪县、黎川县等地也在这一民俗文化圈内。

泰宁福善王庙位于朱口镇龙湖村南侧，始建
于明朝末年，后经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缮增
益，现存主体建筑为乾隆年间建造。建筑坐东南
朝西北，依山而建逐层升级，大体由山门、雨坪、
门厅、正殿及其北侧跨院的观音堂组成。其中，福
善王庙的门厅与大殿之间没有以常见的廊院作
为过渡，而是直接连为一体，从而显得布局紧凑。
整个建筑最精彩的部分都聚集在门厅入口的砖
砌门楼上。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早年来闽

考察时曾如此评价福善王庙门楼：“考察了许多
砖雕古建筑，唯有此庙砖雕最为精细。”

福善王庙门楼由青砖砌筑，平面呈八字形，
三开间，重檐五滴水的形制。门楼的砖雕装饰题
材类型多样，大致可分为花卉、瑞兽、人物、锦纹
四种，雕饰工艺手法有圆雕、镂空雕、浅浮雕、高
浮雕、线刻等。虽然历经 200余年风雨，部分雕饰
已残损，所幸大部分仍保存较好，内容可辨。初
看门楼的外立面几乎布满雕饰，给人以繁复之
感，实际上仔细揣摩之后可以发现，其布局和内
容设计是遵循了一定逻辑的，可以用三个词来
归纳：礼制秩序、伦理教化、祈福纳祥。

所谓礼制秩序乃指福善王是受到朝廷敕封
的神祇，因此其宫庙建筑的形制、装饰都会体现
出其礼制等级特征。关于前者，从门楼的八字形
平面以及前殿歇山式屋顶已经有所显示，至于
后者则需要做进一步的解析来认识。

首先，明清时期对于建筑等级的规定十分
森严。明代制度规定，“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
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
形”。清代大体承袭明制，对于装饰题材的使用往
往有更细致严格的规定，寻常人家使用可能招
来僭越之罪。福善王庙门楼的装饰大量采用珍
禽瑞兽的形象，包括龙、凤、狮（狻猊）、鹤、麒麟、
鳌鱼等，正反映出其享有较高规格的礼制等级。

其次，传统儒家思想主张“德莫大于和，而
道莫正于中”，对于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等级
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因此，福善王
庙门楼上珍禽瑞兽的形象严格遵循中轴对称

的原则，分布在门楼的中轴线两侧，呈严格的
镜像对称。例如门楣上的双狮戏绣球，绣球正
位于中轴线上；垂柱柱头雕刻的麒麟，匾额两
侧的龙、凤、仙鹤的头部也是对称朝向中轴线。

在诸多的珍禽瑞兽形象中，尤以龙的形象
特别能彰显福善王庙的礼制等级。排除作为纯
粹装饰功能、等级较低的“卷草龙”，门楼中轴线
上的龙共有两组。第一组由三条龙组成，位于第
一重檐下，围绕着“福善王庙”竖匾：一条正面龙
伏在匾额，怒目圆睁，发髭皆张；匾额的左右各
有一条穿云龙，龙头相对，昂首向上拱托匾额。
第二组由五条龙组成，位于门楣上方横匾的位
置。此处不设匾额，中心位置是一个正面龙首，
上、下框各两条穿云龙，头均朝向中心的龙头。
与第一组龙仅采用镂空雕技法不同，第二组的
龙首部分还运用了高浮雕的技法，令五条龙极
具动感，似乎随时会自墙中飞出。

至于伦理教化，主要是通过装饰来传达中
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前者最典型
的莫过于对耕读传家精神的推崇。这种精神最
典型的艺术表现形式就是“渔樵耕读”。在福善
王庙门楼左右两侧八字墙檐下就有两幅砖雕，
皆以自然山水为背景，左侧人物分别是樵夫、
钓者；右侧人物分别是书生、农夫，赫然正是一
幅“渔樵耕读”图。樵夫乃东汉名臣朱买臣，钓
者是东汉名儒严子陵，书生为战国时期的苏
秦，农夫则是上古时期的舜，可见这四个人物
不仅是一时俊杰，事业成绩斐然，其品德、才
学、风骨更是后世效仿的模范。

传统的道德准则包括孝、悌、忠、信、礼、
义、廉、耻。在门楼装饰上主要是借用历史典故
或是戏剧桥段的形式来表达。例如在门楼上枋
的一组砖雕中，有一幅描绘的是“三娘教子”的
场景，其中传达的无疑是“孝”和“礼”的精神。
位于门楼左右两侧八字墙墙垛下的第三层砖
雕分别是“空城计”和“大破天门阵”，则是“忠”

