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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与“担”是中国传统农业时代非常
重要的经济单位。一般用“石”表示容量，用

“担”表示重量，二者是由中国古代的“石”发
展而来的，但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交叉和
误会，这一点在清至民国时期福建的土地契
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秦汉时期，“石”既是量制（容积单位），又
是衡制（重量单位）。作为量制，通常写作

“硕”，其换算关系是：1石（硕）=1斛=10斗=
100升（按：宋代开始，斛制发生了变化，1斛=
5斗，1石=2斛）。如《汉书·食货志》引李悝语：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
粟百五十石，除十五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
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
有四十五石。”

作为衡制，通常写作“ 石”，其换算关系
是：1 石=4钧=120斤。如《汉书·律历志》：“权
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
重也。”《说文解字》也说：“ 石，百二十斤也。
稻一 石为粟二十升，禾黍一 石为粟十六升大
半升。从禾，石声。”

“石”还是秦汉俸禄级别单位。《后汉书·
百官志》记载，两汉官秩约分为二十级，按月
领取俸谷，如位列三公的大司徒、大司马、大
司空，官阶“万石”，其月俸仅为350斛，一年也
没有达到万石之多，与其字面之义并不相符。

由于“硕”与“ 石”都可能简写为“石”，因
此区分二者，主要看与其搭配使用的单位，
以及该物品是否可以用斛斗量。在实际生活
中，容量之“石”比重量之“石”用得更多、更
方便。古代有个常用的词汇，称“儋石之储”，
即来自容量的用法，如《汉书·扬雄传》：“家
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晋《傅
子》曾描述汉魏衰乱之际的名士管宁：“每所
居，姻亲、知旧、邻里有困穷者，家储虽不盈
儋石，必分以赡救之。”

这个“儋”，通“甔”，原指石罂。一说一儋
受一石，故称儋石，用以计量谷物；一说一石
为石，二石为儋，谓一人所担。但无论如何，
儋与石都是容量单位。

但到唐宋之际，受到“儋石”一词的影
响，民间开始将容量单位的“石”读作 dàn。
如《后汉书·宣秉传》：“其孤弱者，分与田地，
自无担石之储。”唐李贤为之注曰：“齐人名
小甖为担，今江淮人谓一石为一担。担，音丁
滥反。”《资治通鉴》卷一一三：“刘毅家无檐
石之储。”宋元之际的胡一省为之注曰：“檐，
与儋同，都滥反……余据今江淮人谓一石为
一担。言一儋，一石也。”

因为“儋”，通常写作“擔”，然后讹为
“檐”，其在读音上仍能体现为 dàn。后来，就
把“儋”的字音嫁接到“石”的头上，明末黄生
《字诂》曾指出这种读法的错误和可笑之处：
《说文》：“百二十斤为 石”。后人省作“石”，汉
以“石”为俸禄之等，故有“二千石”之称。今
俗用此为“儋”（都滥切，俗作“担”，亦非）字，
至呼二千石亦如此音，此最鄙谬。按，《汉书·
蒯通传》“守儋石之禄”，又《扬雄传》“家无儋
石之储”，试从俗之呼，可以一笑。

黄生之意，如果将石读作 dàn，则古代
的“儋石之储”不就成了“dàn dàn之储”了
吗？但民间的这种用法一直存在，即将容量
单位中的“石”读作 dàn。约到 1930年前后，
字典将“石”的发音作了区分，以 shí 为重量
单位，以 dàn为容量单位。在福建，则用“担”

“石”加以区别使用。大致说来，用“担”表示
重量单位，用“石”表示容量单位，1石的容量
大小不一，如果用重量来衡量的话，闽南的
石比较小，在 50 多斤，福州的石一般在 50~
75斤之间；而 1担一般是 100斤，1石的重量
要小于1担。

福州地区的“石”，如清康熙五十六年
（1717 年）闽清县陈有鼎典田契载：“共受种
二石七斗五升，年载租谷五十五石一斗零，
每石合平称六十六斤、七十二不等算。”在闽
南永春，1石有 53斤的，有 57斤或 59斤的，要
看各个家族的具体情况。

