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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院常被视为国家、社会和保育人员施予孤残
儿童无私关爱的场所。本书意在倡导用一种辩证的视
角看待中国儿童福利机构的运作机制，提醒读者注意
围绕机构运作所呈现的“爱”的复杂性，它兼有光明与
晦暗：“国家关爱”兼有救济与治理的两面、“社会关爱”
兼有扶弱与排斥的两面、“保育员妈妈的爱”亦兼有付
出与自利的两面。在福利院这一由“爱”构筑而成的结
构中，孤残儿童也以其独特的方式经历着社会化、形成
自我认知，并最终实践了自身的能动性。

《爱的悖论》
钱霖亮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宋代是中国近世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本书从“士
族”与“民间信仰”两大范畴分析其中的巨大变化。作者
以宋代最重要的大族“河南吕氏家族”为研究对象，探
讨中古门第大族没落、科举制度代兴后，宋代所形成的

“新门阀”。作者从朝廷政治的起伏、科举制度对家势维
持的异化等几方面，析论了宋代士族精英和社会结构
转变的情况；同时涉及近世社会中的妇女、儿童和科举
教育等问题，让读者更加了解从“唐宋变革”到宋元以
后中国社会的发展。

《近世社会的形成》
王章伟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费曼曾说：“双缝实验包含了
量子世界的全部奥秘。”我们在物理课上都会学到，一道
光穿过两道狭缝后将会发生干涉形成明暗条纹，这就是
众所周知的双缝实验。如果只让单个光子进入设备，光
子竟然也会自己与自己发生干涉，在多次实验后同样形
成明暗条纹。更神奇的是，一旦研究者试图探测光子到
底通过了哪道狭缝，干涉条纹即刻就消失了，仿佛能感
知到我们的意识一般。这个实验也成为爱因斯坦和尼尔
斯·玻尔之间关于现实本质的激烈辩论的关键。

《双缝实验和量子力学》
阿尼尔·阿南塔斯瓦米 著 祝锦杰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在福建诸多书院中，最负盛名的当数
“四大书院”之首的鳌峰书院，鳌峰书院是由
理学大家张伯行创建的集教、学、研、编等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型书院，不仅是福建乃至东
南地区书院建设的范本，更是清代东南地区
最高的学术殿堂，自创办以来培养出 163 名
进士、700 多名举人，孕育出林则徐、林鸿
年、陈宝琛等杰出人才。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康熙帝命
“居官甚清，最不易得”的著名理学家张伯
行出任福建巡抚。张伯行“捐俸购屋于九仙
山之麓，葺而新之，为鳌峰书院”，在数十年
来各级官吏和地方士人的支持和扩建下，
逐渐形成了“前建正谊堂，中祀周、二程、
张、朱五夫子；后为藏书楼，置经、史、子、集
若干橱；其东则有园亭、池榭、花卉、竹木之
胜，计书舍一百二十间，明窗净几，幽闭宏
敞”，兼具祭祀、观赏、学习功能的较大规模
的书院园林，其规模之宏大、配置之完备，
在当时是少有的。

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随着鳌峰书
院被确立为福建省城书院，在官府和社会各
界的支持下，在原有景观格局下不断扩大和
增建，尤以清嘉庆十年（1805 年）为最，增建
致用、敦复、笃行、崇德四斋，园中的植物配
置和水景也得到了极大丰富。

清中叶以后，随着理学的僵化，书院教
学功能的萎缩，清道光十一年（1831 年），陈
寿祺卸任山长，书院衰败之势愈发显著，至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科举废止，书院
改为“校士馆”，其作为书院的历史使命结
束。辛亥年间（1911 年），书院毁于战火，仅
有一座假山留存（在今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
属小学校园内）。

