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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闭幕的纪念严复诞辰 170周年翰墨展，以严复先生的
临帖、信札、条幅、对联、册页等 100件作品为主打，同时展示了当
代书法家书写的严复名言、警句、诗词共 70件。严复先生的创作主
要集中在行草书法领域，他的作品笔触流畅且富有变化，同时不失
厚重和精细。他的作品展现出一种从容不迫、潇洒自如的气息，兼
具文雅和端庄的特点。

这些作品，不仅仅是笔墨之下的艺术表现，更是严复先生精神
世界和人文素养的完美呈现。走进严复先生的临帖世界，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那一幅幅精致细腻的字帖，充分展示了他临摹的勤奋与
刻苦。这些作品包括了阁帖以及唐宋元明各个时期著名书法家的
杰作，彰显了他对临摹的严格要求和高超技艺。正如严复先生与外
甥女何纫兰书中所云：“凡学书，须知五成功夫存于笔墨，钝刀利手
之说万不足信。”随之对笔（“小楷用紫毫，或用狼毫水笔亦可……
至于大字，则必用羊毫，开透用之”）、墨（“墨最好用新磨者”）、执笔
之法（“大要不出‘指实掌虚’四字”）、用笔（“用笔无他谬巧，只要不
与笔毫为难，写字时锋在画中，毫铺纸上，即普贤表弟所谓‘不露笔
屁股’也”）、结体（“结体最繁，然看多写多自然契合，不可急急”）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要求。

先生在书学上投入的努力和形态、神态的表现力，即使与古代
书法大师相比较，也丝毫不落下风。宋代蔡襄云：“学书之要，唯取
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严
复先生的临摹能力堪称一流，他能够准确地把握原作的风格和韵
味，不仅仅满足于复制古人的成果，而是通过自己对古人“神”的理
解，赋予这些作品新的生命和内涵，同时注入自己的理解和情感。

苏轼云：“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严复先生在临摹《赤壁赋》时
并不只是刻板地模仿苏轼的墨迹进行临摹书写，如在“遗世独立”
四字中，他尊重原作的章法，没有进行大的改动，但在结字和笔画
上进行了巧妙的调整。他将原本的丰腴之美转化为硬朗之姿，流美
的线条变得挺拔有力。在转折之处，他更是进行了细腻的处理，使
得整个作品在保持原作风貌的基础上，增添了自己文雅端庄的特
点。这种在临摹中融入个人风格的做法，不仅展示了严复先生对书
法的独到见解，也体现了他在艺术创作上的高超造诣。

严复先生奉行的“信、达、雅”标准，是他翻译实践的精髓所在。
在选帖的过程中，严复先生“信、达、雅”的取向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最为钟爱的是那些充满古朴气息、笔力遒劲的高古之作。如他在
自跋所藏《麓山寺碑》云：“王虚舟给事尝谓：右军以后，惟智永草书
《千文》、孙过庭《书谱》足称继武。”

严复先生的临摹之作，不仅展现了他对古人书法技艺的精湛掌
握，更是他对先贤思想和精神世界的深入探寻和致敬。他自跋所藏
《麓山寺碑》中又云：“书法七分功夫在用笔，笔及纸时，毫必平铺，锋
必藏画。所谓如印印泥者，言均力也；如锥画沙者，言藏锋画也。”他
以古人的笔墨为媒介，将对先贤智慧的深深敬仰和坚定传承融入笔
画之中。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仿佛看到严复先生在历史长河中与先
贤们展开对话，共同守护和传承书法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南朝王僧虔《笔意赞》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
之者可绍于古人。”严复先生临习了不少宋代书法名家的作品，苏
轼、米芾、黄庭坚等人所推崇的“尚意”思想被严复先生充分吸收，
临摹黄庭坚《黄州寒食帖后跋》时，“无一字无来处”，不改变诗文的
内容和书法章法，但于笔画细节处展现性情，如“到”字最后一笔线
条波折运动，转折处圆融，继而率性下笔至收尾处又内敛而非外
拓，这种稳重而含蓄的风范，恰似其人生态度，谦逊而不造作，内心
却充满坚定的信念和丰富的内涵。