由于福建的“石”容量比较小，因此要注
意一些文献记载的理解，如清道光时，林则
徐在谈到福州的水稻生产：“闽中早晩二禾，
亩可逾十石，其地多山，不能腴于江南也。”
不能以为清代福建双季稻的“亩可逾十石”，
即认为其亩产量超越了江南地区。其实折合
成重量，每亩也就六七百斤。而江南的“石”
则可能达百斤之多。

但是，在一些契约文书中出现了一些变
异情况，“担”也表示容量单位，说明在清代
福建民间，“石”字开始读 dàn。如道光二十
三年（1843 年）延平大禄村的游德钰等立卖
断骨田契载，其田骨卖断之后，得价六千，借
耕后每年向钱主纳利苗仔谷利一担，“每担
84斤”，这个“担”应是“石”字的讹误。又如乾
隆四十八年（1783 年）闽北张文吉立卖契中
说，“承祖遗下置有民田二段……年供纳大
苗谷三担二斗庄，又纳小苗谷八斗正”，即把

“担”与“斗”套用，是为“石”的误用。
总之，作为重量的“石”在明清以来的福

建民间几乎消失了，而作为容量的“石”却大
行其道。在福建契约中出现的“石”与“担”，
都应该是来自容量“儋石”的影响，而在字音
上可能都读作dàn。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历史上的
“石”与“担”

□孙清玲1944 年 4 月，当时的教育部在福建沿海地
区设立国立海疆学校，以培植收复海疆、建设台
湾之中下级干部人才。海疆学校的设立，以体制
化管理和专业化培训，开拓了台湾光复初期闽
台教育互动交流的新局。

海疆学校的设立

海疆学校因应接收台湾所急需的具有深厚
中华文化素养、具备现代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才
大量欠缺而设立。学校第二任校长梁龙光在《海
疆学报》创刊号发表文章《海疆教育建设方针》
指出：“盖自开罗会议，盟邦确定以台湾归属中
国后，基于该地制度环境之特殊，及其与祖国隔
绝之久，自不能不有特殊机构以训练人才，以为
未来适应环境布政施教之干部。因此当时教育
部计划，是校设置三年制专修科与短期训练班
两部。”言明海疆学校建立并非一时兴起，而是
中国政府为战后接收台湾、做好人才储备工作
所作的重要战略部署。

1943 年 12 月 1 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华
盛顿、伦敦三地同时发表《开罗宣言》，“剥夺日
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太平洋上夺得
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将日本强占的中国领土东
北地区、台湾和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为保证
日本投降后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1944 年 3 月，
中国政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由曾任福建省
政府主席的陈仪出任主任委员，负责准备接收
台湾的各项工作。

接收台湾所急需的具有深厚中华文化素
养、具备现代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才大量欠缺，成
为 光 复 台 湾 的 一 大 严 峻 问 题 。明 永 历 十 九 年

（1665 年），郑成功长子郑经的辅政重臣陈永华
建议，治理台湾首要任务之一是“开辟业已就
绪，屯垦略有成法，当速建圣庙，立学校”。翌年
即在台南承天府建成台湾第一座孔庙和明伦
堂，礼聘一批大陆文人赴台任教，按制开科取
士。清代福建文人渡台任教者增多，据台湾省教
育史志记载，清代台湾府儒学历任教授 50人，全
部由福建的举人、进士和廪贡生员担任；历任训
导 35 人，也全是福建人。然而 1895—1945 年日

据时期，由于日本殖民教育，一度繁盛的闽台教
育交流被迫中断。

陈仪在担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期间，亲自
主持台湾复员干训班，1944 年 12 月 25 日，训练
班开始上课，至 1945年 4月 20日结训，共招收学
员 120人，其中工商交通、农林渔牧、教育及司法
等四组共有学员 64 人，但这么一点人对于整个
接收工作来说显然杯水车薪。

创 校 近 6 年 时 间 里 ，海 疆 学 校 曾 三 迁 校
舍：仙游、南安、泉州；四易校长：张兆焕、梁龙
光、螘硕、彭传珍。海疆学校五次招生，分设考
区于福建仙游、泉州、永安、漳州、南安、龙溪、
福州、永春，以及上海、广东、辽宁等地。由于
教育部承担学校一切经费开支，而且“学生待
遇优厚，不收伙食费、学费，又补贴衣服费，以
和他校竞争吸引学生”，在这样优越条件和充
分保障下，学校招收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
成为光复初期台湾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建设
的重要生力军。

