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俞家棍

2012 年第 期（总第 20 期）2

主办：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地方志学会

刊头题字：周焜民

主 编：墨 英

副 主 编：薛祖瑞

责任编辑：王家缙

龚书涵

版式设计：曾玲玲

2012 年 2月（农历壬辰年二月）

免费赠阅点：泉州方志书店（花巷）

联系电话：0595-22355728 传真：0595-22355728

电子邮箱：22355727@163.com 邮编：362000

博第四版 风物 览 2012 年 2 月 第 2 期（总第 20期）

着眼战略转型 推进“二次创业”

地情

区域

泉州武术渊源流长，宋朝名相

曾公亮曾著《武经总要》，成为中国

历史上重要的军事专著；抗倭名将

俞大猷的“俞家棍”威震四方，沉重

打击了入侵之敌……泉州“五祖门”

是南少林武术的杰出代表，分为达

尊、太祖、罗汉、行者、白鹤五种拳法,

威猛雄浑，刚柔相济，是泉州地区可

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已走向

世界传播到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

为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纽带，生生

不息，长盛未艾。

泉郡五祖门一代宗师蔡玉鸣，

系晋江罗山帮尾村人，外号帮尾河，

1852 年出生，1910 年逝世，终年 58

岁。玉鸣师从小师从河南河阳拳师

习五祖拳术，后云游四方，广交武林

高手，精研拳法发扬光大，使“五祖

门”成为内外功夫相辅相成的一大

拳种。玉鸣师身怀绝技，擅铁布衫和

铁 沙 掌 ，二

丈余高楼可

以 一 跃 而

上，轻如飞

燕，名震闽

南一带。后

玉鸣师家道中落，在泉开馆授徒，培

养了不少武林高手，如林九如、魏文

豹、尤祝三、沈扬德、陈京铭等。林九

如高大魁梧，臂力过人，能使四百斤

石锁，系闽南五虎之首；魏文豹人称

翻天豹，有落地金钩剪美誉。上个世

纪 30 年代日本侵华，国人奋起抗

争，重视武术。吕鹏琦（林九如的高

徒）、林天恩（林九如之子）、黄锡禧、

陈隧、释妙月、邱志得等创办“晋江

县国术馆”，吕鹏琦为馆长。馆址设

在庄府巷内，后迁往文庙。时值名拳

师卢言秋“虎母秋”从菲返泉,即携子

卢庆辉兄弟前往庆贺，盛况非凡。首

届学员有周志强、李道德、姚金狮、

陈维称等。

晋江县国术馆成立后,即由林天

恩带队前往同安新垵镇拜访老拳师

沈扬德（沈是当时唯一健在的蔡玉

鸣徒弟），沈随即介绍门生邱思志到

泉传艺。一时泉州青年习武成风，由

于参学者众多，晋江国术馆增设两

个分馆，一个

在北门白狗

庙，一个在南

门富美俗称

“后武尾”,富

美渡是当时

泉邑的货物集散地，当地士绅为了维

护自身利益，增强势力，积极筹办拳

馆。1933 年南门富美国术馆成立，馆

长林天恩，总教练姚醒狮、何沙母。沙

母师三年后病逝，由厦门新垵邱剑刚

（又名乌铁师）继任，初期学员十多

人，有周志强（后成为林天恩女婿）、

林清潭、蔡世约、林秋雁、许妈应、林

丕莱、邱春晖等。抗战中一度停馆，

1943 年富美国术馆再度复馆，馆长

仍是林天恩，教练由邱衡煌（又名老

煌师）续任，先后招收学员一百多人，

传授五祖拳械及宋江舞狮阵。

1950 年，泉州搬运公司成立，公

司工会在原富美国术馆的基础上创

办武术研究社，由陈红桔任社长，黄

天禄任副社长，林清潭、邱春晖、黄

清江任教练，组织工人习武健身，参

加踩街庆典等，尤以舞狮表演名扬

一时。富美国术馆成立以来，学员参

加各种武术比赛，皆获得名次，特别

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黄清江参加全

国武术比赛，获全国南拳第一名，并

代表国家出访日本。

1962 年，国家体委号召发展群

众性体育运动，抢救传统体育项目，

泉州市成立业余武术研究社。成立

大会在工人文化宫二楼会议室举

行，晋江地委统战部部长辜仲钊为

名誉社长，庄子琛为社长，戴火炎为

副社长，首届委员有：林清潭、廖尚

武、林朝顺、林祺燕、陈墨波、徐云

时、张铁龙、王炳坤、释常清、释瑞

耀、释瑞吉、王启祥、郑连来、林春

来、林扶东、苏再福等。练习场设在

后城“钱阿”的家里，先后有学员五

百多人，传教拳种有鹤拳、花拳、罗

汉拳、犬拳、长拳等，以太祖拳为主，

每位拳师各献五技，由林祺燕编为

套路。学员在全国、全省、全市的各

种比赛中多次夺魁。此届学员中涌

现出周焜民、庄惜贤、徐清辉、“番阿

江”等一批人才。1966 年“文革”开始

武术社遂即停办。

改革开放以后，武术运动又重

获新生，少林寺的重建，武术学校的

创办，各种拳术团体的成立……“泉

南处处拳头风”，泉州南少林武术

“五祖门”欣欣向荣，得到了空前的

发展。 ◎祖瑞 / 辑

2 月 3 日上午，鲤城区召

开民营企业“二次创业”大会，

黄阳春区长主持。会议传达全

市民营企业“二次创业”大会

精神，表彰 2011 年度纳税大

户、区重点企业和获得省、市

企业技术中心关于“驰名、著

名、知名商标”认证以及获得

上市奖励和服务业发展奖励

的企业代表。

会上，区委书记苏庆赐作

《着眼战略转型 推进“二次创

业”》专题讲话。他指出，鲤城区

民营企业有 5200 多家，形成电

子信息、纺织鞋服、机械汽配三

大产业集群，对全区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几近 100%。“二次创

