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周刊
L I L U N Z H O U K A N

文史12 理论文艺部 责任编辑：谢海潮
电话：（0591）87095224 电子信箱：fjrbws@sina.com 2023年12月26日 星期二

林则徐一生务实严谨，每到一地，每行一
事，必求真相探实情，事先筹谋，周密部署，以
实效为上。在新疆伊犁虽属发配，他却没有蹉
跎消沉，反而以前事为师，深入边陲荒漠，“到
一城，查一城”，从调查中了解实情，从研究中
看清本质，从对策中让民获益，以务实的举措
造福新疆百姓。

见微知著似故人
1841 年，林则徐被道光帝下旨遣戍新疆伊

犁。同年 7 月，林则徐从浙江镇海出发，踏上前
往伊犁的漫长路途。尽管旅程艰辛，且年已 56
岁，但他依然坚持通过细致入微的调查来了解
沿途的民生百态。

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六日（1842 年 8 月 11
日），经历了东河治黄和短暂养病的林则徐从
西安出发，在西北丝绸之路旧道上跋涉了 4 个
月，经陕甘河西走廊和新疆天山南北路，抵达
流放地伊犁。旅途中他每天撰写日记，详细记
录每日的行程、环境与见闻。他既关心民间疾
苦，“又行四十里奎墩，居民亦有百余户，闻水
利薄，田非膏腴，村墟殊荒陋耳”，也关注地方
风土和农业生产，“自入高台境内，田土腴润。
涧泉流处皆有土木小桥，树林葱蔚，颇似南中
野景。其地向产大米，兼多种秫，顷已刈获，颇
为丰稔”，同时也了解了当地人“不解芸锄不粪
田，一经撒种便由天。幸多旷土凭人择，歇两年
来种一年”的“轮耕”或“歇耕”的耕种习惯。

到哈密，他除了考证其历史，还赞美其地
“土润泉甘，田多树密，可谓乐土”；在塔西河，他
记载清代在新疆移民遣犯屯田之事：“此地民居
甚盛，闽中漳、泉人在此耕种者有数百家，皆遣
犯子嗣。近来闽、粤发遣之人亦多分配于此。”

除此之外，林则徐对中国西北地区气候特
点、交通状况、民生民俗、货币、驻军和民族关
系等内容的客观记录，使他充分了解了西北地
区的民生风貌，为随后的治疆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在收集大量风土人情的基础上，林则徐还
擅于实证推演。如针对沿途多次出现的“地窝
铺”名称，他通过观察，得出“大抵戈壁中，凡有
一二土屋处，即皆称地窝铺也”的结论。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1842年 12月 10
日），林则徐抵达伊犁，但因舟车劳顿与水土不
服而长期卧病。疾病缠身的林则徐在新疆的三
年零两个月时间里，却先后参与了阿齐乌苏垦
地、龙口捐修、南疆勘察等重大事务，其间严谨
的调查作风为他后续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殚精竭虑穷白首
1844 年底，原准备到南疆各地调查屯田情

况的伊犁参赞大臣达洪阿临出发时旧疾复发，
清廷临时改派林则徐前往阿克苏、乌什、和阗查
勘。在“以戍卒而膺特遣，又何敢辞，少陵‘生死
向前去’之句读之可为于邑耳”的自我鞭策下，
他不辞辛苦，事必亲行，务求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乙巳日记》中，频见“是日共行一百里”
“是日路险而长，且多绕越，计行一百六十里，
实则不下二百里”“此程计八十里。合两程做一
日行，实则百六十里矣”“复行至达旦”等记载，

“无一食物可买”“在此无粥，与彝儿露坐而食”
的风餐露宿更是常态，只为了能尽快完成调查
南疆屯田的任务。

同时，他注重轻车简从，尽可能减少地方官
府的负担，“全小汀复遣巡捕扎玉祥来迎，欲随
伺至喀城。令其先回，不可；又令回子带马十五
匹来伺应，坚辞之，始去”“布古尔回城距台二十
余里，其阿奇木伯克来台迎接，遣人辞之”“有两
城回子阿奇木伯克俱来迎谒，即令归去”。

