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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福州人陈策骐（字逸韩）五十眉
寿征诗，堂兄陈声聪题赠：“与君数雁序，少于
我一岁。少小随宦回，满口粤语利。门前逐儿
嬉，绝驰不受辔。论辩高抗人，我弱辄先避。”
笔调轻快，而历史却显示其吊诡的另一面：辛
亥年（1911 年）陈策骐 14 虚岁，其父陈寿璚

（1873 年—1945 年 1 月 4 日）成了清代嘉应州
（今广东梅州）末任知州，在“杀降”事件中备
受煎熬，凄然返乡。

“杀降”与“清算”

梅州光复以“兵不血刃”开局，继而游击
白如镜以“兵变不屈死”载入《辛亥殉难记》

（清遗编撰），不久便是“五虎（甫）闹梅州”。风
云突变，得失均在于当地革命党人派系众多
的事实。李汉为当过调解人，计其《梅州光复
片断》所列武装力量，有“冷圃”主导、学生军、
松军等 6支义军。

叙事人立场不一，引发“罗生门”式的观
感。参与策反游说的黄干甫记述，“知州陈寿
璚、游击白如镜各自向梅军司令部投降，交出
所有公款及旧式枪械”，“命令他们暂时回原
衙署居住，俟水路通时，准予安全离梅”。但陈
寿璚心存恐惧，“在衙住了数天，便随同县人
陈春舫（教育会）到南口圩陈姓家中暂避，以
求安全。而游击白如镜系满洲人，无处可投，
仍在原衙居住”。叶菊生是《讨清檄文》起草
人，则言“知州陈寿璚弃职逃跑，游击白如镜
无抵抗”，未几“熊越山（同盟会员）亦至……
将白牵出大堂枪毙，至引起内部发生裂痕”。

混乱的场景叙述带出问题：是“弃职逃
跑”，还是“在衙住了数天”？“暂避”与“杀降”
孰先孰后？

温翀远与“杀降”事件关系较为直接，据
其回忆：1911 年 11 月 11 日当晚，“冷圃”派已
说服巡防营放弃抵抗，梅州和平光复。11 月
14 日，熊越山率其旧日在汕头联络的志士 20
余人返抵州城，发现光复后的梅州毫无革命
气象，“即向松军（由温翀远带队）取去手枪
五支，率其同来志士直趋旧游击衙门，把压
迫人民多年的游击白如镜枪决了”，接着就

“清算知州陈寿璚所掌管的库存”，查出白银
五万余两。

陈策骐《先君行述》提供另一视角：旋革
命 军 起 ，四 方 响 应 。八 月（应 为 农 历 九 月 下
旬），暴徒诡称革命军侵入州城，武官殉难，
转毁州署，先君暂引避。暴徒既肆捜索、翻账
目，坚请先君出见，逼清算账务。先君不动声
色，将履任后收支详数一一清点，余款与暴
徒所搜索者适相符。暴徒始惊服乞留，先君
力却之，乃赠资斧九百元，沿途酒肉相款护
送出境。

其文字固然有“为亲者讳”“美化歪曲”之
嫌，也和其他叙事一样“许多情况和人名不易
记忆清楚”，却可为“温翀远版”理清眉目，明

确了“杀降”“清算”时，陈寿璚尚在州城。

“七绝”与“楹联”

晚清梅州贡生王漱薇《梅联最话》收录陈
寿璚两联，并云：陈牧署任，方及一年余，适遇
辛亥沧桑，为革命激烈分子窘，所有行李衣
服，概被抬出大堂焚烧。是时值白游击被戕，
民情震骇，而革命中和平分子制止弗听，几乎
阋墙。幸有人调停，陈牧始免于难，后逃出投
南口族人。事定后，由族人捐赀佽助回籍。

《梅联最话》修正和完善了陈策骐的叙
事，“南口族人”的集体记忆也有所印证。南口
圩在梅州西 14公里，《舜裔源流世系暨先贤事
迹》（1977 年台北初版）由南口陈直夫编纂，这
部族谱写道：那时武昌革命成功，梅县亦准备
起义，先父（陈亮筠）与族叔春舫参与其事，为
避免伤亡，因先祖父（陈国梁）与州官陈寿璚
私交甚好，乃嘱先父秘密向陈州官说服投降，
请其下令不抵抗，本族保其家人安全。陈州官
目睹国家大势，不得不服，乃表同意，先祖父
遂接其全家到来南口住于嘉莲书屋。

