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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峰寺位于南安市康美镇杨梅山。闽侯
雪峰寺开山祖师、南安人义存禅师（822—908
年）晚年回到故乡康美安葬父母于杨梅山，并
在此建庙守孝 3 年。后来樗拙和尚因仰慕义存
禅师，于南宋淳祐三年（1243 年）对原有庙宇进
行扩建，取名“小雪峰寺”。近代著名的弘一、太
虚和芝峰法师曾在此修行讲法，并留下珍贵的
诗文和题匾。

杨梅山海拔 547 米，屹立于泉州西部的丘
陵平原上，山顶有相连的 5 座山峰，号称“五僧
朝佛”，最多时曾建有 18 座寺庙，而小雪峰寺正
好位于中心位置，坐落于杨梅山半山腰开阔地
带，坐东北朝西南，依山坡而建，三面环山，西
南向地势较开阔。

小雪峰寺属主轴对称结合自由式布局。
沿中轴线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左侧为六
合 室 、钟 楼 、藏 经 阁 、般 若 堂 等 ，右 侧 为 功 德
堂、鼓楼、禅堂、方丈室，这些大小殿堂共同围
成一进四合院，通过廊道与阶梯相连接。小雪
峰寺旧殿堂为“皇宫起”大厝，屋顶装饰剪粘、

灰塑，新殿堂多为官式建筑，均具泉州传统建
筑风格。

天王殿为红砖白石木构“皇宫起”大厝，三
川脊硬山顶，铺设绿色琉璃瓦，脊堵为筒子脊，
镂空砖雕，山花灰塑如意纹。面阔五间，通进深
四间，插梁式木构架，彻上明造。塌寿为双塌，
明间、次间设隔扇门，隔心为直棂窗，梢间辟方
窗。檐柱楹联有朱熹所题的“地位清高，日月每
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

大雄宝殿共两层。第一层是万福堂，面阔
七间，明间、一次间设隔扇门，二次间、梢间辟
方窗。一排外檐柱均为圆形或方形石柱。大门
有清光绪年间所题楹联“雪后绍遗微觅得安心
堪述祖，峰中谈妙法拈花悟指表为师”，木牌匾
书“万福堂”“法界藏身”“香光庄严”。殿内匾额
书“是什么”，体现了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
佛”的特点。第二层为主殿，殿内匾额为清光绪
年间所题的“大雄宝殿”。

钟楼建于天王殿两侧厢房平台上，匾额书
“破迷”“开觉”。鼓楼形制与钟楼相同，匾额书

“天鼓妙音”“策进”“劝修”。方丈室为石构建
筑，正门两侧为清代石刻楹联“阶前生意风光
好，座上禅心水月清”“古刹重光千载盛，宗风
永振万年清”。般若堂与方丈室建筑样式相同，
正门两侧清代石刻楹联“冷冷清清雪，芒芒杳
杳峰”，清代石刻匾额刻“般若堂”，殿内横梁石
刻“正法眼藏”。

“雪峰”门亭为红砖白石木构“皇宫起”建
筑，三川脊硬山顶，铺设绿色琉璃瓦，燕尾脊翘
起。中港脊上剪粘双龙戏珠，龙尾高翘，鳞片
以绿色瓷片拼贴，脊堵中间为镂空红色砖雕，
嵌泥塑双凤朝阳和剪粘花鸟图，小港脊上剪
粘仰天长吟的蛟龙，四寸盖泥塑骑鹤仙人，垂
脊牌头泥塑骑孔雀仙人，还有两尊面带微笑、
展开双翅蹲着的西方小天使，体现中西合璧
之特色。正门楷书楹联为清光绪年间所题“雪
白 霜 清 证 果 ，峰 青 峦 翠 悟 禅 ”，横 批“ 雪 峰 古
刹”。其他清代楹联还有“雪满山中翻世界，峰
飞天外幻文章”“雪洁冰清成佛国，峰回路转
开 禅 关 ”。梁 上 木 牌 匾 为 清 乾 隆 年 间 所 题 的

