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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在2004年独自来到
一个叫厄瓜多尔的国家，林其不知道
这个国家在地球的哪里，不知道这个
国家是什么模样。

时间转眼过去15年，他对这个国
家不仅十分熟悉，而且有了深厚的感
情。他喜欢厄瓜多尔的天空，喜欢厄
瓜多尔的海洋，喜欢厄瓜多尔的风土
人情……

一

1978年，林其出生在福清市江阴
镇浔头村，父母都是农民，看到村里很
多人都到外地去寻找更好的机会，林
其的父母也带着林其和妹妹到了河南
讨生活。

他们在河南林州市投资了加油
站。那时中国的交通大多是以普通公
路为主，因此加油站的生意很好，他们
投资的加油站数量逐步增加达到了4
家。当时高中刚毕业的林其时常能看
到他们家的加油站前排着很长的车
队，父母经常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

2003年，他们家的加油站被收购
了，全家人又回到了福清老家生活。

这时一个念头在林其脑海里萌发了，
他想去更远的地方走走，到国外去看
看，于是他选中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国
家——厄瓜多尔。

2004年，林其来到厄瓜多尔，刚到
首都基多时，就遇上了厄瓜多尔因经
济危机而引发的全国大罢工，大街上
到处是抗议游行的人群。从来没有见
过这种“大场面”的林其格外害怕，他
紧张地躲在旅社里不敢出门。

虽然紧张又害怕，但林其没有选
择逃避和离开，反而觉得越是危险的
地方，越有挑战性；越是不被人看好的
地方，也许越有商业机会。

厄瓜多尔是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
国家，由于各种因素，社会一直比较动
荡，以至于国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甚
至到了取消本国货币、使用美元作为
流通货币的程度。

林其初入厄瓜多尔时，那里的中
国人不多。躲过了大罢工之后，他就
去考察了当地的商品市场，他发现这
里大多数的货物都来自美国和墨西
哥，中国商品只有很少一部分，仅是凭
着这条信息，林其就觉得“可以在这里
投资”。于是他马上到当地政府部门
注册了公司，并开了一家商店，卖起了
中国制造的包和饰品。

二

一年多后，林其离开了首都基多，
来到了海港城市瓜亚基尔。瓜亚基尔
市是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太平洋沿
岸的主要港口，位于国境西南部瓜亚
基尔湾内瓜亚斯河右岸，被称为“太平

洋的滨海明珠”。
很 快 林 其 在 商 业 街 奥 美 多

（OLMEDO）开了两家店，面积分别是
240平方米和150平方米，店铺前半部
分做零售，后半部分搞批发。从那以
后，林其每年都要从广州和宁波进口
中国商品，最多时一年有30-40个货
柜 ，每 个 货 柜 的 货 物 价 值 基 本 在
150-200万人民币左右，一年算下来，
进口额近4500万人民币，在当地算得
上是大进口商了。

15年过去了，如今在厄瓜多尔市
场上的商品70-80%都是中国制造，而
且这个势头还在进一步的扩大。林其
说，且不论厄瓜多尔别的城市，仅是他
所在的瓜亚基尔奥美多大街，现在就
被当地人称作了“唐人街”，因为在这
条仅长1.2公里，宽20米，通向大海的
街道上，就有中国商铺300多家。

三

所谓的“唐人街”，表面上看是有
中国商铺、中国商品，以及来自中国的
面孔，其背后集结的是中国特有的理
念和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开放的脚
步一步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
入了这个南美洲国家。

2012年，林其等一批早期来到厄
瓜多尔的福建人成立了厄瓜多尔福建
同乡会，林其担任副会长。据统计，厄
瓜多尔人口有1700多万人，中国人约
有12万。林其表示，大家发起成立这
个同乡会的首要目的，是要将远道而
来的福建人团结起来，组建成一个共