“义”精神的代表。
关于祈福纳祥方面，其表现形式是相当丰富

多彩的，常见的是运用各种动植物以及锦纹、杂宝
为题材，或单独使用，或组合而成。例如，在门楼的
门楣之上有仙鹤各一立于左右，口衔仙桃，祥云环
绕，寓意“仙鹤天寿”；又如，门楼垂柱与门框之间
的两幅花鸟图，左边两只黄雀分立于一丛菊花枝
头，寓意“举家欢乐”，右边一对绶带鸟分立于一
丛山茶花上，寓意“春光长寿”。再如，门楼左右八
字墙墙垛下第一层还可见一组山茶、荷、菊、梅分
别置于案几的花瓶中的图样，寓意“四季平安”。

其余类似于蝙蝠、如意、寿桃、莲花之类的
吉祥图案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不过，在门楼右
隔心墙上枋雕的一幅五老图值得一提。所谓五
老是指北宋仁宗至和年间的五位名叟。据南宋

《齐东野语》记载：“至和五老则杜衍‘丞相，祁
国公，八十’、王涣‘礼部侍郎，九十’、毕世长

‘司农卿，九十四’、朱贯‘兵部郎中，八十八’、
冯平‘驾部郎中，八十八’……前辈耆年硕德，
闲居里舍，放纵诗酒之乐，风流雅韵，一时歆
羡。”五老暗合福禄寿三个字，反映了普罗大众
对福善王崇拜最朴素的期望。

泰宁福善王庙门楼装饰泰宁福善王庙门楼装饰泰宁福善王庙门楼装饰泰宁福善王庙门楼装饰
□吴卫 琚柠睿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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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 年冬天，大明王朝灭亡之际，福建莆
田黄氏给海南宗亲修书一封，希望琼州一脉将
历代世系繁衍信息寄到莆田，以便续修族谱时
载入，补全家族史料。

琼州方面给莆田回信是在清顺治十四年
（1657 年）三月，彼时已是时隔 12 年之后。两封
家书跨越两朝，说的都是黄氏家事，只字未谈
国事，尽管当时正处在改朝换代之际，但社会
的动荡和不安似乎没有对这个家族带来太大
影响，至少在家族信息交流方面是如此。

福建来信

闽琼两地黄家的故事得从 600 年前讲起。
民国五年（1916 年）续修的海南《黄氏家谱》对
此有较为具体的记载。

1412 年，明永乐十年，福建莆田人、进士黄
重携妻带子，渡海南下上任琼州“抚黎知府”，
奈何夫人柯氏惧怕海浪，在雷州半岛时决定返
回故里，不与丈夫、孩子一起过海。黄重卸任
后，喜欢上民风淳朴的琼山，便在“抚岛村”（今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琼黄村）落籍，子孙后代
又继续向岛上其他县份迁徙。

黄重入琼后的 200 余年间，莆田和琼州两
地的黄氏宗亲一直没有联络。然而，在明代的
最后一个冬天，从莆田寄往海南的一封家书又
让两地的同宗弟兄重新“走动”起来。

“前书一缄寄达兄台在今年四月间也，日
候德音尚未得报，恐终付诸浮沉者乎？因有鸿
便，故再陈于左右夫。自莆入琼之始祖讳重公
来守是邦，遂家焉。独柯恭人怕海涛，临舟乃命
驾返，至今抔土，春秋拜奠，皆敝房诸人设推爱
及之。向来音信隔绝，地远、人遐、意更，数代遂
忘所自，理势然也。近闻在琼之伯叔兄弟，森森
岳立，真无愧吾宗云，慰甚。幸际此时有余君号
锦台者，任琼永丰仓，乃莆田人也，会悟间知亲
且友，则必不吝片笺询及柯恭人遗体卜葬何
所，论仁孝之心，实应尔！客岁大宗祠修族谱，
刊刻世系，重公后只书河清、河济，清子智礼、
智仁，后弗及致详，故不敢书也。今便闻在琼之
世系、科名与夫补弟子员者，乃类编成帙寄来
入载，凑完全锦，岂不休哉？临楷不尽欲言，望
风渴注会悟，何年兹获接封书，庆幸当何如耶？
谨布腹心仰祈崇炤。崇祯甲申岁冬至日莆田东
里贡元房房长讳国彦、国襕、世斐、世科、世琦
等顿首拜书。”