鳌峰书院的选址顺应了书院园林从选
址山林转向城郊的历史趋势。传统的书院园
林选址大多位于名山胜地，所谓“择胜地，立
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处”，其选址既能躲避
战乱，又能将书院与俗世相隔离，提供一个
潜心为学的妙处。鳌峰书院的选址也曾有此
意，仍设于名山附近，但位于城郊而非深山
之中，更有利于官府的考课和管理。此选址
适应了书院园林从深山中走向城镇的时代
潮流，反映了清代福建书院走向官学化的倾
向，是清代城郊型书院园林建置的起点。

鳌峰为福州胜景九仙山（于山）的主峰，
据王应山《闽都记》所云，峰顶上有巨石台，

系宋状元陈诚之读书的地方。因其秀丽的风
景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来赏玩并留下不少
诗词，如宋王逵《游鳌顶峰》、元黄清老《登平
远台》等。周边人文底蕴深厚，有四彻亭、郭
然亭、南法云寺、万岁塔寺、报宫祠等人文景
观。宋时朱熹曾登此山，并作《寄题九日山郭
然亭》。自然风光与人文气息俱佳，符合传统
园林选址的“择胜”观，促使张伯行将书院选
址定于九仙山山麓的鳌峰坊，取“独占鳌头”
之意。

不同于此前以闽北书院为主的福建其
他书院和我国大多私人创办的书院，鳌峰书
院的选址虽靠近名山，但建于山麓，而非深
山之中。究其原因，鳌峰书院是由四川巡抚
邵捷春故宅改建而来，原宅邸选址出于宅主
人生活和通勤的综合考虑，因而既需要静谧
优美的环境，又要接近城市中心和官府。而
张伯行作为福建巡抚，在确定书院选址时更
多地考虑到政府对于书院管理的需要，兼顾
了书院周边环境和与城镇交流的需要，因而
摒弃了传统的布局于深山的习惯，选择城郊
的邵捷春故宅作为鳌峰书院的选址。

这一点与当时福建乃至全国书院的官
学化倾向相适应，客观上来说，极大地促进
了政府对书院的管理和支持，为后来书院
取得全省性书院的官方地位创造了巨大的
优势。同时，便捷的交通也有利于大量名士
大儒前来讲学，推动鳌峰书院逐渐成为清
代福建最大的讲学中心。鳌峰书院选址倾
向的变化可以看作清代书院官学化趋势下
书院城郊化的标志，在此影响下，越来越多
的书院逐渐走出深山，许多官办书院甚至
设立在车水马龙的闹市中，便利的交通促
进了书院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带动城镇
文化经济中心的发展，成为全国书院选址
转变的重要代表。

与大多数书院园林相类似，鳌峰书院的
园林景观是诗化的、儒学化的，其景观的组
织和构成与宋代以来文人之间极为盛行的
理趣诗相类似，具有强烈的理学色彩。在我
国古代的官办书院中，大多在门前设半月形
或半圆形水池，即“泮池”。鳌峰书院的园林
区中心也有池塘，但与“泮池”不同，为周九
百八十四尺、东西广九十尺的方池，池中又

有一亭，推断为由邵捷春故宅中的水心亭改
建而来。据《续福建通志》记载，建造者“筑亭
跨斥，康熙间宅为书院，仍址改筑，易名鉴
亭”，取“方罫泓渟，天光云影如一鉴然”，是
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这一理趣诗的园林
化再现。方塘静如明镜，天光云影尽收其中，
随微波摇曳，即朱熹所谓“一草一木，皆涵至
理”。在格物致知的思想方法指导下，书院以
精致的景观营建创造出充满理趣的氛围。

园中的景题也富含义理。以严桐峰题名
书院十景为例，其中“秀分鳌顶”“云对九仙”

“讲院临流”“仙井斗奇”描述书院选址周边
环境，以山水通于理道；“方池鱼跃”“丛书鸟
歌”二景则是建成环境中“理”的体现，朱熹
闽学将“理”看作一切价值的源泉，蕴含于世
界万物之中，万物有“理”；而“鉴亭峙水”“奎
章眺远”“棋盘玩月”“交翠迎风”则彰显了