这些说法可与“官绅密谋独立”（李汉为
说）、对革命组织活动“从来不加过问”等史料
交叉互证。光复前夕，有学生上街游行，高呼

“打倒满清，光复中华”等口号，“并未引起任
何冲突”；光复之日，“均剪去发辫向梅军司令
部投降”。陈寿璚当年不到四十，岂能以“老朽

无知”草率形容。
王漱薇说陈寿璚“当时有感怀七绝十余

首，州人多抄阅之云”。资料也称“州牧陈寿璚
闻风惊逸，留诗‘适庐’，嗟叹而去”，“适庐”或
指梅州绅士黄玉屏（参与官绅密谋）的寓所。
陈寿璚《息楼诗集》只字未录，但李汉为摘抄
四首，其二云：“义旗所举种扶黄，人已归降杀
不祥。况乃无厌将及我，同胞二字太荒唐。”

其四为接“乱世家书”感怀：“先庐报道成
灰土，搔首苍天泪满襟。”1917 年，林纾与陈寿
璚书：“回念保福山（今福州八中一带）故宅，
弟曾经过，闻群从书声，辄太息尊人之有福。”
是否指此？王铁藩说陈寿璚“居化民营通天境
巷”，即陈声聪所谓“左首仍存庆城寺，西街无
改井楼门”，可见陈家前后均维系同堂而居。

至于他的官廨题联，署大堂云：“要怎样
清慎勤，惟见得天难欺、民难欺、长官难欺，求
无过不求有功，毁誉何妨听舆论；说甚么才学
识，但视夫情所在、理所在、国法所在，弗受德
亦弗任怨，鉴衡且自懔冰心。”花厅云：“事本
至公，何妨入室；吏原非俗，再求读书。”文字
可通神，当地文史学者有感而发：视其楹联志
趣，也是一位想在任上有所作为的官员。无奈
满清政治腐败，大厦将倾，陈亦无所作为。

涉及梅州，《息楼诗集》只提一件往事：
“魏君润民，五华（嘉应州属长乐县，鼎革后
改今名）人也，来闽为推官，谓予梅州任内平
魏、李斗案，至今犹有称颂者。书此志愧。”指
的是“两姓争山酿斗，互相掳杀百余人”，陈
寿璚带兵弹压、划界勒碑，妥善处理了这起
恶性事件。

陈寿璚携家眷（育有一男两女）避难南
口，陈直夫时年 4 岁，但坚称自己尚能记忆：

“她们多系小脚（缠足），她们给我见面礼是银
圆也。梅县事平之后，便护送他们到汕头乘轮
船回去福州。”

“祸福”与“毁誉”

陈策骐著有《倚寒楼诗》，编选其 1919 年
至 1962年的诗作，开篇题为“一九一九年五月
四日参与北京学生示威游行感赋”，首联是

“忧国书生策枉陈，拼将热血洒京尘”。陈寿璚
《喜韩儿归，用放翁遣舟迎子遹均》诗中自注：
“京师学生以争青岛事全体被逮，儿亦与焉。”
勉励其子：“祸福勿避趋，言之必可行。”

李汉为之所以抄录四首诗，是要“充分暴
露了他对革命的不满”“让后人看看当时清廷
官吏的心态”。实际上，陈寿璚并非一介风尘
俗吏，也不像沈瑜庆这般遗老抱缺守残。入民
国后，他供职于福建财政厅，其作为今人多有
提及。而从 1934年的司法行政部训令，可知其
亲家、时任江西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林炳
勳还努力为他谋求该院检察处“主任书记官”
一职，这一职务并非临时性，因为迟至 1944年
6 月 17 日，尚有“调任陈寿璚试署福建闽侯地

方法院检察处书记官”的部令。事实远非《先
君行述》“癸酉（1933 年）春，先外舅林仲立公
筦赣法院，约往游居三年”那般轻描淡写。尽
管工作时断时续，去世前几月，陈寿璚还在为

“衣食谋”奔波。
陈寿璚晚景不佳，而陈策骐履历颇丰，堪

称民国“理工男”的标配，从《中国工程人名
录》（1941 年版）可一窥大概：1897（《林则徐
世系录》载其生于 1898 年），福建闽侯；北京
工 业 大 学 电 机 ，1922（毕 业）；美 Harvard U

（哈佛）电机硕士，1928（毕业）；福州无线电报
局工程师；海军总司令部技正，电信科长，海
军部科员；劳动大学电机系教授兼主任；江南
造船所电机工程师；汉口无线电总台管理工
程师，1934；交通部湖北电政管理局总工程
师，1937。