这封在族谱里题为《莆田寄琼州书》、不足
400字的家书，执笔撰写者为“黄朝籲”。

信中写道，黄重的原配夫人柯氏回到莆
田，百年之后，每年都由同宗兄弟扫墓祭拜；后
来，莆田有位姓余的人到海南当粮官，告知莆
田父老琼州黄氏人才济济。因此，字里行间，莆
田那厢有责怪琼州宗亲之意——既然知情，理
应写封信询问柯夫人到底葬在哪里，这是基本
的“仁孝之心”。

信里还提及，上年（1643 年）修族谱刊刻世
系时，黄重的后代只记录到两个儿子——黄河
清和黄河济，以及黄河清的儿子黄智礼和黄智
仁，再往后的不详，所以不敢书录。如果将琼州
的世系和科名等资料汇集成编，寄来莆田，将
谱牒编凑完整，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据海南《黄氏家谱》，黄重的次子黄河济乏
嗣，长子黄河清的次子黄智礼出继给他；黄重
后来又续娶汪氏，生一子黄河源。想必黄重与
柯氏一别再无音讯，琼州的事情，莆田方面不
得而知也就可想而知了。

家书落款时间“崇祯甲申年”，即明崇祯十
七年（1644 年）。莆田黄氏当年四月就给琼州宗
亲修书一封，族谱未收，估计正如莆田宗亲所言

“恐终付诸浮沉”，没有寄到海南。有意思的是，
第二封是在这年冬至即十一月写的，其时已进
入清顺治元年，不知为何还沿用“崇祯甲申”的
年号？（编者按：其时福建还属南明势力范围）

莆田寻根

顺治丁酉年（1657 年）“季春望日”（三月十
五日前后），海南黄氏宗亲修书一封《琼州复莆
田书》，篇幅较长，将近千字，言及多端人情关
系，尤其是琼州黄家子弟的多次莆田寻根之
旅。

书信的开头先是对莆田黄氏说一番客套
话，然后说及虽然知道渡琼始祖根在莆田，但

“世远人湮未得其详”，正是得到莆田父兄的
“示谕谆谆”，才知道莆田黄氏琼州一支由“孟
刚祖”（黄重）入琼任官开始。又说孟刚祖生前
文集年久失传，只有七世黄显、八世宏宇和宏
宪、九世喜之的家刻，但比较零散，还需要时间
搜罗汇集，再与琼州的世系、名号一并寄上。

据查，信中提到的黄显是进士出身，生有
六 子 ，长 子 黄 弘（宏）宇 也 登 进 士 ，次 子 黄 弘

（宏）宪及其长子黄喜之都是举人。
“舍弟见辉以明经于正月赴京廷试，便道

一访祖籍，未卜果如愿否。欣闻族尊讳天须恩
选入京，谅必便中相遇。”黄见辉是黄显的曾孙
之一，为四子黄弘（宏）宸次子黄及之的儿子，

号“益菴”，明天启甲子年（1624 年）岁贡。1657
年的春天，他又参加清廷的殿试，顺道探访莆
田祖居，但不知结果是否如愿。那一年，莆田同
族有位叫“黄天须”的恩贡也将入京应试，他们
可能会相遇。

从写信者的语气判断，他应该与黄见辉同
辈，而且年岁稍长，都是渡琼始祖黄重的十世孙。

《琼州复莆田书》还称，其实早在 1646 年秋
天，黄见辉赴吏部应选，到莆田上任时，就拜奠
了柯夫人的坟茔，并与同宗伯叔兄弟见面，详
细了解 200 余年来黄氏本、支的繁衍世系。他们
还在莆田县城南门黄朝籲（正是此人执笔给琼
州写信）家的亭子中“咏酒赋诗，赏月写怀”。

1648 年，莆田有位名叫黄默雷的宗亲到广
东当官时，曾到琼州拜谒祠堂，并与海南的弟兄
欢聚一堂，甚至得以晤面从莆田归来的黄见辉。

书香名第

根据民国《黄氏家谱》可知，黄重卸任后，
在琼山定居下来，续弦汪氏是明洪武二十九年

（1396 年）举人、国子监助教、学正汪从周（琼山
人）的女儿。600 年来，其后人已传至 27 代，后人
有 7000 多人，散居在海口、文昌、定安、屯昌等
地的 103个村庄。