业”是鲤城民营企业经过 30 多

年高速发展之后面临的一道必

解之题，是鲤城民营企业逐步

走向现代企业不可

逾越的关键一步。

他希望，企业家进

一步解放思想，以

更大的勇气开始新

一轮的创业征程：

一 要以 实业 强根

基，二要以管理促

提升，三要以创新

来制胜，四要以人

才求进步，五要以文化聚人心。

苏书记特别强调，党委、政府要

因势利导，致力建设好“民营经

济健康成长的乐园”，着手解决

好“宜业”、“服务”、“舆论”等，

形成“谁发展、谁光荣”的社会

舆论，优化政策平台、公共服务

建设，营造更好、更优的城市生

活生产环境。 ◎小微/ 辑

要要要鲤城区民营企业野二次创业冶大会召开

2011 年 12月

茵 10 日，《泉州文库》举行首批图书出版首

发暨第三批书目点校签约仪式。首发书目为唐

代欧阳詹《欧阳行周集》、陈黯《颍川陈先生文

钞》；五代释静、释筠《祖堂集》；宋代曾慥《类

说》、庄绰《鸡肋编》、赵汝适《诸蕃志》；元代释大

圭《梦观集》、《紫云开士传》、汪大渊《岛夷志

略》；明代张岳《小山类稿》、俞大猷《正气堂集》、

李贽《焚书·续焚书》；清代江日升《台湾外志》。

茵 27～31 日，福建省方志委举办 2011 年

全省第二次地方志编纂业务骨干培训班。

茵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11）》中

英文版出版。

茵 是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地

方志佛教道教文献汇纂”初步完成北京、天津、

河北等 16 个省区市 3992 种方志有关佛教、道

教内容甄选（注：整个项目涉及包括港澳台地区

在内 1949 年前出版的 7000 多种方志，研究成

果将分佛寺道观、释道人物、释道诗文碑刻等 3

个系列同时出版，约 1000 册）。

2012 年 1月

茵 北京卫视通过其官方微博（新浪），发布

国内主流媒体首部“微年鉴”。通过一条微博和

电子杂志图片展现北京卫视 2011 年在节目创

新、热播剧编排、大型活动举办、打造主持人阵

容、品牌营销推广等方面的工作成果。

◎乐怀 / 辑音 1 月 1 日，

鲤城区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从 320/

人·月提高到 380/

人·月；“五老”人员

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职工

的生活补助标准从 500 元 / 人·月

提高到 700 元 / 人·月。（区民政局）

音 同日，区人口计生局与福建

刺桐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合

同》，由刺桐律师事务所调派专业律

师或律师助理每周驻局办公 2 天，

提供法律服务。

（区人口计生局 洪元元 陈艺芳）

音 同日，金龙街道龙古路便民

一条街投入运营，设置 150 个便民

摊点，容纳原南高渠两侧流动摊点，

由赤土社区老人会负责日常管理。

（来源：东南网）

音1 月 5 日，鲤城区成立职工

技术协会，福建泰克通信有限公司

总经理黄嘉鸿当选会长。

（区总工会 李晓云）

音 1 月 10 日，鲤城区为部分重

点项目举行奠基、开工、竣工剪彩仪

式。其中，池峰路二期工程、格来德

工业园竣工；池峰路七支路和区文

体活动中心开工；新天·城市广场、

韩彩总部大厦和延陵小学奠基。

（来源：泉州晚报）

音 1 月 13 日，区委书记苏庆赐

带领区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走访慰

问部分离退休老干部、特困党员。是

月，区委、区政府各级部门分别开展

慰问特困户、优抚对象、孤寡老人、特

困职工、劳动模范、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计生特困户、重点企业等活

动。 （来源：鲤城区政府门户网站）

音 同日，江南高新园区新增一

家高科技企业集团总部———泉州铁

通电子集团公司，位于园区紫华路，

占地 20 亩。（来源：鲤城彩信频道）

音 1 月 21 日，鲤中街道被国家

人口计生委授予“第一批全国人口

计生依法行政示范乡镇（街道）”称

号，全国 548 个、全省 13 个乡镇（街

道）获评。 （鲤中街道 黄文武）

音 1 月 30 日，鲤城区确认 22

家企业为 2012 年度上市后备企业：

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福建钧石能源有限公司、泉州

佰源机械有限公司、泉州奇星机械

有限公司、超越服饰（中国）有限公

司、文创太阳 能

（福建） 科技有限

公司、泉州华硕实

业有限公司、泉州泽仕通科技有限

公司、日春股份公司、泉州市东大

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泉州市桑川电

气设备有限公司、泉州市精益鞋业

服装有限公司、泉州七星电气有限

公司、福建田中机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泉州百来太阳能有限公司、

福建八达通鞋材轻工有限公司、福

建泉州市华远电讯有限公司、泉州

顶星鞋服有限公司、泉州市集英保

安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光微通信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梅洋塑胶五