梁龙光的教育实践

梁 龙 光 1945 年 2 月 就 任 校 长 ，1947 年 暑
期调任福建省教育厅长，短短两年半时间，他
为海疆学校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奠定了坚
实基础。

梁龙光对台湾深有研究。他在《台湾建设之
前瞻》一文中指出闽台两地各有优势，可以互利
互补，如台湾的糖可以与闽糖统一，“蔚为伟大
之糖产工业”；台湾与福建均属工业地带，台湾
的煤与福建的水电，可以供动力的需要，减低工
业成本与负担，繁荣滨海经济之建设；台湾福建
之间的港口与海峡，实为船舶停泊与航行良好
之汇集地带，造船业可以在福建，深洋港口与航
行可以在台湾，联手打造“未来新中国最大之造
船区及海运根据地”。

基于此，学校于 1945年后对学制、课程和专
业设置等均作出调整。首先，学科设置立足实践
性，根据“布政施教”需要，分设行政科、师范科
两个三年制专修科，以及民政组 2 班、教育组 1
班、文史组 1 班等短期训练班（当年 7 月，改行政

科为法商科，并原教育组学生于师范科，易三年
制为二年制），并设置不少促进自我学习与训练
的课外指导，以期“培养学生能于自觉自立中，
先期造就服务与生活精神，庶未来无辱使命”。
其次，招生范围具有针对性，考虑台湾地域文化
的特点，需要大量既会闽南话又会普通话的专
门人才，招生主要以闽籍为主，粤籍次之。再次，
行政管理注重应用性，除日常上课外，还“将管
理工作，分为严格管制与个别辅导两部分。前者
包括升旗、早操、宿舍、清洁，后者包括服务、自
修、思想与自治诸项，由训导处或校聘导师，经
常指导，期达自发自治之目的”。

围绕培养重建台湾急需人才的首要任务，
海疆学校从体制建设到组织管理，全方位体现
出“教授应用科学、培养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
目标。显然，海疆学校的设立，是现代教育理念
的鲜明体现，不仅在于以科学化、系统化方式加
强现代人才培养，更在于以体制化管理和专业
化培训，转变过去零散式的“人才输送”为现代
可持续性的“人才培育”，开拓了两岸现代教育
互动交流的新局。

在这样的理念下，学校培养了多批优秀人
才，从 1944 年至 1948 年，共招收二年制学生 399
人，五年制学生 396 人，合计 795 人。其中修完课
程、取得毕业文凭的，二年制有 323 人，大多数
被派往台湾从事教育、政法、商业、民政等工
作，如台北的台湾省政府会计处、台湾省地政
局、台湾农业试验所、台湾人寿保险公司、台湾
省立第二女中、台北师范、省立台南师范、基隆
通运公司等。

更多的教育交流

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教育交流、复兴中
华 人 文 大 业 ，是 收 复 重 建 台 湾 的 迫 切 要 务 之
一。日据时期实施皇民化教育，台湾各级学校
教师大多由日本人担任。1944 年 5 月 10 日及 15
日，陈仪两次致函教育部指出，日籍教师须于
战后遣返，各项教育人员的训练非常重要。曾
任台湾教育处长的范寿康也指出，台湾全省中
学 尚 需 教 师 1000 人 ，小 学 则 需 5000 人 至 1 万

人。1944 年 7 月 10 日，教育部在复函时指出，为
配合台湾收复前教育方面应有之准备工作，计
划于国立海疆学校设科培植“师资之师资及中
等学校行政人员”。

相当多的海疆学校毕业生走向台湾各地学
校，如台湾省立第二女中、台北师范，台中的省
立台中一中、二中和市立中学，台南的省立台南
师范、省立台南一中、市立东石女子职业学校，
基隆的省立基隆中学，高雄的省立高雄一中、二
中和市立中学、市立二中，嘉义的省立嘉义中
学、省立嘉义工业学校、市立工业学校，花莲的
省立工业职校、玉里中学、凤林中学、花莲女
中、花莲中学，屏东的省立屏东中学、省立屏东
农校、屏东一中等，大大推动了光复初期闽台教
育交流。