“镜月妙明”。
小雪峰寺有三处水景。回龙阁后建有大

型长方形放生池，因地势相对较低，可汇集四
周山上的泉水，水面平静，将蓝天与树木倒映
其中。观音殿左侧有半圆形和方形两个小型
放生池，应是唐宋时的遗存，这里地势较高，
能有泉水实为难得。华严殿左侧有一小型长
方形池塘。

寺庙周边重峦叠嶂，古木参天，森林植被
保存十分完好，其中回龙阁旁有数株伟岸挺拔
的枫树最为醒目，其他还种植有罗汉松、香樟、
白玉兰、棕榈树、桂花树、榕树、铁树等。从回龙
阁到伽蓝殿建有迭落式爬山廊，由山脚曲折向
山上延伸，将山林景色与建筑紧密联系在一
起，形成一道奇特的景观。

伽蓝殿前有一平台，台上建六角攒尖亭，
台下即悬崖。寺旁摩崖石刻有明清题刻“玉笏”

“朝天”。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

规划学院）

风光旖旎的南安小雪峰寺
□孙群 程妍 文/图

林宗素，1877 年出生，福建闽县青圃人。民
国 初 年 ，林 宗 素 曾 任 女 子 参 政 同 志 会 会 长 ，为
谋 求 女 子 参 政 的 权 利 奔 走 呼 号 。为“ 普 及 女 子
政 治 学 识 ，养 成 政 治 能 力 ，期 得 完 全 参 政 权 ”，
林宗素亦创办多所女子学堂。作为近代女权运
动的先驱，林宗素为我国妇女解放事业作出卓
越贡献。

林宗素性别意识的觉醒，与她参加各种爱国
主义运动息息相关。1905 年 12 月，林宗素参加黄
兴在日本横滨设立的制造弹药机关，同年成为中
国同盟会会员，与唐群英、秋瑾等结为好友。黄花
岗等起义所需的军火武器在运送回国前，曾存放
于林宗素在日本的卧房。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的
不凡经历，证明以她为代表的近代女性同样拥有
谋求民族解放的能力。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昭汉、唐群英、葛敬华等
人曾组建女子军事团、女子尚武会、女子后援会
等军事组织，支援起义。民国初建，孙中山盛赞林
宗素，“林君一弱女子，乃不畏军火，君等有愧色
矣”。林宗素等人认为“光复以来，吾姊妹执干戈
筹饷糈者群聚……踵趾交错远近闻之，莫不改容
起敬”，女性同样为光复立功，合该同享共和。民
国建立，林宗素认为女性“旧耻可雪”，且“弭社会
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
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
女子以参政权不可”，遂与唐群英、沈佩贞等原同
盟会会员在上海共建女子参政同志会，以争取与
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力。

1912 年 1 月 5 日，被公推为参政会会长的林
宗素赴南京拜谒孙中山。孙中山应允“将来必许
女子以完全参政权”，并承认女子参政同志会“可
以为全国女同胞之代表”，前提条件是女性需先

“了解平等自由之真理”。林宗素表明“本会现正
办理法政讲习所”。早在民国建立前，林宗素便开
始在女校当教员，对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深刻
认知。女子参政同志会草案中明确规定，“先求政
治学知识普及于女子”，要求各省“多设女子法政
讲习所和女子法政学堂”，增强女子智识，以便完
全实现男女政治平等。

然而，千余年的男权社会非一时所能撼动，
时人声称女子参政同志会是非法组织，林宗素所
求并非全体女性的共同心愿，而是出于她对权力
的私欲。中华民国联合会指责孙中山面见林宗素

“将置全体会员公举之代表于何地”，此次会面被
冠以“闲谈”之名。

面对诘难，林宗素回应称：“鄙人忝居参政同
志会会长，对于要求参政权事固责无旁贷”，要求
参政“乃女界同胞同具之心理……宗素耻独为君
子”。与孙中山的面谈虽得“将来必许女子以完全
参政权”的承诺，但“非沾沾于总统一诺即有喜
色”，且“攀援依附之积习断不敢留存”，以“闲谈”
论此次会面者“未免鳃鳃过虑也”。