同的“家”。因为无论是从福建什么地
方到异国打拼的商人，都有着共同的
家国情怀。在林其这些福建商人眼
中，“同乡会是聚合起他们这些‘正能
量’的地方”。

到了2016年，为了进一步扩展社
团的功能性，原有的“厄瓜多尔福建同
乡会”改名为“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
（下简称“总商会”），林其担任了第二
届总商会的会长。

总商会成立后，很快得到了当地
华人社会的肯定，因为其所开展的各
项工作有效地解决了很多当地华侨华
人的问题和矛盾。林其很自豪地说：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商会真正做
到了‘零纠纷’，这也让总商会得到了
中国驻瓜亚基尔总领事馆的表扬和肯
定。”

作为一个由福建籍乡亲组成的商
会，大家都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所
以在开展商业活动时，总是会优先考
虑与家乡福建进行“关联”。2019年，
以福建省贸促会会长陈震为团长的福
建省贸处会代表团访问厄瓜多尔时，
就与总商会签订了合作意向。

2019年，总商会举办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中国驻
瓜亚基尔总领事张滔应邀出席。庆祝
活动的地点设在了瓜亚基尔最大的中
国餐馆里，近500人参加了当天的活
动。

如今在总商会的会议室里，挂着
两面旗帜，一面是厄瓜多尔国旗，另一
面则是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就是这两面旗，时刻提醒着和林其一

样侨居在外的海外乡亲，自己身居何
处，心爱何物。

四

如今，林其和妹妹两家人都在厄
瓜多尔生活，老家福清只留下了母亲
孤身一人。兄妹俩曾劝母亲到厄瓜多
尔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母亲舍不得自
己熟悉的环境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于是林其与妹妹就轮流回家乡陪伴母
亲，并兼顾组织货源。

2019年比较特别，林其在老家呆
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原因是林其为
老家浔头村捐资新建了一条村道，200
米长、4米宽，林其不仅是捐款者，同时
也是施工监理者，每天都在为此奔波。

林其说他之所以在意这条村道，
是因为这里是自己出生和生活过的地
方，他对这里充满感情，想为这个村庄
献上一份自己的礼物。

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有1万多
公里远。往返两地，要转机两次，从上
海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要乘坐11个小
时的飞机，从阿姆斯特丹再飞到厄瓜
多尔的首都基多又要12个小时，所以
每次林其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就
感觉是前往了天涯海角。

如今路途还是那么遥远，但生活
在厄瓜多尔的华侨华人却觉得祖（籍）
国和家乡与自己的距离很近。林其
说，几乎所有生活在厄瓜多尔的华侨
华人家里都有中国产的机顶盒，可以
收看所有上卫星的中国各地电视台节
目。林其还说，他母亲现在微信视频
聊天用得很熟练，与他们视频通话时，
就感觉远在天边的亲人，近在眼前。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情感，生
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更是如此，这些
剪不断、离不开的亲情、友情、乡情维
系他们与家乡、与亲人的情感，传承着
文化、延续着情谊。（林小宇 兰楚文）

天涯海角别样情
——访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会长林其

本报讯 莆田市日前出台10条措施，从
信贷支持、费用减免、复工补助等方面加大
对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助其渡过难关。据
莆田市政府负责人介绍，这10项措施旨在
积极发挥中小微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
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生产经营、共渡
难关。

在信贷支持方面，各银行机构对有发展
前景、但受疫情影响较大而暂时受困的中小
微企业，予以展期或采取无还本续贷等方式
提供信贷支持，不得抽贷、压贷、断贷，确保
2020年对中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低于2019
年同期余额。

各银行机构对资金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
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影响。
对生产“三必须一重要”重点生产领域资金困
难的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利息予以贴息
50%。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国家重点医
用物品和重点生活物资企业名单，争取优惠
利率专项再贷款。

在扶持中小微企业复工生产方面，莆田
市政府规定，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中小
微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5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
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返还标准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
金和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确定，政策执行

期限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疫情期间，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

的中小微工业企业，房租给予免收，其他行
业房租减半。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
业主（房东）为租户减免租金，减免部分计入
业主个税抵扣。