在途中，除了丈量田地，他还注重调查南
疆屯田政策执行的效果。当夜宿巴尔楚克军
台，获知行馆外有近年新增的十余家铺户时，
他不顾风尘未洗、劳累困顿，连夜赶到商市，

“与贸易人谈屯田事”。
通过详细周密的调查，林则徐掌握了大量

关于新疆屯田、水利等第一手资料，并通过对
新疆水利疏浚、屯田安民历史与现状的深入研
究和分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主张。

兴修水利是南疆垦荒的首要之事。林则徐
到新疆后，就十分关注当地的水利事业，特别
深入研究如何因地制宜进行水利建设，促进新
疆垦荒屯田。阿齐乌苏荒地曾因缺乏水源而被
放弃开垦，林则徐到疆后，伊犁将军布彦泰重
启阿齐乌苏荒地开垦。在协办阿齐乌苏荒地垦
务时，林则徐认真分析当地水文情况，认为可
以将塔什鄂斯坦田庄旧有渠道展宽，接开新
渠，引入哈什河水灌溉。他甚至细致研究了引
流伊拉里克河水对相邻蒙古游牧地影响的问

题，认为此处“距游牧地尚隔一山，于蒙古生计
无碍”，因此可以开垦。

他虚心向当地人民学习，汲取民间智慧，并
结合当地人文地理，因势利导，在坎儿井的建设
上尤为如此。坎儿井是新疆人民在漫长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种地下水利工程，它让不
毛之地的沙漠变成了肥沃的绿洲。初见坎儿井
时，林则徐就折服于新疆人民的智慧，生动地记
述了所见奇观：“二十里许，见沿途多土坑，询其
名，曰卡（坎）井，能引水横流者，由南而北，渐引
渐高，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
田土膏腴，岁产木棉无算，皆卡井水利为之也。”

为此，他潜心研究坎儿井，认定它适合南
疆的地理环境，对荒地开垦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林则徐和全庆（即全小汀）倡导、后任新疆官
员实施之下，新疆的坎儿井从吐鲁番推广到了
伊拉里克，并增开了六十多处，使坎儿井的数
量由最初的三十多处增至一百余处。

因地制宜解民忧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林则徐根据当

地的实际情况，在水利开发、招民安户等问题
上，不畏艰难，不惧挫折，甚至不惜冒着得罪朝
廷的风险，坚持出实招解难题，以改善当地人
民的生活状况，促进新疆的建设发展。

在南疆履勘时，林则徐与全庆一起，秉持农
田以水利为首务的理念，着眼于南疆的长远发
展。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在库尔勒、伊拉里克等
地根据川原形势，因地制宜加以浚导，并利用坎
儿井技术，通过新建、拓宽、分支等办法大兴水
利，解决了制约南疆垦荒的最大难题。时至今日，
在吐鲁番部分地区，坎儿井仍被称为“林公井”。

水利工程中尤以龙口水渠工程建设难度
最大，“查龙口……应修要工渠宽三丈至三丈
七八尺不等，深五六尺至丈余不等，长六里有
奇……自五月兴工，至今计期四月有余，除料
物不计外，实用工十万有零”，且龙口至黑山头
的渠道地势高低落差，沿途碎石夹沙多，渠身
易于堵淤，成为制约工程的“牛鼻子”。

林则徐为了百姓福祉，不畏难避险，勇挑
重担，“遇此开垦要务，尤宜踊跃急公，情愿认
修龙口要工”，并“办要工六里有奇，一律完竣，
委系十分坚固”，确保了水渠通畅，使南疆获得
垦田六十余万亩。

调查研究是进行社会现状分析、深入了解
事件本质、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于调查研
究，生活在 180 年前的林则徐也曾说过“在未曾
目击之时，虽有所闻，不敢预存成见”，因此无
论是高居庙堂，还是谪贬边疆，他总是坚持深
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正是这种认真调查、深化研究、解决问题
的踏实作风，让他在贬戍边疆、疾病缠身的人
生最低谷仍能置个人得失于不顾，怀抱处子之
心，全身心投入到南疆的垦荒屯田、修建水利
等事业中，“周历南八城，浚水源，辟沟渠，垦
田三万七千馀顷，请给回民耕种，改屯兵为操
防”，很好地践行了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祸福避趋之”理念，为新疆各族人民解难题、
办实事，促进了新疆的发展建设，使新疆出现
了“ 大 漠 广 野 ，悉 成 沃 衍 ，烟 户 相 望 ，耕 作 皆
满，合兵农而一之，岁省国家转输无算，而回民
生计亦大裕，为百余年入版图未有之盛”的繁
荣景象。