1926 年 6 月，《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刊
发“陈策骐君将赴美深研电机工程”的游学
新闻，补充了他早年“福建省立第□中学数
理教员”等从业信息。原计划是去“美国纽约
省（州）之康乃（奈）尔大学”，定于“八月二
十二日与清华团乘麦金兰（莱）总统号同舟
放洋”；《倚寒楼诗》也透露不少个人行踪，如

《汉口闻警》（1938 年）自注：“时负有留守任
务，避居法租界，冒死设台与后方联系，处理
善后工作。”

1946 年已见陈策骐任“重庆电信局副局
长”的报载。1949 年底解放大西南期间，在“十
六条杀令”恐吓下，陈策骐仍积极参加“护局”
活动。1950 年留任，后又见于“重庆大学电气
工程系教授”名录。1955 年 7 月 20 日，北京邮
电学院成立，重庆大学相关师资是其一大班
底。陈策骐为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第三届委员，
社史资料《北京分社早期社员名录》显示他
1955 年 8 月 27 日“自重庆分社转来”，任“（北
京）邮电学院无线电系副主任”。

之后如陈声聪所言，“嗣调训河南确山，
复回川”“癸丑（1973 年）退休”“乞居成都”“近
裒其新旧作若干首曰《晴川集》”（《逸韩五弟八
十赠诗》一九七七年丁巳）。所指应与“北邮”于
1969年起迁至确山筹建干校、更名诸事有关。

校史档案显示，陈策骐是 1961年度“北京
市先进生产者”。值得玩味的是，现今“孔网”
贴出一册《倚寒楼诗》（约 1962 年版）书影，内
页原持有者加注不少眉批，那首“五四感赋”
被批为“美化自己”；《与一隅晚步》“琴声灯影
来歌馆，花气鱼腥过酒家”招致恶评：“回忆解
放前花天酒地旧官吏生活、糜烂生活，黄色。”
陈策骐于 1978年去世，其人生正应了“有不虞
之誉，有求全之毁”的古训。

作为上海诗坛一代盟主，陈声聪评点五
叔父陈寿璚诗“近随园、瓯北一路，入社（说诗
社）后力求深质，而终以本来面目为佳”，逸韩
五弟“清新带蕴藉，佳处近陆游”。而从“诗史”
的角度来看，父子两诗集恰是其人生档案的
熨帖脚注。

陈寿璚及其子诗集中的人生档案
□本报记者 谢海潮

1955 年 2 月 11 日，作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建
设项目的鹰厦铁路正式动工上马。1956 年 12 月，连接江
西鹰潭与福建厦门的鹰厦铁路全线通车。

从动工到通车，仅 22 个月便实现全线铺就的成绩，
鹰厦铁路的顺利通车和提前完成，离不开王震将军率领
的 13 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干部和战士的艰辛付出，
也与闽、赣两省 11 万支前民工的积极奉献息息相关。此
外，鹰厦铁路青年志愿筑路队的付出与奉献亦当受到关
注和铭记，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奉献祖国、奉献人
民”的精神仍值得当代中国青年学习。

1955年 9月、10月间，铁道部作出鹰厦铁路提前一年
完工的决定。工期的缩短，任务的紧迫，使支前民工中技
术管理人员紧缺的问题逐渐显现，“交代任务不清楚”

“任务计算不准确”“技术指导不经常”等状况层出不穷。
换言之，“鹰厦铁路开工建设不久，就出现了管理建设人
员严重不足的现象”。为解决技术人才紧缺的问题，1955
年年底，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简称“新青团”）福建省
委先后发布《关于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鹰厦铁路青年志愿
筑路队需要了解情况的通知》《关于动员知识青年组成

“鹰厦铁路青年志愿筑路队”的工作方案》文件，着手筹
建由青年学生组成的“青年志愿筑路队”，并积极号召广
大青年学生加入鹰厦铁路修建的队伍中来，发挥他们在
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与普通支前民工相比，青年志愿筑路队队员的招
募条件除要求政治清白、身体健康外，对学历亦有一定
的要求，主要从初、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以至于一度被
铁道兵戏称为“四多兵”，即“带党团证的多，带钢笔的
多，戴眼镜的多，小白脸的多”。在各方协同推动下，青
年志愿筑路队组建的工作稳步推进，招收工作取得巨
大成绩，青年学生间涌现出积极报名的热潮。资料显
示，福州市仓山区报名参加筑路队的青年学生数是分
配任务数的 20 倍；惠安县召开的有 80 人参加的座谈会
中竟有 77 名申请报名；仙游县城关镇 90%的青年学生
写了志愿书或申请书；闽清县坂东区招收 20 名却有 100
余人报名。