2 月 27 日，女界代表向南京临时参议院递交
《中华民国女界代表上参议院书》，提出在女性要
求参政的世界潮流中，“何不可自我神明黄裔之
中国为世界女子开一先例，以作各国之模范”，建
议“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
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或者另以正式公文解释
宣布“本国人民”一语系包括男女而言，“以为女
子得有参政权之证据”。

3月 11日，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
法》公布，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
阶级、宗教之区别”，未将“男女”单独列出，引起
林宗素等呼吁男女平等的女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林宗素等人上书孙中山，或“于‘种族、阶级、宗
教’之间，添入‘男女’二字，以昭平允”，或“删去

‘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一语，以为将来解释
上捐除障碍”。

林宗素很早便认识到“权也者，乃夺得也，非
让与也”。南京临时参议院对女子参政权一事持
观望甚至否认态度，借口“兹事体重大……应俟
国会成立再行解决，以昭慎重”，引起林宗素等人
不满。19 日上午，林宗素等人忽视旁听安排，直接
闯入议事厅，与议员同坐，“至提议女子参政案
时，咆哮抗激，几至不能开议”。21 日，唐群英谒见
孙中山，孙中山从中斡旋，遂平息事态。民国初
年，女子参政权始终未被参议院通过。

1913 年底，北洋政府勒令取消女子参政同盟
会，林宗素“避地海外”，在印尼兴办“爪哇女子师
范学校”，从事教育事业。后成为南洋富商，资助
其兄兴办革命报纸，宣传民主和自由。九一八事
变后，林宗素发表《告女同胞书》，指出“女子居全
国之半，兴亡负同等之责”，劝诫女同胞“求职业
之智能，以期经济之独立”。抗日战争时期，林宗
素回国定居，1944年病逝于云南。

近代杰出女性借助民国肇建的契机，利用
其在革命活动中的功勋及影响力，在夹缝中谋
求政治权力，步履艰辛。作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
的先驱，林宗素展现了闽籍女性的铮铮铁骨。正
如江亢虎对其的评价：“从来非常之人，不必能
成非常之事者，盖时代与环境限之，然其名字照
耀人耳目，其流风余韵，使后生末俗，感动奋斗
而不觉。”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林宗素与近代
妇女解放运动
□孙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频繁战斗的
艰苦环境下，闽西苏区的医疗卫生工作面临极
大挑战：一方面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农村地
区，医疗资源极其匮乏，缺医少药的情况很是
普遍。另一方面，广大群众的卫生健康意识十
分落后，群众生病求神拜佛、请巫婆的现象常
常发生，封建迷信十分盛行。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结合农村地区革命实际，坚持一切为了群
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医疗卫生工作因军而
生、因党而兴。

“看病免收诊费”

医疗卫生工作关乎群众的生命健康，关乎
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更关乎红色政权的
巩固发展。1929 年 12 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
军在上杭古田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

“古田会议”，会议决议案的第八部分专门阐述
了“优待伤兵问题”，充分体现了党对卫生医疗
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会上以蛟洋医院为例，批评当时
医疗卫生工作存在的缺点，如“无组织状态”

“医官和药太少”“不清洁”等问题，详尽地提
出七项解决措施。决议明确要加强党对医疗卫
生工作的领导，指出“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
讨论卫生问题”。同时，明确医疗卫生工作要与
群众工作相结合，发动工农群众支持医疗卫生
工作。

1930 年 3 月 ，闽 西 第 一 次 工 农 兵 代 表 大
会通过《建设问题决议案》，要求“在各区乡设
立公共看病所，由各区乡苏维埃政府聘请医
生，为群众看病免收诊费”。闽西各县苏维埃
政府纷纷响应，上杭才溪区成立了医疗所；永
定成立了太平区卫生队，设立了后方医院，如
第一区湖雷后方医院、溪南区后方医院、金丰
区后方医院；宁化把农村土医、郎中组织起来
办诊疗所，全县 20 多所，替群众看病，不收看
病费。