明清两代，海南先后诞生了 6 对父子进士，
其中明代的黄显和黄弘宇父子便是其一。这个
家族不乏名科，举人、贡生更是不胜枚举，明清
两代，他们与海南先贤海瑞、郑廷鹄、张岳崧等
人关系密切，或姻亲，或至交，相互吟咏题赋，
留下了兼具文学和历史价值的篇章，被收入族
谱、方志或文集之中。

清代海南探花张岳崧说：“嘉靖、万历间，
巍科甲第，相望不绝。而以名儒筮仕，殁而祭于
社者，有如暾江公及燕石、越石二公，其他乡
荐、明经，指不胜屈，乡人荣之。”“暾江”和“燕
石”分别为父子进士黄显和黄弘宇的号，“越
石”指黄显次子黄弘宪。

还可从海瑞的一篇传世文章来了解父子
进士黄显和黄弘宇的故事。“余与暾江公共籍
琼 山 ，居 址 去 不 十 里 许 ，恭 人 林 氏 之 贤 闻 之
矣。”海瑞在《黄恭人林氏墓志铭》中写道，自己
所在的府城金花村和黄显的“抚岛村”相距不
过十里左右，对其夫人的贤惠之名早有耳闻。
黄弘宇在母亲林氏去世后即将下葬之时，给了
海瑞一份母亲的行状，请他撰写墓志铭，海瑞
便据实写了林氏的事迹。

原来，黄显的父亲黄通与同里的“高士”林

翁是莫逆之交，某日带黄显出门跟林翁见面，
林觉得黄显是个奇才，当即表示将女儿许配给
他，但其妻冯氏并不愿意以富家之女下嫁贫
士，日夜絮叨反对，然而林翁不改初衷，不图丰
厚的彩礼，林氏也深知父亲的切切心愿和长远
眼光。

过门后，林氏虽然生活困顿，“脱富而贫”，
却同甘共苦，持守“从夫之义”，从来不因鸡毛
蒜皮的事情分散丈夫黄显的向学之心。家里有
位小姑，性情刁钻，难以相处，林氏与她朝夕共
处下来，反得婆婆的欢心。

海瑞认为，正是因为“暾江得有恭人之后，
不徒外有亲师取友之资，抑且内无高堂奉养之
缺”，所以 25 岁时（嘉靖元年，1522 年）便中举
人，19 年后又登进士第。黄显登科后并未马上
得到官职，生活还是像以前那样清贫，但林氏
安于现实。4 年后，黄显才被授予“西曹主事”，
由于没有外差，住在京城，因此衣食都成问题，
林氏也毫无怨言。

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黄显外放临汝
（今河南汝州），俸禄二千石，生活由此大为改
观，林氏却不为所动，还跟仆役一起种菜织布，
有人看不过去，说她是“秀才小家”。黄显晚年
放纵自我，任性而为，林氏又整饬家风，操持内
外，谨小慎微，井然有序。海瑞不由得叹道：“以
一妇人而天资近道有如此！”

黄弘宇曾说：“家有严君，父母之谓。”他所
理解的“严君”，不单是父亲，还有一位勤俭、谦
恭的母亲。因此，海瑞断言：黄显和黄弘宇父子
能够齐名乡里，让人称道，离不开林氏之功。

在这部民国《黄氏家谱》中，有多首黄弘宇
的诗作，却未见其父黄显的诗文，倒是收录了
同乡进士郑廷鹄的《送抚州暾江之任序》，是黄
显到抚州（今属江西）上任知府前，郑廷鹄的一
番勉励话语。因为抚州民风彪悍，不易管理，以
往官吏大都严刑以待，但郑廷鹄希望黄显以德
治之，怀化民风。

“余生也晚，不获见诸公。然先祖及先君子
居琼时，与黄接比，余方总角，先君子述所闻暾
江公乔梓科第事为训，余聆而慕之。”张岳崧应
黄重裔孙、好友黄沙阳之请而撰写的《黄氏族
谱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显、黄弘宇父子声
名远扬，持续到了清代中后期。

张岳崧在序文中还提到黄家为书香门第，
不乏硕学之士，尤其是“沙阳以文雄，数冠琼
军”，自己的文章也曾受黄沙阳的父亲黄淡宁
点拨、指正。

（作者单位：海南日报社）

明清易代之际闽琼黄氏宗亲跨海续谱
□陈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