金制品有限公司 （区发改局）

音 是月，区政府区长黄阳春、

副区长陈财水带领区直有关部门负

责人员督促检查辖区重点行业、重

点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来源：鲤城区政府门户网站）

音 是月，泉州七中、泉州科技

中学入选台湾辅仁大学公布的首批

获得“大陆地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

制”资格的学校名单，每年可获得 1

至 3 名推荐名额。

（来源：鲤城彩信频道）

音 是月，泉州市第七中学入选

由福建省知识产权局、教育厅、科学

技术协会联合评审的“2011 年福建

省知识产权试点中小学”名单。

（区科技局 金伟玲）

音 是月，泉州市铁通电子设备

有限公司的“具有同、异频转发功能

的光纤直放站”专利项目获评福建

省政府颁发的 2011 年度专利奖三

等奖。 （区科技局 金伟玲）

音 2012 年春节“黄金周”期间，

鲤城区接待境内外游客 18.4 万人

次，受阴雨天气的影响，同比减少

16.8%，旅游住宿设施客房平均出

租率 88.9%，其中短线一日游游客

所占份量较大。辖区内旅游以宗教

朝圣游为主，源和 1916、六井孔音

乐创意产业园等文化创意品牌成为

辖区旅游新热点。期间全区未接到

重大投诉案件，无重大旅游安全事

故发生。

（来源：鲤城区政府门户网）

◎仲君、乐怀 / 辑

笔者以为，东街旧泉山书院（明

清改为晋江县学）不是朱熹创建的。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

家。今据《福建通志·列传·朱熹本

传》，先看看他一生的行迹：

朱熹建炎四年（1130 年）九月十

五日生于福建尤溪，后徙居建阳。绍

兴十八年（1148 年）登进士第，二十三

年以迪功郎任同安县主簿，二十六年

卸任后继续居留同安等候调动。期

间，他经常因公私事务在泉州一带活

动，如常到石井镇（今安海镇）寻访其

父朱松（曾任监石井镇事）生前事，与

朱松生前友好讲论经义。因为朱松、

朱熹父子倡导，安海士子好学成风，

后称为“二朱过化”。又如常到城北温

陵小山、东街天宁寺（址今泉州第一

医院）讲学，及与友人如傅自得游山

玩水。二十八年受命监潭州南岳庙。

此后直至淳熙五年（1178 年）知南康

军事，前后奉祠、家居几二十年，据陈

宓《朱文公祠记》朱熹偶尔还到闽南，

“趋风承教之士不少。”以后宦海升

沉，至绍熙元年（1190 年），转朝散郎，

赐绯衣银鱼，改知漳州，方回闽南。嗣

因行经界受阻，及遭子丧，二年便离

开福建，除祕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

宫。以后又历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

焕章阁待制、实录院同修撰，官终祕

阁修撰。庆元六年（1200 年）三月甲

子，寿终正寝，终年七十有一。

综上所述，朱熹在泉州活动时间

集中在绍兴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除

讲学外，笔者未见史志（除现代版《鲤

城区志》外）有朱熹在泉州创建

书院之记载。

据《泉州府志》记载，泉山书

院，为知州兼南外宗正司宗正赵

希侘咸淳二年（1266 年）丙寅（虎

年）在天宁寺旧址创建；新编《泉

州市志·教育志》以为咸淳三年

丁卯（免年）知州赵宗正以朱熹

主簿同安时过化泉州，即改是地

的天宁寺为泉山书院；《鲤城区

志·大事记》则以为是咸淳四年

戊辰（龙年）朱熹建，《鲤城区志》

记载有误，十分明显。

◎舒扬 / 辑

编者按：本刊 2012 年第 1

期（总第 19 期）第二版《龙年·

事象———泉州历史上的龙年辑

要》中有则：“南宋咸淳四年戊辰（1268

年）朱熹在泉州东街建泉山书院（清乾隆

七年重修时改名温陵书院），并为小山丛

竹书院书匾。”这一记载有误，蒙杨清江

先生指正，深表谢意，亦以此致歉读者。

由于引文出自《鲤城区志》上册第 27 页

第 8 行，志书编纂工程浩繁，失误难免，

相关修订事项恳请热心乡土文化人士踊

跃参与，本刊专予提供交流争鸣平台，欢

迎各界多予批评指导，共襄“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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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重点企业代表