据《红旗》报道：“区乡政府聘请了医生，设
立公共看病处，苏维埃下的群众有病区诊断，
不取分文钱，同时各地均设立药材合共社（或
名公共药铺）。这里恰恰给了那些专门靠菩萨
骗人吃饭的庙祝吃了一点暗亏。”

闽西苏区作为党的局部执政尝试，十分注
重保护群众健康权利。1930 年 3月，闽西第一次
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规定，工场作
坊工人“因病回家，要给予川资”“工场作坊内
卫生要东家设法改良”“木排、拖树、船夫工人
在工作期间内，疾病死伤者医药费、抚恤费由
东家发给”。《保护老弱残废条例》规定，“凡无
亲属之孤儿及老病残废者，由政府设法给养”。

同年 4 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组织成立
闽西残废院，规定“凡属残废及衣食不能自己
且无依无靠者，不论男女老幼，不问地方界限，
皆得入院”。院址设在龙岩爱生医院旧址。

1930 年 9 月，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号

指出，遗弃婴孩“这种举动实极人类之残酷！更
有恶毒媒人，骗钱害命更为痛心”，要求各县政
府布告禁止遗弃婴孩，严治媒人骗钱者。

1930 年 11 月，永定县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
会通过《修改劳动法决议案》，规定“女工产前
产后不做工，工资照发，并要东家津贴生育费；
女工在月经期内，五天不做工，工资照给”。

“要同疾病做斗争”

闽西群众的卫生健康意识十分落后，如人
畜同居、乱倒污水、粪渣遍地、个人不注重卫生
清洁等现象十分常见。闽西地处山区，气候相
对潮湿，这为流行病疫的传播提供条件，严重
威胁群众的生命健康。如 1932 年初，江西富田
和闽西两地区传染病流行，“痘疮、猁疾、麻疹、
虎列拉……发生者亦颇惊人，死亡率中传染病
者占十分之六七，一沾此疫，服药亦甚困难”。

为提高群众卫生健康意识，闽西苏区进行
广泛的卫生健康宣传教育。首先，坚持预防为
先。1932 年 5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把卫
生纳入初高级列宁小学的教材内容。闽西各级
苏维埃政府号召“大家注意公共卫生，私人注
意个人卫生，防止疾病传染，保护身体健康，努
力革命事业”。

中央苏区印发的《卫生常识》是指导群众
进行预防卫生教育的重要文件，对饮水卫生、
食品管理、传染病预防、环境卫生以及教育群
众破除迷信思想等方面，提出了切合实际的举
措，如“吃塘水，用塘水洗菜、洗米之害处；住房
内不要放粪桶、尿桶；叫魂治病等于自杀”等内
容。长汀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招待股制定的宿舍
规则：“须注意卫生与整齐。不得随处小便。不
得随地吐痰。不得乱抛纸屑、废物及乱倒污水。

起 床 后 洗 脸 、漱 口 ，须 依 照 先 后 次 序 不 得 乱
抢。”

其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卫生宣
传教育。闽西苏区组织卫生教育人员，通过夜
校、小学、识字班、俱乐部、墙报等渠道，讲解疾
病发生的原因和讲究卫生的好处；结合卫生标
语、歌谣、传单、讲演、戏剧等形式，教授简易可
行的卫生方法，如通风、熟食、除污、灭蝇、熏蚊
和隔离病人。当时的上杭城乡流传着一首朗朗
上口的《卫生运动歌》：“要同疾病做斗争，大家
就要讲卫生。饮食居住要清活，传染病人要隔
离。公共卫生要做好，扫除污秘莫留停。吐痰便
溺莫随便，消灭蚊子并苍蝇。打仗、生产都要身
体好，开展卫生运动保健康。”