在文化浪潮翻涌的时代，严复先生如同砥柱中流，坚守内心的
宁静与执着，这份定力源于他渊博的知识和刚毅的个性。他的书法
练习不仅是模仿古人的技巧，更是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索。他
在笔尖舞动间探寻真我、磨砺心灵，从而实现精神的升华。这些书
法作品，实际上是严复先生精神风貌的生动描绘，是他对人生和宇
宙的独到洞察和深邃理解。每一件作品都是他追求卓越、自我完善
的证明，记录了他不断突破界限、挑战自我的历程。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严复
先生的临帖作品，不仅是他对古代书法大家们的追慕，更是他对传
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故书也者，心学也；写字者，写志也”。对于
现代人来说，这些临帖作品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不仅让
我们领略到严复先生卓越的才情和智慧，更能激发我们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和尊重。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严复的临帖艺境
□杨宗锦

台湾西来庵是台湾主祭五福大帝（五
灵公）的著名宫庙，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抗日
事件“西来庵事件”发生地，其五福大帝信
仰源自福州是有明确记载的，但具体从福
州哪家宫庙中分香或分灵而来一直未解。

近 10 年来，台湾西来庵与福州洪塘三
帝行台、瀛洲天仙府海潮寺、福涧麻王庙等
多家宫庙因均奉祀五福大帝而建立经常往
来的情谊。2017 年 4 月，台湾西来庵邀集
200 多名信众组团，赴福州参加首届海峡两
岸五灵公文化节，意外得知福州也有西来
庵，这就是位于闽侯县南屿镇南旗村的西
来庵。当年 4 月，台湾西来庵也顺道组团访
问南屿西来庵，由此开启榕台两岸西来庵
的密切联系。

外部盛传福州南屿西来庵是五灵公
庙，故也是台湾西来庵祖殿，这种说法有没
有历史依据呢？

台湾西来庵位于台南市玉井区，一般
认为分香自台南市白龙庵，其五灵公信仰
由清代驻防台湾的福州官兵所传来。根据
殖民时期日本当局“西来庵事件”的调查资
料，西来庵是 1911 年由信徒苏有志、蒋襟
三 、郑 利 记 等 人 发 起 筹 建 ，主 祀“ 五 福 王
爷”，又作“五福大帝”，福州称“五灵公”。
1915 年余清芳等人在此处扶乩，自称神谕，
鼓动信众 2000 人，号召起事抗日，时称“西
来庵事件”。义军终不敌日本殖民者的大军
镇压，最后庙毁人亡，此是日据时期台湾抗
日起义事件中规模最大、牺牲人数最多的
一次武装抗日事件，也是台湾人第一次以
宗教力量结合反抗日本统治的重要事件。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西
来庵原址土地已经易手并兴建其他设施，
当地人陈清吉等信徒在附近的正兴街 50号
重建庙宇。1997 年又因市政道路建设，西来
庵要拆迁，1998 年信徒杨耀成捐献庙地重
建，于 2001 年落成。台南西来庵历经坎坷，
宫庙建筑三易地址，但先民从祖国大陆福
建带来的香火及五灵公信仰依然传承迄
今，香火鼎盛。两岸民间交流兴起，台湾西
来庵也希望到福州寻找祖殿。

闽台地区五灵公信仰源自福州。明清
时间，福州瘟疫盛行，为克服瘟疫，民间便

有瘟神五帝（五灵公）崇拜，当时福州城区
的驱瘟庙会仪式活动非常盛大，也影响正
常的防疫活动，引起省府高官不满。清朝康
熙年间，福州知府迟维城认为五帝信仰是

“淫祀”，下令禁止举办五帝游神活动，并拆
毁五帝庙，绅民再祀五帝就以犯罪论处。清
朝同治年间，左宗棠为闽浙总督时，也曾查
禁过五帝驱疫庙会（1865 年），严禁在瘟疫
流行期间举办庙会，但并没有拆除五帝庙。

福州民间为了避免福州知府迟维城拆
庙，五帝系统的五灵公宫庙纷纷改为“某某
庵”或“某某寺”名称，以避风头；同时也对
瘟神传说进行改造，五位瘟神不再是蛇、青
蛙等行瘟之神，而是驱瘟之神——舍身救
染疫民众的张、王、刘、史、赵等五位秀才，
以争取政府与民间社会支持。