一些青年华侨学生也踊跃报名，他们在申请书中
写道，“我要把青春毫不吝啬地献给祖国，来报答祖国
对我的培养”。当然，也有部分青年学生报名参加是希
望将来可以从事相关行业，如一位青年学生所言，“等
铁路修好通车以后，能在火车上卖票”。当时出台的相
关政策曾表示，鹰厦铁路通车后，青年志愿筑路队队员
可以成为铁道兵。

从 1955 年 12 月 5 日首批青年志愿筑路队抵达南平
铁道兵领导机关所在地报到至 1956 年 5 月间，福建省共
组建 3批、人数达 2167名的青年志愿筑路队，呈现出共青
团员占比较高、初中学历多于高中学历、多数学生来自
沿海学校的规律。以首批 878 名青年志愿筑路队成员为
例，他们当中有 41.1%的队员属于共青团员，68.3%是初
中生，97.7%来自沿海城镇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身体安全、劳动强度等因素考
虑，1955 年 10 月新青团福建省委曾下达通知，明确规定
青年志愿筑路队暂不招收女性青年学生，但不久此规定
便出现松动，开始招收符合条件的少数女性青年学生。
除与新中国成立后女性身份和地位得到较大提升有关
外，或许也与福建女性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参加筑路队有
关。因此，第二批招收的 880 名青年志愿筑路队队员中便
出现了 162 名女性青年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因为
表现优异担任了筑路队的小队长。

初时，青年志愿筑路队与支前民工一道从事最繁
重的体力劳动。一个青年志愿筑路队成员回忆说，他们

“利用洋镐、洋锹、锄头、土箕等简陋工具，在荒郊野外
安营扎寨，移山劈石”。但由于体力和年龄的差距，青年
学生的劳动效率远低于支前民工，如普通支前民工的
工效每人每天可完成 3 至 4 方土，而青年学生仅能完成
1 方多。

为扭转此种不利局面，青年志愿筑路队成员虚心向
铁道兵和支前民工学习，高扬艰苦奋斗精神，努力提高
劳动工效，发挥他们学识上的优势，改进和推广了“土耙
犁”“土滑梯”“小推车”“滑钩挑土”等劳动工具，提高了
铁路修建的工作效率。经过一段时间的工地生活和劳动
的适应，青年志愿筑路队成员逐渐成为鹰厦铁路修建的
一股新生力量，有的青年学生经过考核后甚至走上半脱
产性质的技术管理岗位。

青年志愿筑路队为鹰厦铁路的提前完成作出巨大
贡献，为此新青团福建省委针对部分青年学生的表现给
予工作安排。正如一份文件显示，“至 1956 年 4 月 30 日
止，青年志愿筑路队所担负的工程任务已大多完成，其
中有 1737 人自愿参加铁道兵随军工作，留下在南平西芹
附近继续筑路的现仅剩 413 人，铁道兵要求他们最迟于
5 月底就要完成这段工程，工程结束后，这些筑路队员绝
大部分将由铁道兵给予分配工作”。有的善于演奏乐器，
被调入铁道兵文工团从事文艺演出工作；有的成绩优
异，被选送到铁路专业学校继续深造，为新中国铁道事
业储备人才。

福建青年志愿筑路队虽然仅是鹰厦铁路修建队伍
中人数甚少的组成部分，但因为他们学识较高，充满着
爱国热情和青春朝气，为福建铁路建设注入一股新兴力
量，也为将来中国的铁路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鹰厦铁路修建中的
青春之歌
□丘新洋 严世恩

龙海颜厝镇位于漳州九龙江西溪南岸，
其古县社中部巧山村有座古县大庙，也称为

“谢太傅庙”或“积苍庙”，主祀晋代太傅谢安
（320—385年，字安石）。

积苍庙的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仅知宋元
年间修庙，又在清雍正、嘉庆、道光、咸丰、宣
统和民国时期经历了数次重要的修缮和维
护。现存积苍庙坐西向东，宽 17.5 米，深 29.6
米，占地面积 780 平方米，建筑面积 518 平方
米，官衙府第式建筑风格。

建 筑 整 体 坐 落 在 七 级 台 阶 之 上 ，彰 显
出 尊 贵 地 位 。其 主 大 门 两 侧 各 设 有 一 个 边
门，共同构成一个凹字形的布局，显得庄严
而古朴。大门上悬挂一匾额“鄱山福地”，边
门 四 方 柱 古 门 联 曰 ：“ 淝 水 建 功 勋 ，咸 钦 圣
德；鄱山崇享嗣，共答神庥。”门前摆放着一
对 造 型 简 约 的 立 方 体 石 鼓 ，其 上 雕 刻 着 精
美的麒麟图案。