（作者单位：福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短衣携得西凉笛 吹彻龙沙万里秋
——林则徐在新疆身行万里察实情

□潘健 文/图

通贤龚氏是明清福州的名门望族，主要以科
举、循吏、著述和藏书而闻名。明代状元祭酒龚用
卿、清代两淮盐运使龚其裕、署理按察使龚嵘、知
州龚一发、知府龚景瀚及藏书家龚易图是其中影
响较大的人物。

清光绪九年（1883 年）龚葆琛所修的《福州通
贤龚氏支谱》是我们了解这个家族的重要资料。
通贤龚氏来自莆田，相传其始祖为南宋龚茂良，
但后人发现与历史上的龚茂良字号不符，即以有
谱可考的处士龚修（字孟质）为第一世祖。龚修于
元末自莆田迁福州，居南街通贤境里社（今八一
七路东边的巷子即以通贤境得名，称“境巷”，雅
化为“锦巷”），世人称之为“通贤龚氏”。

明清两代共繁衍二十代。在科举方面，从第
四世开始发力，“其间以孝友忠厚相传，科第簪缨
蝉联不断”。清初是该家族的重要转折点，十二世
龚其裕是标志性人物。截至清光绪九年（1883 年）
龚葆琛修谱时，有科举功名者多达 91 人，共有进
士 6 人、举人 8 人、监生 61 人、贡生 5 人、地方生员
11 人。与福州其他科举家族相比，其特点是科举
中上层（包括举人、进士）不多，仅占 15%，但科举
底层的基数非常大，占 85%。

通贤龚氏的政治业绩主要体现在清朝前期，
以龚其裕为代表的祖孙四代主政地方、造福百
姓，入祀当地名宦祠并写入清史循良传。龚其裕
原 为 闽 县 附 生 ，后 投 资 江 西 军 营 ，清 康 熙 六 年

（1667 年）被任命为瑞州府通判。因在平叛耿精
忠 军 队 过 程 中 ，龚 其 裕 父 子 积 极 练 勇 、及 时 供
饷，以配合清军收复上高、新昌等城而逐渐受到
提拔重用，历任河南怀庆府知府等职。在河南，
其裕革除弊政，兴修水利，排队军营干扰，于康
熙二十一年（1682 年）升两淮盐运使。因在江西
任职期间，想方设法回赎被叛军俘获的百姓和士
兵，以及捐资安葬战场遗骨等，而入祀江西瑞州
吉安各府名宦祠。

其长子龚嵘，监生，在父亲任上随军报效而
报捐知县。龚嵘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地方长官。
在浙江余杭知县任上，“力除宿弊，葺城垣，修文
庙”，因断案得体“由是政称最举卓异”，后历任直
隶赵州知州、江南松州府知府、署江苏粮储道、直
隶保定府知府、陕西甘山道等，终于江西饶九南
道，后入祀陕西甘州、江西饶州名宦祠。

龚一发系龚嵘之侄、龚岏之子，父亲早逝，由
母亲将他和弟弟一登抚养成人，历任河南、河北
等地知县，官至云南镇南州知州。清乾隆二十二
年（1757 年），河南归德大水，商虞、永夏大饥，他
被临时调往虞城善后，“核户口，清囚系，去奸蠧，
禁盗贼”，并实行以工代赈，亲自带领百姓日夜奔
走，兴修河堤，又捐资修县城、葺桥梁，且当时江
南、山东爆发蝗灾，“虞介其中，独不入境”。卸任
之后，贫不能行，而邑人投送薪米瓜果，空城相
送。死后入祀河南虞城名宦祠。

龚景瀚系龚一发次子，中进士后历任甘肃靖
远、平凉知县等职，后升为陕西邠州知州，未赴，
遇到“川楚教匪”（指白莲教）肆扰，随营调用，屡
立战功，而升为甘肃庆阳府、兰州府知府。由于
长期在西北任职，对陕甘的情况非常熟悉，是时
又遇到“流贼”蜂起，他仍随军筹划，作出坚壁清
野之议，提出建堡寨步步为营之策，得到朝廷的
认可，并取得真实成效。因此，死后入祀甘肃兰
州府名宦祠和福建省乡贤祠。时人对他的才干、
学识评价甚高，如陈寿祺认为“龚海峰之才干器
重则诚足为世用”；林昌彝称“闽县龚海峰太守
景瀚留心政治，具经世之才，凡古今因革损益，
无不穷源竟委”。