区工商联会长陈庆元发言

志 坛 动 态

泉 州 五 祖 门
姻 蔡永怀

姻 杨清江

2 月 19 日，《李贽的进步思想

及其批儒批孔问题》学术座谈会在

泉州举行，福建师范大学陈祥耀教

授作讲座。此次活动由泉州文库整

理出版委员会、台盟泉州市委会、

泉州市李贽学术研究会联合主办。

经陈教授同意，特将其专题发言摘

录刊登如下：

关于李贽思想的
进步性

李贽是明代中后期卓

越的进步思想家，其进步思

想的核心出发点主要有求

真实、求公平、主张发展、主

张兼容四个方面。

从“求真实”观念出发

的有：1. 反对束缚人类本性

的专制政治和虚伪礼教，主

张“ ”，“ ”。他批

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封建统治者、

虚伪道学家、迂腐的儒者。

2. 要求重视保障人民的生活

需求，由此特别赞许“ ”。

3. 反对无实效、务虚名的空

头政治。他认为政治事业，以能使

人民得实惠、国家收实功为最重

要；务虚文、发高论，守陈规，无谋

无才，言不能行，于事无补，都是

有害的。所以主张在一定条件下，

用人可以先“惟才”不“惟德”。

4. 提倡表现纯真精神的文学

艺术。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在文

学艺术中都要表现真心，即所谓

“ ”。童心“ ”。若失却

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

却真人。

从“求公平”观念出发的有：反

对贵贱、男女不平等的观念。认为

“ ”，“

”。“

”；圣人所能做到的，一般

男女百姓也都能做到。又不

能说男子见识尽长，女子见

识尽短。

从“主张发展”观念出发

的有：反对一成不变的是非

标准。认为是非标准因具体

情况不同与时代变化而异，

汉唐宋三代咸以孔子的是

非为是非，是违反社会历史

发展的错误观念。

从“主张兼容”观念出

发的有：有多种反潮流、反

正统的言论。这种言论，有表现于

论述事理的，如从各类从业者的心

态，肯定人的“私心”，认为商人不

可轻视等；也有表现于对历史人物

的评价。

辩证理解李贽思想的
复杂性

1. 在哲学的本体论方面，李

贽思想混杂着唯物与唯心色彩，但

主体是朴素唯物论。他一方面认为

山河大地，皆是“ （下转第 3 版）



第七集《志在四方》

中国方志的巨大价值历来

为国外收藏机构所重视。自明

末起，中国方志便开始成为海

外机构的主要收藏对象之一，

他们或金钱相购，或刀枪相逼，

怀揣不同目的的收藏者通过各

种渠道实现了对中国方志的占

有，长此以往，中国方志逐渐形

成规模可观的海外馆藏。那些

不熟悉或者不了解中华文化的

外国人，最初就

是通过认识方

志来进一步解

读中国的。

百年近代

史，是包括方志

在内的中国文

化典籍外流最

严重的时期，遍

布日本、北美、

欧洲、大洋洲，

直到今天，都无

法知道中国地

方志究竟被多少国家收藏。

如今，这些漂泊海外的方

志已经成为外国人研究和解

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

角。在占有方志的基础上，日

本、美国等国学者开启相关研

究，东方汉学得以推进，中国

方志在异域之邦绽放出无穷

的文明之光。