晚清时期，福州地区民间以庵与涧命
名的五灵公庙有 100 多座，其中以“九庵十
一涧”为代表，故民间有“九庵十一涧，五帝
驱瘟疫”的说法。据清末福州名人郭白阳

《竹间续话》载：九庵为复初庵、崇圣庵、广
慧庵、明真庵、龙津庵、茶亭庵、路通庵、蛤
埕庵及九福庵；十一涧为东涧、南涧、西涧、
北涧、水涧、汤涧、井涧、芝涧、嵩山涧、钟山
涧与大西涧。福州五灵公庵涧类宫庙多因
地而名。

福州南屿西来庵位于闽侯县南屿镇南
旗村，属于清代南屿“九庵十八寺”之一。福
州南屿位于旗山脚下的大漳溪与乌龙江交
汇处，在两宋时就因河港而走向繁荣，至明
清时期，这里已成为福州郊区重要的商贸
集镇，物产丰富、人文鼎盛，出现不少历史
名人，如宋朝七省经略使林士衡、林耕“父
子八进士”和明朝尚书黄镐、三宴琼林六朝
大老林春泽、清代武状元宋鸿图等。

明永乐六年（1408 年），当地人在南屿
街长庚铺（锦溪西岸）建了社庙天后宫，祀
海神妈祖。宫前设立妈祖道，以便商客进殿
行香朝拜。清康熙六年（1667 年），当地人将
社庙天后宫改建为福垆寺，又名“泰山宫”，
主祀东岳泰山庙驾前部将温康两都统，配
祭妈祖与临水夫人两位女神。在寺之对面
岘山西麓，当地人在清嘉庆年间建了金光
寺，后又建了西来庵。在明清时期，南屿拥

有许多庵寺，俗称“九庵十八寺”。“九庵”中
影响较大、声名较佳者为鳌石庵、西来庵、
蟳山庵，这些庵寺都有尼姑常住。“十八寺”
中也有的属于社庙性质，如福垆寺。

据南屿当地学人考证，西来庵在南屿
街桥下，为本地食素诵经的尼姑信女在清
嘉庆年间所建。该地在清代属于侯官县“西
来境”，故得名“西来庵”。清末福州籍状元
王仁堪（1849—1893 年）夫人王氏因婚久未
育，后来在此庵食素诵经，怀孕得子，此庵
声名大振。抗日战争时期，闽中游击队首领
陈亨源、苏华等多次在此庵避过风险。

当地村民回忆，民国初年的西来庵占
地面积 200 多平方米，有尼姑常住，供奉观
音菩萨。当时南屿有进步革命青年为响应
孙中山“废庙兴学”的号召，将西来庵改为学
堂。新中国成立后，西来庵又成为南屿中学

（现为闽侯三中）的印刷厂。2000 年后，学校
印刷厂搬迁，西来庵得到恢复，但很破旧。适
值闽侯雪峰寺广霖大和尚在南屿建设旗山
万佛寺，闻知西来庵很破旧，允诺拆除就地
重建为五层楼建筑，但旁边村民反对，一直
没有得到重建。被拆除后的西来庵仅剩一堵
风火高墙，村民在此搭建简易设施，恢复西
来庵，奉祀相邻的金光寺观音菩萨。

据笔者调查，西来庵现管理人据实回
忆，西来庵还未改为学校印刷厂之前，庵内
供观音菩萨，还有地方神临水夫人（有参与
福垆寺泰山宫游神巡境活动）。南旗村村民
家里也有供五灵公的神位，牌位名称“仙踪
寺五灵公”。

仙踪寺位于南屿镇南井村鹤山，为唐
代就有的寺庙，明清时期仙踪寺香火要比
现在万佛寺所在的石松寺更为兴盛。仙踪
寺在 1958 年失火，2000 年后被万佛寺和尚
主持修复。仙踪寺旁边有供五灵公的境社
仙帝殿，只有一墙之隔。五灵公庙紧邻仙踪
寺，应当与清代康熙年间福州知府迟维城
查禁五灵公信仰有关系，当时的五灵公庙
就近建在寺庙旁边，扮作寺庙附属建筑，以
寻找合法化生存空间。