龚景瀚的玄孙龚易图进士及第后，由翰林庶
吉士改云南知县，赴任途中经郑州时，遇北方“捻
匪充斥”，为督师毛昶熙所器重而截留差遣，此后
配合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付捻军和太平天国起
义军，扼守运河，屡屡立功，官至湖南布政使，但
因广东任内之事被议落职，时 51 岁。此后回到福
州，开启了安适的晚年生活，“日邀知好，以诗酒
相娱乐”，光绪十九年（1893 年）病逝于福州，年仅
59岁。总的来看，龚易图兼具文韬武略之才。

通贤龚氏有读书、爱书、藏书的传统，而十九
世龚易图将龚氏藏书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龚
易图自幼好书，但为时家道中落，藏书不多，几乎
借遍闽中陈家（寿祺）、冯家（缙）、刘家（家镇）的
藏书。出山为官、经济好转之后，开始买书、藏书。
先是清同治二年（1853 年），他开始置书，但因事
务 缠 身 ，“ 壮 年 奔 走 ，知 读 书 之 乐 ，而 无 读 书 之
功”。同治十二年（1863 年），他在烟台担任兵备道
兼海关监督时，又购进海宁陈氏遗书 3000 余种，

“复益以历年所积，共计五万卷有奇”，由海道运
抵福州。

清光绪三年（1877 年），龚易图在职期间告假
回闽，在乌石山西麓购建乌石山房，并在边上另
筑双骖园，用以收藏五万卷图书，随后还对藏书
进行校抄，于光绪六年（1880 年）与江西杨希闵合
撰《乌石山房藏书目录》。

除乌石山房之外，龚易图另有别墅 5 处：南庄
为朱紫坊的武陵别墅、东庄为城内花园弄的芙蓉
别岛、今光禄坊的陶舫、近水泊船处的泊台、北庄
的三山旧馆，且以三山旧馆最为著名，该园墅位
于福州旧城北门的西湖边上，又称“武夷北墅”，
大通楼是该园墅的中心建筑。

光绪十八年（1892 年），他又得到闽县刘家
“翍均居”藏书二万余卷，于是将这些图书与乌
石山房、双骖园及检石芝山房的藏书相继转移
到大通楼，使大通楼成为福建藏书量最大的藏
书楼之一。

民国十四年（1925 年），其孙龚纶重新校抄
《乌石山房藏书目录》时，称大通楼的藏书已达十
万余卷。但随后由于龚氏家道中落，疏于管理，造
成藏书大量外流，其中有一部分为今天的福建省
图书馆所收购。新中国成立后，大通楼归公，剩余
的部分藏书也为省图接管，大通楼藏书成为省图
善本库古籍的主要来源。

福州科举家族
通贤龚氏
□孙清玲 孙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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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峰岩寺位于泉州市洛江区罗溪镇双溪
村，原名莲花庵，始建于北宋开宝年间（968—
976 年），主祀观音菩萨，明、清及民国时期曾多
次进行修缮，现主体殿堂保留清代及民国时的
建筑样式，2013年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龟峰岩寺又名盟心堂，据说是因宋代时有
多个不同姓氏的家族在此居住，而各家族之间
因争夺水源、耕地等资源经常发生纠纷或械
斗，后由当地吴氏族人邀请五大姓的族长在寺
庙内结盟，约定誓不相侵，如有纷争者须入庙
忏悔，而一旦受到外人入侵，则需团结一致进
行抗争，于是寺庙被称为盟心堂。这种传统代
代相传，如今这里仍保留着良好的乡邻关系。

罗溪镇地处泉州鲤城区北郊，东邻仙游
县，西毗南安市，南接马甲镇，北连虹山乡。龟
峰岩寺坐落于罗溪盆地中央、海拔 140 多米的
岩峰山山坡之上，因这里山形似灵龟汲水而得
名。庙宇坐北朝南，依山傍水，两条东溪支流在
山前附近交汇。寺庙采用中轴线布局，轴线上
依次为戏台、大雄宝殿、桃源公园，左侧有钟英
庙（文庙）、钟楼，右侧有龟峰岩（武庙）、拜亭、