浙江湖州皕宋楼曾是清末

四大藏书楼之一，原藏有宋版

书二百余部、元版书四百余

部，其他明以来的珍贵典籍四

千余部、二十多万卷。它以二

百余部宋版书为傲，故取名皕

宋楼。皕宋楼珍藏的地方志达

四百余种，《重修毗陵志》是其

中之一，这部书是宋代原刻孤

本，珍贵异常，如今被收藏在

日本东京都的静嘉堂文库，这

是日本收藏中国宋元古本最

丰富的著名图书馆，而这些宋

元古本，就是一百多年前来自

皕宋楼的精华。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被

誉为日本中国学的发源地，而

中国的古代志书正是其研究基

础。

早在遣唐使时代，就有中

国图经、地记传到日本，也成为

日本仿效的对象。编纂地方史

志，成为日本各地的传统和时

尚。1623 年，日本长门藩的第一

部地方史志《长门国志》完稿，

其体例、内容编排与中国方志

如出一辙，成为日

本日后地方史志

编纂的范例。

在日本幕府

时代，殖产兴业成

为中心政策，内涵

就是奖励开垦，增

加经济作物的种

植；而广袤中华大

地在各种自然地

理条件下开展农

耕的经验

和 实 践 ，

各地志书

也记载了

这 些 内

容。 1693

年，幕府

决定开始

从中国地

方志中收

集各种相

关 资 料 。

日本将来自中国的商船称作唐

船，运来的书籍叫做唐船持渡

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中

国的地方志。收藏于日本的中

国志书大多有红叶山的印记，

这是幕府时期政府图书馆红叶

山文库的标记，唐船运来的中

国方志，大多是幕府的将军指

名订购，用于研究中国的物产、

制度。

无论是遣唐使还是唐船持

渡书，千百年来，源自中国的地

方志，影响着日本文化的发展

足迹。这一切，也成为日本地方

史志所记载内容的一部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

书馆是收藏中文文献最丰富的

海外图书馆，在其收藏的一千

六百五十种地方志中，不乏一

些罕见的版本。如：“光绪年间

（1907 年）出的《山东乡土志》，

里面包括了山东好几个县的乡

土志书。当今，这套书不论在国

内或是海外的图书馆，一般都

不多见。”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馆

藏中，方志是重要的一部分，一

共有三千多种，除了一般的州

志、府志、县志以外，还有一些

寺志、道里志或者是商图志，甚

至于跟舆图有关的志书，可以

说涵盖了中国各个时代、各个

区域，体例涉及各个类型，其中

有二百种是罕见版本。

◎仲君、祖瑞 / 整理

泉州市区花巷底、濠沟墘西

侧向南处原有一亭，曰“真济亭”，

亭子适在子城的外濠上，为花巷

通许厝埕大路所经，旧时乃小吃

摊、说书摊、压十二字（赌摊）、卖

卜、解签诗等小摊皆丛聚其间，热

闹非凡。此亭为南宋泉州太宋真

德秀所建，太守自题匾额“真济

亭”三字，立式，树在亭北额，字迹

清奇古朴，似朱文公。

真德秀（1178—1235）字景

元，后更为希元，福建浦城人（今

浦城县晋阳镇人），生于宋孝宗

淳熙五年。本姓慎，因避孝宗讳

改姓真。真德秀是南宋后期与魏

了翁齐名的一位著名理学家，也

是 继 朱

文公(熹)