“理”的主客体关系：当人们进入景观之中，
以吾心之知求事物之理，使得主客体相统
一，进而格物致知。这十景的题名是对朱子
理学的追求和表现，也巧妙地借书院外的山
水环境，拓展了景观层次，是中国园林“巧于
因借，精在体宜”的一个注脚。

为了适应这样的景观氛围，书院中的植
物配置也颇为考究，据《鳌峰书院志》记载，
园中主要栽种榕、荔枝、竹、柳等 12 种植物。
孤植成景的榕树和樟树大多为局部空间的
主景，营造出古朴肃穆的氛围，竹林和假山
上密植的果树限制了视线的发散，增强了内
部空间的围合感，而水边配置的柳树和水中
少量的荷花则调和了景观的氛围，使得景观
庄重古朴但不失生机，增添了几分色彩。此
外，院中植物选种也蕴含着“君子比德”的教
化作用，以竹喻君子之刚正，以莲喻君子之
高洁，以果树隐喻金玉满堂，表达对丰富学
识的美好祝愿，都是书院园林中注重景观教
化作用的氛围体现。

这样的景观氛围在当时为书院的人才
培养提供了极大的有利条件，然而随着鳌峰
书院后期管理的逐渐僵化，教育功能日趋萎
缩，而祭祀功能不断强化，以至于几乎成为
单纯的祭祀场所。据清道光《建阳县志·学校
志》所记“鳌峰书院，即勿轩先生祠”，鳌峰书
院因其过于极端的景观营造，在后期僵化的
管理下已然成为单纯的祭祀场所。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
艺术学院）

鳌峰书院：清代城郊型书院园林建置的起点
□杨陈宸 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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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謇，字仲詹，别署苦竹溪民。清光绪二
十 九 年（1903 年）中 举 ，清 宣 统 元 年（1909
年）考入京师大学堂，攻读经书左传门。1912
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余謇遂改
读中国文学门，毕业后回江西任教。1927 年
起，余先生受聘为厦门大学教授，历任中国
文学系主任、文学院代理院长等职。余先生
长于声韵、文字学，古典文学造诣甚深，诗
词、戏曲皆有所长。

厦大师生对于这位教授的印象如何呢？
“他来厦门大学文学系任教恰在鲁迅先生离
去之后。1938 年我在长汀初次见到他时，他
才五十几岁，鬓发斑白，老态龙钟，看上去很
像现在的七十许人。校里同事都称他作‘余
老先生’，这不仅仅因为他年龄大，实际还带
点尊敬之意。他容貌奇伟，很有威仪，谈吐举
止，全合规范，总的说来，给人以庄严肃穆的
印象。”这是郑朝宗教授《是智者，也是仁人
志士——忆余老》一文中的回忆。

著名文学家施蛰存先生在其《寄怀余
仲詹先生厦门大学》一诗中追忆道：“颇忆
余夫子，萧萧鬓发苍。四年陪杖履，一别遂
参商。问难倾边笥，说诗哄鼎堂。小知轻腐

鼠，绝学守公羊。燕雀乱横宇，朋徒失旧章。
斯文天未丧，端赖示周行。”郑朝宗先生说：

“（余老）口才极好，又善于措辞，讲起书来，
从容不迫，使每一句话都落入听者心中。此
外，他还能从戏曲表演中吸取一些有用的
东西，如声调、眼神、手势等等，以弥补言语
之所不及。这些合起来，使他的教学效果压
倒群伦。”林寒生教授在《古音学说述略》中
还提到：余謇暨周辨明教授的高足、语言学
家黄典诚教授在给自己的研究生上课时，
屡屡提及余老在国学与小学方面的渊博学
问，并无限钦敬地称他是“全校上课最好的
老师”。