台湾还设法向福建等地招聘教师。1946年 2
月，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致电厦门市长黄天爵：“本
省接管伊始，国民学校国语教师需要迫切。兹拟
在闽南招选 240 名，以师范毕业，年龄在 26 岁以
上，能操国语及闽南语者为限，每人发给旅费 3
万元，录用后薪津以委任 9级起支，学验特优者，
得以荐任待遇。请就近代为招选，并电复为荷。”
厦门市高度重视，共选派第一批 28名、第二批 65
名赴台，第三批登记合格者已达百名，“因乏便轮
赴台，且旅费亦未汇到”，改为自行赴台。

台湾教育部门也为应聘赴台的教师举办培
训班，开设《台湾教育概况》《国语推行概论》《国
语教学法》《国音练习》《国语发音学》《国语与闽
南语之比较》等课程，培训结束后，分派至台湾
各地学校服务。晋江乡村师范学校毕业生作为
推广普通话先批骨干赴台，施行短期训练后，一
部分分发至各中小学担任普通话教师，另一部
分选拔能力较强者，以 3 人至 5 人为一组，分发
各地创设普通话推行所。

闽台同根同源，风俗相近，语言相通，因此，
光复初期赴台的教师中一半以上出自福建。据
1947 年 3 月出版的《台湾省统计要览》，当时在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人事室登记的公立中小学校
教职员，籍贯为外省的有 2097人，其中福建省籍
1168人为最多，其次为广东、浙江及江苏省。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海疆学校与台湾光复初期的闽台教育交流
□李 薇

狮峰寺位于福安市溪柄镇楼下村西北约
800 米。《福建通志》卷六十三记载：“狮峰寺，在
二十四都，唐景福元年（892年）建寺。有狮子峰、
金鸡石、卧牛石、虎跑泉、双警峰、笔架峰、石梯
峰、环翠寺、伏虎桥、广化门诸胜。”

狮峰寺既是福安八大丛林之首，也是闽东地
区最早的佛寺之一，因原建于狮峰山顶而得名，明
永乐年间移建至现今位置。明万历四十年（1612
年）寺庙重修。清嘉庆年间再度修缮增益。2006
年，狮峰寺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的狮峰寺依山而建，前眺笔架山，背靠
狮峰山，周围群峰环绕，山脚阡陌纵横。清光绪
年间编撰的《福安县志》录有明代当地文人孙瑶
所作的《狮峰寺》一诗，描绘了其所处环境之清
幽：“晓发狮峰寺，岚光远近浮。竹交荒径合，石
绣古苔幽。海气朝随雨，松风夜到楼。褰裳问闽
俗，喜见万家秋。”

大雄宝殿是狮峰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保
留了明永乐年间的主要结构。大殿内最引人注
目的是其保留的大量精美彩绘，是福建境内难
得一见的明代彩绘艺术佳作。这些彩绘是明万
历年间重修时所作，在梁枋、斗拱、藻井等木构
件上均有绘制。

大雄宝殿内这些彩绘的技法相当高明，工
笔和写意兼而有之，设色方面多以墨色勾勒出
轮廓，以朱、白二色填充。从画作的功力、风格来
看，绝非普通的民间画匠所为，极有可能是当时

宁德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请来的文人画高手。
明代文人画以其清新自然、雅致淡泊的审美追
求而著称。以鸟类为例，画者顺其羽毛生长的顺
序披蓑而下，按鸟类羽区的生长分块画出颈背、
喉、两肩、胸背等部分以体现其生长结构，再用
重墨在鸟儿的身体上有规律地点上斑纹，在口
喙、眼睛等关键处则用劲挺有力的线条勾勒，用
笔极为严谨准确。

虽然经历近 500年的岁月剥蚀，在梁架和斗
拱上绘制的部分纹饰变得漫漶不清，所幸最精
彩的部分，即绘制在 3个藻井上的彩画仍然保存
良好，令人有机会一睹昔日的辉煌。