之 后 的

理 学 正

宗传人，

他 同 魏

了 翁 二

人 在 确

立理学正

统地位的

过程中发

挥了重大

作用。真

德秀两度

知 泉州，

广 施 德

政，主编“清源文献”；整饬海防，

惩治海贼；对外商实行了优惠政

策，减免了许多不合理的征税，为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发展

作出重大贡献。

宋端平二年（1235 年），真德

秀病逝于京都临安，谥文忠。泉

州人民为纪念他的功德，在真济

亭塑像纪之。 后来,真济亭衍化

为民间信仰宫庙，成了当地的境

庙，初祀真德秀，后改祀赵天君。

花巷至新路埕一带，也因之称为

“真济境”。有的资料称该地为

“真济铺”可能不够准确。严格地

说应该是“育才铺真济境”。因北

宋的泉州孔庙府学，一度迁在本

铺，当时称育才坊，培育人才而

得名。或许是因为育才铺只辖真

济一境，所以才会误认为是“真

济铺”。

真济境的境域包括花巷、小

黄门、下林庙、许厝埕、新路埕、

留府埕、关刀埕等，所以旧时称

真济七个埕。

真
济
亭

蔡 才 厚

蔡 才 厚 （1945—

2012 年）泉州市丰泽区

人。1974 年 10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62 年 7

月—1977 年 10 月 ，历

任泉州市北峰公社群峰

大队团支部组织委员、

民兵连长、肖厝生产队队长、党支部副书记、书

记。1977 年 10 月—1980 年 12 月任泉州市北峰

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80 年 12

月—1984 年 3 月任北峰公社党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1984 年 3 月—1987 年 7 月任北峰公社

党委书记，1987 年 7 月—1991 年 1 月任泉州市

鲤城区委委员、东海乡（镇）党委书记，1991 年 1

月—1993 年 2 月任鲤城区委委员、副区长，1993

年 2 月—1994 年 1 月任鲤城区委副书记、代区

长，1994 年 1 月—1997 年 8 月任鲤城区委副书

记、区长，1997 年 8 月—2002 年 10 月任鲤城区

委书记，2003 年 3 月—2006 年 1 月任鲤城区委

调研员；2006 年 1 月退休。2012 年 2 月逝世。

蔡才厚青年时代就投身党的事业，长期担任农

村基层领导，关心群众生产生活，为基层群众谋

福利，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文革期间，他立场

坚定、旗帜鲜明，在群众中有较高威

望。蔡才厚在领导岗位上，自觉践行

为人民服务宗旨，恪尽职守、勤政为

民。担任鲤城区区长期间，他解放思

想，求真务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性开展工

作，为鲤城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担

任区委书记时期，他针对区划调整后的实际情

况，提出跨江发展战略构想和“五年重造一个鲤

城”奋斗目标，鲤城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

有新的发展，提前一年完成“重造一个鲤城”的奋

斗目标。在其任内还先后建成江南、火炬、仙景 3

个工业小区，开拓了鲤城发展的领域和空间。

◎区委办 / 供稿 祖瑞 /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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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事象
———泉州历史上的龙年辑要②