如 此 博 学 之 人 ，却 是 一 点 架 子 都 没
有。据郑朝宗先生讲，余老从不拒绝上门
求教者，总是耐心地解答一切。他自谦文
采不足，很少拿自己的作品示人，但对别
人的创作，倘其中真有些精彩之处，便大
加 称 赞 ，有 时 还 锦 上 添 花 ，替 来 人 润 色 。
可是，他也不随便讨人欢喜，郑教授曾眼
见 有 人 沾 沾 自 喜 地 拿 诗 稿 请 他“ 教 正 ”，
他 看 过 之 后 说 几 句 客 套 话 ，然 后 用 严 肃
的 口 气 委 婉 地 指 出 其 中 有 待 推 敲 之 处 。

在 这 个 场 合 ，余 老 表 现 了“ 和 而 不 同 ”的
儒者态度。

余老给人的印象似是位不苟言笑的老
学究。不过，郑朝宗教授的一段回忆却揭示
了他幽默的一面：“他不认识鲁迅先生，但对
鲁迅的为人很感兴趣。他说鲁迅善作青白
眼，惯以青眼对待朋友，而以白眼对待自己
所不喜欢的人。有一次学校总务处长来看
他，他躺在床上不动，眼睛望着帐顶，总务处
长恭恭敬敬地站在床边问话，他除了几声

‘嗯，嗯’之外，不予搭理，总务处长看到的始
终只是他的眼白。这故事自然是听来的，但
经他的粲花妙舌一描摹，仿佛是来自亲眼目
击。在我所见的鲁迅轶事中，这一则似乎还
未被收入记载。”

余老教书几十年，足迹不出校园，对国
家大事却极为关心。1933 年初，厦大有三人
投笔从戎，毅然奔赴抗日前线。余謇先生以
一首《满江红·闻厦门大学学生三人北上投
义勇军感赋》为其送行：“大敌当前，要如许
头颅何用？……鹭江畔，黉宫耸。有年少，三
人共，驾长风直上，怒涛汹涌。不向元戎求妙
算，甘从义旅填荒冢……”至今读来，铿锵之

气犹贯穿其间！
抗战时期，他在长汀组织了一个诗钟

会，每星期举行一次。余老常于文人的这种
游戏里抒发情志。他所作的两联，郑教授印
象深刻：“孤臣有泪持龙节，降将何心抚大
刀。”“细调鱼子为龙醢，漫煮匏瓜作大烹。”
据郑教授解析，那时正处于抗战后期，国民
党军队一蹶不振，有些士卒孤军苦战，有些
将领腼颜投敌，第一联说的就是此事；上句
用的是苏武的典，下句用的是李陵的典，珠
联璧合，十分工巧。那时国民党政治腐败，物
价飞腾，人民生活极其艰苦，第二联说的就
是此事。作者采取谐谑手法讽刺时政，效果
加倍显著。

余謇临终时嘱咐家人把所有的文稿全
都赠送给厦大，对教育的赤诚之心、对厦大
的深爱之情日月可鉴。对于这位老同事，郑
朝宗先生的评价是“生前无赫赫之名，死后
不久又逐渐默默无闻，但我相信他的影响会
永存在他的朋友和学生们心里，并且通过他
们而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作者为民盟厦门市委思明区文化支部
副主任委员）

音韵文字学家余謇
□林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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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紧密围绕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深入推

进产教融合办学体制机制改革，拓宽

校企合作广度和深度，精准定位人才

培养方向，通过一系列举措，形成校企

“双向融合”的交融局面，实现了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不断提升服务区域建

筑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

一是聚焦“双元共育”，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与区域龙头建筑企业共建

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泷澄建筑

产业学院，实体化运作、法人化治理，

开展“双主体”办学，“订单式”培养，

实现产教融合机制化、人才供给精准

化，形成了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育人的

新范式。

二是瞄准“共建共享”，提升基地

建设水平。深化校企合作，与区域多家

知名建筑企业共建省级虚拟仿真实训

基地、国家级装配式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生产性实训基地，形成“产、学、

研、培、创”五位一体的“新型建筑工业

化”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助

推校企协同“实践育人”。

三是深耕“交互赋能”，提升合作

育人能力。校企建立流动、互聘机制，

建立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打通学校

与企业之间的“旋转门”，专业教师入

企业下项目，企业技术人员进学校上

讲台，校企双方在教师和员工培训、课

程开发、实践教学、技术成果转化等方

面开展精准化的深度合作，打造“实战

型”教学团队。 □专题

漳职建工：校企协同，打造高水平产教融合新样板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三创赛”省赛获佳绩
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