据南井村村民反映，该庙属于南井村
上井村所有。查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闽
侯县志》无西来庵记载，更早的地方志如宋

代《三山志》、清代《侯官乡土志》更无相关
记载。南屿西来庵若是在清代以前就有祭
五灵公，这不符合清代康熙年间福州打击
五灵公信仰、庙改庵的历史。也有人说西来
庵是建于唐代的古庙，这更无历史依据。

台湾西来庵来福州五灵公庙寻根联谊
始于 2012 年。2015 年台湾西来庵纪念“西
来庵抗日起义”100 周年时，特邀请福州双
溪庵等 5家宫庙赴台参加纪念活动，由此正
式揭开两岸五灵公庙双向往来序幕。2017
年 4月，首届海峡两岸五灵公文化节在福州
举行，由福州瀛洲海潮寺天仙府和台湾西
来庵主办，福州鼓楼福涧麻王庙、马祖牛峰
境五灵公祖庙协办，闽台五灵公信众上千
人参加了活动。

就在此时，听说福州南屿西来庵可能是
台南西来庵祖殿，台南西来庵进香团负责人
立马率众到南屿西来庵进香寻根联谊，但没
有看到庵内祭祀五灵公，有点失望。庵内主
事村民见到客人来访，就说以前有祭五灵
公，但民国期间“废庙兴学”，庵堂被占至
2000 年，祭祀传统中断了；台南西来庵起初
兴建，可能有福州南屿人参与。看到南屿西
来庵比较破旧的样子，台湾西来庵表示可以
协助南屿西来庵重建五灵公信仰文化。

2018 年 6 月 18 日，第二届海峡两岸五
灵公文化节在福州举办。当天，台湾西来庵
团队再次到南屿西来庵进香，并敬赠 5尊五
灵公神像。自此之后，南屿西来庵殿内增加
五灵公神像，有关南屿西来庵是台湾西来
庵祖殿的说法就此传出。

综上来看，南屿西来庵建设时间在清
朝嘉庆年间，为本地尼姑信女所建。因当地
属于侯官“西来境”，故庵堂得名“西来庵”。
西来庵供奉观音，另外还供奉地方神临水
陈太后，并没有供奉五灵公。南屿西来庵与
台湾西来庵也许只是名称上的巧合相同；
至于台南西来庵起初兴建，可能有福州南
屿人参与，很难得到证实。

两岸西来庵因名相同而结缘，这也是难
得的缘分。台湾方面送来五灵公神像在南屿
西来庵内供奉，且当地人也有五灵公信仰，
南屿西来庵增祀五灵公，也属正常之举。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社会学系）

福州南屿西来庵与台湾西来庵关系考
□甘满堂

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说史谈屑

畲族作为福安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居住建筑也是福安的一大特色，而“孩儿撑
伞”正是畲居旧址上的一处珍贵遗迹。“孩儿
撑伞”在当地也被称为“单根柱落地”，是畲
族先民结束游耕转为定耕时简单营造的一
种瓦寮，由此改变了草寮的艰苦生活。

“孩儿撑伞”是畲族居住建筑从“草寮
厝”向“土墙厝”转变的历史见证，在畲居演
变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其特征是土木结
构，悬山顶，四周用土墙围合起来，屋顶呈

“金”字形，盖以瓦片而成，中间用一根柱子
撑着屋顶，就像一把张开的大伞。目前，福
安境内保存完整的“孩儿撑伞”仅存两处，
分别分布在穆云畲族乡溪塔村和康厝畲族
乡凤洋村，均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溪塔村“孩儿撑伞”坐东南向西北，占
地面积 63 平方米，入户门开于西北面山墙
与西南面檐墙交接处，另外有小门开于东
北面檐墙。凤洋村“孩儿撑伞”是闽东革命
者钟逢进的住宅，坐北向南，占地面积 41.5
平方米，入户门开于南面檐墙与东面山墙
交接处。