四

月，晋江、惠安地震，五月复震，八月又震。是

年，江夏侯周德兴在泉州建海防一卫五所十

六司。

明廷在

泉州设织造局，址在今泉州市区西街古榕巷

内(正统元年丙辰 1436 年)。

福建市

舶司由泉州迁置福州。近四百年的泉州市

舶史到此结束。

佛郎机

(今葡萄牙)商人开始来泉州贸易。

一

二月间，泉州地震 6 次。五月，泉州南门十

字街火灾，大火延烧四街，烧死十余人，烧

毁民房 570 余间，露宿缺食民众 4600 余人，

损失财物 10 余万两白银。

倭

寇入侵泉州，泉州卫指挥使童乾震引兵迎

战，因援兵不继而战死。

邑人黄

凤翔中进士第二名，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一

生编著有 《嘉靖大政记》、《嘉靖大政编年

录》。

十

一月，自初二初震，至初九夜戌（20 时）大震，

是夜连震十多次，地裂数处，清源山等地裂

处涌出含硫磺味的沙水，持续半年方息。城

内外庐舍倾圮，此次地震为泉州有史载以来

最大的一次（泉州湾外海震中 8 级）。

泉

州东街人何乔远撰《闽书》(为第一部福建省

志)告成。何乔远，万历十四年进士，官至南

京工部右侍郎，著有《狱志》、《武荣全集》、

《闽书》、《名山藏》等。

九月，

郑芝龙为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率部降

明，任海防游击。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泉州市志·大事记》、《鲤城

区志·大事记》

◎书涵 / 辑

花 巷

泉州市区中山中路左侧（承

天巷对面），有一条东西走向的

街巷。连接许厝埕、新路埕，直通

新华路，现在许多人把它统称为

“花巷”。

唐代，泉州子城有四

门，南门曰“崇阳”（曾改禄

蒸），此巷在其西侧。唐宋

时期，崇阳门以西并无花

巷之名。元代，崇阳门下有

重兵把守，西侧有官屋，供

屯驻军兵居住，他们大部

是蒙古人和色目人，时人

就把他们驻扎的地方叫“蒙古

巷”。元明鼎革后，人们出于民族

隔阂和报复心理，此巷不再叫

“蒙古巷”，而用闽南语的谐音叫

“梦粿巷”，又俗称“卖粿巷”。

清末民初，由王阿城开设的

万盛扎花店在巷中落户，随之有

万源、金凤等等，巷中扎花店多

达 40 多家，成为卖花专业巷。蒙

古巷名逐渐被人们淡忘了，“花

巷”成为新的巷名。

1924 年泉州开始旧城改造，

崇阳门拆除。1926 年花巷大火

灾，两旁店屋烧毁殆尽。灾后，市

政局趁此规定宽度，业主盖屋不

得超出规定范围，于是辟成新路

至于井亭巷口接许厝埕，全长

260 公尺，宽约 7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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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湖州皕宋楼