鼓楼等，建筑群左面为山门。主体殿堂为红砖
白石木构的“皇宫起”大厝，覆盖红灰色瓦，屋
脊饰剪粘，古色古香。

山门为三间四柱七楼式石牌坊，每根落地
柱前后各立一根青石盘龙柱，形成 12 根石柱，
夹杆石采用单层须弥座，额枋浮雕双龙戏珠、
祥云、花卉等。

大雄宝殿为佛教殿堂，重檐歇山顶，脊刹
立五层宝塔，燕尾脊高高翘起，脊堵为筒子脊，
镂空砖雕，翼角饰卷草纹，正脊、垂脊脊堵嵌瓷
板花鸟画，山花灰塑狮首、螭龙与花篮。塌寿为
孤塌，面阔五间，通进深五间，插梁式木构架，
彻上露明造。明间开门，楹联书：“盟扬祖德江
夏派，心法宗序紫云家。”

次间辟拐子锦和直棂木窗，梢间红砖外墙
辟圆形螭龙石窗，对看堵辟八角形竹节柱石
窗。石裙堵浅浮雕或线刻蛟龙出海、彩凤祥云、
麒麟送子、福禄双全、菊花麻雀等。殿内墙壁以
红砖拼出多种几何造型，左右厢房木门板上绘
有漆画山水、花鸟、瑞兽图，色泽稳重。剳牵、童
柱、随梁枋、弯枋木雕花鸟图。金柱楹联书：“盟

后同心归永好，心中无妄悟真空。”
大殿正中供奉三世佛，旁有观世音菩萨、地

藏王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三代祖师、直符使
者、哪吒太子等塑像，左右厢祀金溪黄氏始祖原斋
公、开基祖伯斋公、三民祖清隐公和三尊樾主等。

钟英庙（文庙）为儒家殿堂，一进四合院。
门厅为硬山顶，脊刹立宝葫芦，两侧各剪粘一
只鱼化龙，头大身短，尾巴高翘，十分呆萌可
爱。塌寿为双塌，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插梁式
木构架，彻上露明造。明间开门，楹联书：“钟毓
启千秋文运，英灵肇百世昌期。”

次间辟圆形石雕窗。外墙以红砖拼贴成
“喜”“寿”等字，凹凸不平，颇具肌理效果。水车
堵嵌瓷板画人物、山水、楼阁图。檐下施一斗三
升栱，垂花、立仙、随梁枋木雕莲瓣、神仙、花
鸟。主殿为硬山顶，燕尾脊高翘。面阔三间，进
深两间，插梁式木构架，彻上露明造。檐下施一
跳斗栱，雀替、随梁枋、狮座木雕花鸟、戏狮，梁
枋彩画瑞兽花草。殿内供奉孔子、魁星、北斗九
皇星君、吕祖、朱衣神等。

龟峰岩（武庙）为道家殿堂，一进四合院。门

厅面阔三间，进深两间，明间与次间开门，门堵布
满石浮雕。主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插梁式木构
架，彻上露明造。雀替、童柱、随梁枋、狮座金漆木
雕花鸟瑞兽。外墙以红砖拼贴成多种几何图形，
充满古韵。神龛供奉一尊明代“软身”关帝像，据
说肩膀、手肘、腕、腰等关节都能自由活动。

殿前有一座新建的拜亭，重檐歇山顶，屋
顶饰陶瓷。另外还祀关平、周仓将军与田都元
帅。当地人信奉关帝爷，每年节庆时，大家都会
为关帝洗脸擦拭，更新衣冠。每年这尊关帝神
像会定期在罗溪、虹山等 10 多个村庄中逐一巡
游，要到农历四月十五日才会回龟峰岩。

钟鼓楼为重檐歇山顶三层楼阁，正脊上雕
双龙戏珠，翼角饰卷草纹，面阔一间，进深一
间，二楼设有平座。寺庙后山顶建有桃源公园，
有多株茂密的古榕，还种有野牡丹、变叶木、龙
眼、黄杨、罗汉松、含笑花、桂花等，另外有摩崖
石刻“忠”“义”“礼”“孝”“廉”等。站在公园最高
处眺望，罗溪盆地尽收眼底。

龟峰岩寺具儒、释、道三家文化内涵，体现
了泉州多元文化特色。

泉州罗溪龟峰岩寺：三教合一
□孙群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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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红灰色瓦，屋脊饰剪粘。泉州罗溪龟峰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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