进 入 府 内 ，前 殿 正 上 方 悬 有 一 面 大 匾
写 着“ 神 威 万 世 ”，两 侧 立 着 玉 石 雕 成 的 凤
柱 。柱 联 为“ 优 游 却 壮 骑 三 千 ，一 局 棋 中 早
已运筹决胜；精锐破雄兵百万，八公山上谁
不 服 教 畏 威 ”，落 款 为“ 乡 进 士 拣 选 知 县 郑
锡周敬题”。

后殿则以两根雕刻着龙图腾的柱子为特
色，梁上悬挂着“东山辅晋”“苍生雨霖”两面
横匾，两侧有两对浮雕龙柱，分别刻着“新亭
一语慑权歼，扶危定倾克绥晋祚；北府三军多
义勇，披坚执锐雄扫秦氛”和“东山扶晋祚，济
世匡时，允矣金陵硕辅；淝水扫秦氛，运筹决
胜，卓哉江表伟人”。

根据“古县大庙诸神简介”，积苍庙主祀
王公谢安，配祀二王谢石、元帅爷谢玄、妈仔
谢道蕴、大妈二妈。据庙祝介绍，积苍庙把每
年农历十一月廿六作为谢安诞辰日，正月初
四至初七是谢安王公出巡社境之日，其时热
闹非凡，香火远播海内外，每年都有信众前来
进香朝拜。

谢安死后被民间尊奉为神灵，主要源于
其杰出的政治成就、高洁的品性和深厚的文

化素养，而在淝水之战中的辉煌战绩，更被视
为是智慧和勇气的象征，被赋予了神话色彩。
谢安忠诚、智慧和勇敢的形象在民间传说中
被广泛传颂，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和精
神象征。

实际上，谢安一生未曾到访闽南地区，但
在闽南地区，谢安被尊为“广惠圣王”“显济灵
王”“广惠谢王”等，是当地民间信仰中重要的
神祇。当地人通过建立庙宇、举行祭祀活动来
纪念他，祈求平安和吉祥。其庙宇遍布漳州市
芗城区、龙文区、龙海区及漳浦、南靖、平和、
诏安、长泰等。

关于闽南地区为什么会奉祀谢安，一直
难有准确考证。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说法是
陈元光入闽时所奉。清代林登虎、陈汝咸在

《漳浦县志卷之一·方域志上·沿革》中写道：

“谢东山庙，浦乡里到处皆有之。相传陈将军
自光州携香火来浦，五十八姓同崇奉焉，故今
祀于民间。”《海澄县志卷之十九·方外志·庵》
明确指出：“谢广惠王即晋谢安石也，陈将军
元光奉其香火入闽启漳，漳人因而祀之。”《平
和县志》中亦有类似说法。因此，学术界往往
引用闽南地区相关县志的记载，认为谢安香
火是由陈元光从北方传入的。

唐代陈元光父子及其部下的入闽定居情
况，主要通过地方志、族谱以及民间传说等方
式流传下来。由于当时的历史记载手段有限，
加上战乱和时间的侵蚀，许多原始资料已经
散失，因此谢安信仰由陈元光传播入闽的说
法很难确切考证。但陈元光父子入闽带来了
中原地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谢安信仰在闽
南地区的传播应与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和文化

交流有着密切关系。
还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指出，谢安的

后代在迁徙至福建时，携带了与谢安相关的
香火。龙岩市的谢氏家族便是其中一例，他们
自称是谢安的后代，并将“圣王公”作为家族
的守护神进行供奉。

但这一说法主要基于家族传统、口头传
说或地方史志的记载，缺乏翔实的历史文献
和确凿的证据，往往难以得到学术上的验证。
家族渊源和祖先身份的认定，通常需要经过
严谨的历史研究和族谱比对来进行，在没有
翔实确凿的历史文献支持下，这类说法更多
地体现了民间对历史人物的尊崇和对家族渊
源的自豪感。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海峡文化研
究中心）

平生未曾到访，谢安何以成为闽南王公？
□林娟芳 文/图

1947 年，陈策骐五十眉寿征诗，陈声聪寄
诗三首，《兼于阁诗话全编》未录，见于听诗斋
2024年4月6日微拍“清代民国文人手迹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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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安王公谢安王公 龙海积苍庙龙海积苍庙

鹰厦铁路鹰厦铁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