泉
州
古
街
巷

泉州城内，明分为三十三铺，清

分三十六铺，真济铺就是其一

（亦称育才铺真济境），地居

城中心偏西，子城墙外西南

郊。地面宽广，巨厦栉比，名

埕有七个。

留府埕 在鲤城区政府内西

侧，系五代留从效后人府第。后虽代有改建，而埕

址未曾移易。明末清初遗留下“七部棺”，直至民国

间才下葬。原来地颇荒僻，50 年代拆建为地区行政

公署，现为区政府驻地。

许厝埕 从井亭巷南口起西延至水尾楼止

这一大段宽路，尽铺板石，共七、八个大埕，统称许

厝埕。清初皖赣总兵许盛府第建此，巨厦三座，配

以三个大石埕，居于路东段，遂统称许厝埕。旧时

立有石坊，额曰“劳绩懋著、矢志忠贞”。传说，清初

许氏掘地得窖钱八十余万文，全部献公，政府褒其

忠廉，拨十余万添足百万赐与，故俗呼“许百万”。

后来仅存祠宇，余屋已改建。

小黄门埕 位于花巷中段南向的小巷内，即

泉州酒店东侧，原挂一匾书“黄门”二字，房主林

姓，明代当过黄门史者。黄门，官署名，供奉天子的

职官署，有黄门侍郎、黄门给事中等官，简称“黄

门”。其府第前的埕地名化而称为黄门埕。为区别

于百源川池旁的黄门埕，遂冠一“小”字。

丁厝埕 清初著名诗人、户部郎中累官至湖

广按察使丁炜之宅埕，在庄府巷西端，座南面北，

埕面不大，宅后有假山、钓鳌亭。50 年代埕面大部

分围入行署大院，丁厝埕便成了丁厝巷。

太仆埕 该埕紧邻丁厝埕。据传系丁所建，

欲以赠给太仆卿居住，可能是为招徕明遗臣沈光

文而建，其规模体式与丁厝无异。而

该太仆终未来住，该厝由丁氏

族人居之。另据《泉州古城踏

勘》载，丁厝埕之东，有座三

开间二落古厝，该屋北地名

“太仆”。太仆姓黄，名徽胤，明

南京礼部尚书黄凤翔孙，崇祯十年

（1537 年）进士，明户部主事，清兵部侍郎，因尝

官太仆寺卿，其第人称“太仆宅”，后衍为地名。

砖仔埕 早期许厝埕无尾，西端是一条从水

陆池往南经水尾楼、过金鱼巷入八卦沟的大水沟，

沟旁有一小路可由新路埕通往金鱼巷。小路的南

段叫做“古树下”，又因两旁龙眼树荫蔽，人呼“乌

暗巷”。小路中段西侧近乌暗巷处有一大厦，其埕

独用砖铺，俗呼“砖仔埕”，后来屋埕皆废，原址在

今市建公司一带。清末曾有洪姓官吏賃居。故亦曾

呼为洪厝埕。

新路埕 许厝埕原来西止于大水沟，后来巷

西端新开一条路，西趋宏博巷，新建大厦数座，各

建有埕，埕虽大又新，但主人家均无甚名气，群众

总称为新路埕。

真济七埕另有一种说法是：留府埕、丁厝埕、

太仆埕、小黄门埕、许厝埕、新路埕、关刀埕。或许

是砖仔埕早就不存在的缘故，就把砖仔埕换成了

关刀埕。

关刀埕 关刀埕在金鱼巷西端。原系明末清

初爆发户曾章官住宅，宅不大，位于转弯处，埕地

不足，西南角成弧状，形似关刀故名，现屋及埕均

辟为新华路。

（资料来源：陈允敦《泉州名埕》 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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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济七埕

（上接第 4 版） ”。另一

方面认为心中物相清净本源不能离开山河

大地。其表述朴素唯物论思想最明显地体现

于“ ”一句。

2. 在认识论方面，李贽不是片面的先

天论者。他肯定人皆有“ ”，要保持“童

心”、“真心”，不可轻受外来“闻见道理”的影

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又很重视后

天学习。他终生勤奋，老不废书便是明证。他

肯定人皆有“生知”，是为人民求平等；否定

“道理闻见”，是要人们在吸收闻见中，要保

持“真心”，提高善性；勿滋长虚伪之心。

3. 在人生论方面，对公与私、情欲与义

理、功利与道德的关系的看法，也不是片面

的。他强调“私”，是为人民合理的“私人权

利”而呼吁；强调“情欲”，是为了解放被束缚

的人性，并非提倡片面的纵欲；强调“功利”，

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公共利益，并没有否认合

理的道德规范和儒家所提倡的“仁义”。

4. 在人性方面，既主张人性本善，又说

天下恶人多，愚人多。

5. 在历史观方面，既对人类社会持发

展的观点，又有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因素；

既破除迷信，又有“因果报应”及鬼神之

说。既同情官迫民反、农民起义，又把一些

农民起义首领称为“盗贼”、“妖贼”；既反

对君主专制的黑暗统治，又歌颂明初的几

朝皇帝。

以上这些矛盾现象，还要以时代背景、

个人因素去探讨它的对立统一或者是局限

性的关系。

李贽批儒批孔的实质

因受极“左”思潮及“四人帮”搞“批孔

批儒”的影响，人们对李贽“批儒批孔”的

问题，认识存在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学术

风气有了改变，对此应该进一步作客观的

探讨。

李贽批评儒者是事实，还以最激烈话语

批评说，一些儒家“ ”，“

”，最为无用。但他批评的是

一部分儒者，如“伪儒”、“鄙、俗、迂”之儒，并

不是否定全部儒者。

他批评孔子最激烈的话是“咸以孔子之

是非为是非”，但他是批评后人不能因时制

宜，死守孔子的“是非”标准，而不是批评孔

子的“是非”标准本身的错谬，更没有把孔子

排除于圣贤之外。

佐证李贽“批儒批孔”并没有整体否

定儒家、真正否定孔子，有以下几项重要

内容：①李贽著作中存在大量称赞孔子的

话；②对于儒家经籍，李贽不但有赞许之

辞，且曾著书加以阐发；他的一些重要思

想，也与之有渊源关系。③李贽受道释两

家影响深，甚至剃发居佛寺，成为半僧半

俗的人，但他思想的积极面和最后归向仍

为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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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