第一个藻井为长八角形，仅一层斗拱层，每
朵三跳，一直交到藻井顶部的藻镜。藻镜外框以
红黑二色的包袱锦纹饰填充，内里以墨线白描的
皮球锦纹为底，绘画由一主二副3个部分组成：当
中作为主题内容的是一幅孔雀牡丹图。该图以如
意式壸门为外框，图中牡丹花瓣红艳欲滴，一块
嶙峋山石立于其间。4只白色孔雀尾翎红艳，或立
于枝头，或上下翻飞于花丛中，或在地面悠然行
走，形象极为灵动。孔雀牡丹图左右各有一幅较
小的花鸟图，皆为圆形外框。左边画的是荔枝山
雀图，4只麻雀或栖息或嬉闹于荔枝树上，鲜红的
荔枝硕果累累挂满枝头；右边画的是喜鹊石榴
图，同样是 4只喜鹊嬉戏流连于一株石榴树枝叶
间，成熟的石榴裂开口子，露出饱满的果实。

第二个为八角藻井，形制上接近于宋《营造

法式》中的“斗八藻井”，由两层构成：第一层为
方形斗拱层，每朵斗拱做出外拱两跳，四周交
圈；第二层为八角形，在每个角内再用斗拱会
合，每朵出三跳，一直交到藻井顶部的藻镜。这
是大雄宝殿内 3个藻井中等级最高的。藻镜边框
以红色牡丹花填充；内里的底纹是“四出”琐纹
锦，中心的主题内容为二龙戏珠，可惜龙珠早年
遗失，仅留下一个圆洞。两条龙一青一黑，四周
云气蒸腾，加之其圆形边框以数个红白相间的

“之”字形图案衔接而成，远观之似乎在逆时针
不停转动，显得极有动感。

第三个藻井与第一个藻井形制和构图相
同，也是长八角形。藻镜外框以红、黑色白描的宝
相花填充，内里以琐纹锦为底；彩画同样是一主
二副。中心的主图为牡丹富贵，丹凤朝阳。两丛牡
丹分立两只凤凰外侧，后者围绕中心的一轮红
日展翅飞舞，四周烟气蕴绕。左侧副图画的是山
雉茶花图，一雄一雌两只山雉在一树盛开的山
茶花枝头对唱；右侧副图则是绶带梅花图，一对
白色绶带鸟立于红梅枝头，四目相对，温情脉脉。

除了藻井外，大殿的斗拱和梁枋原本也都
是遍装彩绘，可惜前者剥蚀严重，很难看出当时
所绘的纹饰；后者还有少部分保存尚可，这部分
彩绘因所处构件的尺寸所限，没有藻井上的彩
绘那样恢宏大气，但彩绘题材丰富，有部分是佛
教故事题材，如白马驮经、猕猴献蜜；有的是佛
教瑞兽，如白象、狮子等；还有一些形象题材，如

麒麟、仙鹤这种中国神话传说特有的神兽，也被
绘于其上。

除此之外，梁枋上所绘的仙女形象也颇为
特别。吹弹的乐器或为琵琶或为箜篌，但衣着、
仪态和神情都不似佛教中的飞天等女性神祇，
这些仙女修颈、削肩、柳腰，身材婀娜匀称，其举
止文雅恬静、面容端庄秀丽等特点与俗世的仕
女别无二致。点缀在这些人物、动物形象之间的
纹饰既有莲花，也有如意云头。这些现象都显著
反映了这一时期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在当地已
产生了较密切的交流融合。

狮峰寺大雄宝殿的彩绘不仅艺术价值高，
而且还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寓意。第一个藻井的
两个副图对应的是两个季节：荔枝是夏季，石榴
是秋季；第三个藻井的两个副图也对应两个季
节：山茶花是春季，梅花是冬季。四个副图由此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四季花卉图。

不仅如此，彩绘中的花鸟题材也往往各有
寓意：孔雀、龙凤和牡丹寓意富贵吉祥自不待
言，其他如荔枝和石榴寓意多子多孙、雉鸡寓意
品性高洁、喜鹊寓意报喜、绶带鸟寓意长寿。规
格最高的第二个藻井还隐藏着更深层的寓意：
其双龙戏珠主图的用色有青、白、红、黑，正好对
应传统五行文化中的木、金、火、水。笔者推测，
缺失的龙珠应当是由铜质鎏金的材料制成，其
黄色正好对应所缺的土。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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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狮峰寺大雄宝殿彩绘赏析
□吴卫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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