中央苏区政府主办的许多卫生健康报刊
在闽西地区广为流传，如《健康报》《红色卫生》

《四种病》等，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中央苏区编
印的《工农读本》（第二册）关于卫生预防的知
识浅显易懂，如“清洁：清洁好，清洁好，常洗
衣，常洗澡，家庭常打扫”“扑灭蚊蝇：蝇能传染
痢疾，蚊能传染疟疾。蚊子咬了人身体，蝇子飞
到菜饭里，都会传染疾病。要想不生疾病，就要
扑灭蚊和蝇”。

尽管处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闽西苏区
大力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帮助群众树立健康良
好的卫生理念，改变以往落后的生活习惯，对
移风易俗起到重要作用。

“用中西两法治疗”

国民党对闽西苏区进行多次军事“围剿”，
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致使“剪刀差”现象频频
发生，苏区经济状况十分困难。党紧紧依靠和
组织广大群众，自力更生、千方百计支持发展

医疗卫生工作。
1930 年起，闽西各地区乡苏维埃陆续成立

药材合作社，其形式有一乡或几乡联办，或以
区为单位。资金由政府投资，群众自愿入股集
资、合股经营。上杭才溪区药材合作社办得比
较出色，《斗争》第十八期记述其情形，“才溪区
是一个模范区，合作社工作亦比较好，全区有
药材合作社三个”。

闽西苏区积极鼓动群众做拥护与慰劳红
军等工作，如县、区各级革命互济会通过发动
群众，协助苏维埃政府优抚烈军属，慰劳伤病
员。在红军医院驻地，广大妇女组织慰劳队、宣
传队、洗衣队、运输队、保护队，鼓励伤员安心
养伤，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归队，打击敌人。1933
年 2 月，据《红色中华》报道：“才溪区举行大规
模的慰劳红军伤病战士，慰劳品共计九十余
担，计粘米末一百余斤，禾秆二千余捆，番薯数
百斤。群众代表共百余人，前往医院慰劳，分头
慰问各伤病战士，晚间在医院内召集大会，会
后表演白话新剧，会场空气十分热烈，各伤病
兵甚为欣慰。”

闽西苏区注重团结中西医力量，井冈山时
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用中西两法治疗”。上
杭才溪后方中医院的医生有中医王赠接、王时
两人，西医王进一人。彼时医院缺医少药，基本
以中医中药为红军伤病员医治，当时治疗伤口
的药方：“石骨二两，洋血结一两，轻粉一两，生
乳香一两，正二拨二，珍珠三钱。共研末撒伤口
一日二次，外用生烟开水浸贴口上。”

1932 年，上杭才溪区苏维埃政府举办一期
学制二年的中医训练班，学员由各乡苏维埃政
府推荐，有黄德星、阙文达、郑廷基、王华玉等
共计 13 名，学习课程主要有《药性赋》《汤头歌
诀》《脉诀》《伤寒论》等。闽西山区的药材十分
丰富，当时的红军医院大力鼓励中草药人员贡
献民间偏方，尽量用中药代替西药。闽西苏区
还发动组织群众到山上采集中草药，以弥补西
药供应之不足。

另外，闽西苏维埃政府实行经济保护政
策，鼓励商人进行贸易往来。据邓子恢回忆，为
调动苏区商人与白区商人贸易的积极性，“允
许他们对沿途民团关卡行贿走私，而我们免收
税款，并在军事检查上予以方便”。

1933 年至 1934 年期间，福建省苏维埃政府
在长汀相继设立省对外贸易局、中华商业公司
长汀分公司，购进金鸡纳霜（奎宁）、阿司匹林、
碘酒等西药，也购入食盐和医疗器械等紧缺物
资。宁化的外贸部门和地方武装冒着很大的生
命危险到外地采购药品，日夜兼程，秘密通过
封锁线，或到白区游击，缴获敌人的药品，解决
缺医少药问题。

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创了来之不易的医疗
卫生工作新局面，闽西群众用山歌表达对红色
政权的无限热爱：“苏区政权一枝花，花根扎在
穷人家。贫苦人民有了党，红色政权遍天下。”

（作者单位：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闽西苏区医疗卫生：花根扎在穷人家
□黄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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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长汀县城北卧龙山下的福音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