在空间形式上，“孩儿撑伞”是平面为长
方形、面阔和进深皆为双开间的居住建筑。
凤洋村“孩儿撑伞”楼层仅为一层，其空间同
时具备储藏、生活、生产等多重功能。而溪塔
村“孩儿撑伞”整体建筑分上下两层，一层为
生活空间，二层为储藏空间，厨房则是相对
独立的一个小房间，位于主屋“孩儿撑伞”的
外侧，通过土墙开口连接。一层正对门口的

靠墙部分是一间封闭式房间，用于房屋主人
休息。一层其余部分全部敞开，作为通道或
堆放农具等杂物，有时也会划出一块区域用
以圈养牲畜，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干阑式建
筑的底层空间运用相类似。

二层面积只有一层的一半，一层通往
二层有一坡度很大的木楼梯相连，也可称
之为爬梯，是可以移动的，可根据一层空间
的使用情况进行随意摆放。二层在一层卧
室上方做了两间储藏室，面积约是一层卧
室面积的三分之二，主要用于储藏农业作
物和摆放生活用品。二层做储藏室的好处
主要是防潮，防止农业作物在潮湿的地面
上出现霉变、发芽等不能食用和使用的现
象。二层剩余的大部分空间，平时也用于存
放一些杂物，但主要用途是为了更好地将
农业作物铺开晾晒。

在建筑细节上，溪塔村“孩儿撑伞”除
有一扇双开门，还有一扇单开门，两门的设
计既方便了房屋两侧的走动，又起到了室
内通风的作用。而建筑室内采光往往只会
在有需要的地方开上一个小窗，窗洞是外
小里大，顺着光线来的方向呈放大的喇叭
状。横梁（当地称“匾形枋”）下端中间处皆
有凹槽，凹槽处可用来放置隔板，根据主人
需求划分建筑空间。

在大木构架上，“孩儿撑伞”基本不做
装饰，一切皆以功能为主。整座建筑的主要
承重构件是房屋中央的一根落地柱（当地
称“顶梁柱”），通过横杠梁（当地称“老鼠
桁”）和脊檩与四面墙体支撑起整个屋顶。
顶梁柱是整个梁架结构的受力点，与两侧
山墙支撑脊檩，与两侧檐墙支撑两根老鼠
桁，并通过榫卯与两根老鼠桁紧紧咬合，再

和两侧山墙共同支撑整个屋顶的檩条。脊
檩与老鼠桁在平面上构成“十”字形，与四
面夯土墙刚好构成“田”字。在与脊檩平行
的正下方，有两根错开的脊梁，两根脊梁一
端穿过土墙，另一端穿过顶梁柱，并用木钉
插入穿出部分进行固定。顶梁柱同时受到
两根脊梁的拉力，在力的平衡作用下两根
脊梁成了稳固顶梁柱的第一道防线。

“孩儿撑伞”由于楼层数不同，所设的
承重防线数也不同。溪塔村“孩儿撑伞”两
层，有三道；凤洋村“孩儿撑伞”一层，有两
道。除都有的第一道防线外，剩余的防线皆
是由顶梁柱向四个方向各引出一根匾形
枋，匾形枋的一端穿插在顶梁柱之上，另一
端埋入夯土墙内，四面对顶梁柱都起到支
撑作用，形成稳固顶梁柱的支架。顶梁柱便
是通过利用力的相互平衡保持稳固，从而
安全地支撑屋顶。

整座建筑内部结构就像一把撑开的大
伞，房屋中心设有的一根顶梁柱，为伞柄；
屋架直接落在土墙上，中间顶梁柱向四周
伸出的匾形枋、老鼠桁、脊梁等构件起连接
作用和部分承重作用，为伞骨；屋顶是由两
个尺寸相同的四边形构成的双坡屋面，为
伞面。因其室内空间高度较低，犹如一个身
量未足的孩童举着一把撑开的伞，也真正
起到了遮风避雨的作用，故畲族先民形象
地称之为“孩儿撑伞”。

“孩儿撑伞”虽结构简单，但很实用，是
畲族居住建筑发展史上的一个节点建筑形
态保留。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高，现在这种“孩儿撑伞”的建筑物几乎难
以找到。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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