挑战赛福建省选拔赛现场赛近日举办。厦门大学、福州大

学、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等省内 40 所高校

的 306支队伍同台竞技，其中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获得特等

奖 3项、一等奖 13项、二等奖 6项佳绩，并获最佳组织奖。

据悉，“三创赛”是教育部、财政部“高等学校本科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重点支持项目，自 2009年起已成

功举办 14 届。参赛队伍从第一届的 1500 多支到第十四届

报名超 19 万支，其中今年福建 40 所高校报名 4000 余支，

参赛学生 20000 余名，创历年新高。第十四届全国总决赛

将在福州外语外贸学院举办。

（孟利亚） □专题

声 明
陈赢在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横龙村后垱 9 号自建房屋

一幢无产权 2014 年列入海峡体育中心项目周边收储地块十
一 (奥 体 23 号 地)二 期 项 目 征 收 范 围 ，房 屋 确 权 建 筑 面 积
140.88㎡。陈赢于 2014年签订编号:AT23EQ-5004《房屋征收
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75㎡，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金榕
南路 754 号霞镜新城(三区)(霞镜新城(海峡奥体中心 14#地))
3-6#1803。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声明人申
请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陈赢名下。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
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
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
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
属登记。

声明人：陈赢

声 明
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横屿村东村 35 号，房屋总建筑面积 179.22㎡，未办理产

权登记手续。2011年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组团项目征收范围。该房屋经本人具结，村镇盖
章公示无异议后，认定属肖远强所有，并已安置于晋安区鼓山镇牛岗山路 567 号横屿新苑(二区)
(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安置房三期 B 区)10#楼 1801 单元。现肖远强申请办理该安置房权属登
记，若今后因发现该房屋有权属登记或发生原房权利归属、征收补偿安置等引起的异议与纠纷，
均由本人自行承担一切法律与经济责任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本人所签的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并收回安置房、追还已领取的各项补偿款，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如对上述声明有异
议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若逾期
无人提出异议，将由本人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手续。特此声明。 声明人：肖远强

声 明
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横屿村东村 35 号，房屋总建筑面积 192.65㎡，未办理产

权登记手续。2011年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组团项目征收范围。该房屋经本人具结，村镇盖
章公示无异议后，认定属肖泽荣所有，并已安置于晋安区鼓山镇牛岗山路 567 号横屿新苑(二区)
(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安置房三期 B 区)1#楼 2905、2#1205。现肖泽荣申请办理该安置房权属
登记，若今后因发现该房屋有权属登记或发生原房权利归属、征收补偿安置等引起的异议与纠
纷，均由本人自行承担一切法律与经济责任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本人所签的征收补偿安置
协议，并收回安置房、追还已领取的各项补偿款，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如对上述声明有
异议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若逾
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本人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手续。特此声明。 声明人：肖泽荣

声 明
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横屿村东村 28号，房屋总建筑面积 187.25㎡，未办理产权

登记手续。2011年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组团项目征收范围。该房屋经本人具结，村镇盖章公
示无异议后，认定属冯求平所有，并已安置于晋安区鼓山镇牛岗山路567号横屿新苑(二区)(晋安新
城鹤林片区横屿安置房三期B区)1#楼 103单元、7#楼 1003单元、7#楼 1103单元。现冯求平申请办
理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今后因发现该房屋有权属登记或发生原房权利归属、征收补偿安置等引
起的异议与纠纷，均由本人自行承担一切法律与经济责任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本人所签的征
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收回安置房、追还已领取的各项补偿款，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如对上
述声明有异议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并提交相关证
据，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本人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手续。特此声明。 声明人：冯求平

鳌峰书院现存的假山与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