“中小微企业在生产疫情防控物资中起
了重要作用。”莆田市政府负责人表示，对转
型生产疫情防控物资的中小企业购置的设
备予以加大补助力度，对生产的物资予以兜
底采购，对采购原辅材料予以协调周转资金
支持。对困难企业复工生产的，予以电费优
惠和招工补贴。

（郑良）

莆田出台10项措施助中小微企业渡难关

崛起的连江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
在 连 江 定 海 湾

畔，一座山海运动小

镇运动小镇正在建设

中，其中项目一期已

投资约22亿元，建设

面积45万平方米，正

在打造以山地运动和

海上体验为核心，汇

聚众多精品健康运动

项目的海上福州健身

休闲产业示范基地和

宜业宜游宜居美丽特

色小镇。

据悉，位于连江

县黄岐半岛的筱埕镇

蛤沙村，面朝大海、背

枕青山的定海湾山海

运动小镇，曾是福建

省重点项目，福州首

批市级特色小镇，以

及连江县落实“对接

国家战略建设海上福

州”的重点项目。

（林潞 图/文）

据中新社消息 中国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受到海
外统促会组织密切关注。西班牙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出《抗击

“新冠病毒”避免歧视倡议书》指
出，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应共
同抗击，避免歧视。

倡议书指出，1月30日，世界
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美国、加拿大、日本
等国陆续从中国撤侨，多家航空
公司取消飞中国航班。与此同
时，到中国探亲的侨胞陆续回到
各侨居国，在意大利等个别国家
发现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侨
胞，并出现歧视华人、辱骂华人的
严重情况。

倡议书呼吁，广大华侨华人
严格自我要求、从我做起，按相关
防疫要求去做，特别是从中国返
回侨居国的侨胞，要自觉隔离14
天。要主动与主流社会、主流媒
体交流，阐明观点和愿望，介绍疫
情概况，正确看待中国政府采取
措施抗击疫情的成效与决心，指
出这次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

倡议书还表示，海外华侨华
人感谢侨居国提供良好生存发展
环境，愿为侨居国作出应有奉
献。“结合各国实际情况，赞扬融
合，抨击歧视，合情合理合法阐明
我们的观点。”

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周一平与 Vila do Conde 市
政府举行联席会议，介绍中国政

府防控疫情的部分措施，并重点说明了疫情出现以来，在
葡华人社区不仅积极募捐物资支援祖(籍)国人民抗击疫
情，同时在里斯本等地设立隔离点，帮助从中国返回葡萄
牙的侨民进行自我隔离，争取将风险降到最低。

周一平希望大家正确认识疫情，不要恐慌，也希望能
够获得葡萄牙政府支持，给华人社区及商业活动予以保
障。

疫情发生以来，海外统促会组织持续密切关注中国防
控疫情情况。比利时、孟加拉国、墨西哥、摩洛哥、埃及、美
国、关岛、奥地利、哥斯达黎加、莫桑比克等地统促会组织
发起捐款捐物，购买口罩、护目镜等医用物资，支援中国防
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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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7月4日，厦门酷热难
耐，年过半百、来自南洋的闽籍华侨精
英林文庆博士就任厦门大学校长。当
晚，他召开师生座谈会，誓言要把厦大
办成一所“生的非死的、真的非伪的、
实的非虚的大学”。

茫茫华夏，积贫积弱。为了教育
救国，林文庆甘愿跳出舒适圈，在荒滩
野岭筹划建设大学，开启执掌厦大16
年的艰辛之旅，奠定百年厦大根基。

一

1921年 4月 6日，中国第一所由
华侨创办的高等学府——私立厦门
大学成立。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
举，前路布满荆棘，第一任校长邓萃
英上任1个月便辞职走人。坐镇厦门
的嘉庚先生焦虑万分，便想到自己的
挚友——“南洋数百万华侨中，而能
通西洋物质之科学，兼具中国文化之
精神者”林文庆博士，赶紧“数电之恳
请”，力邀其担任厦大校长。

祖国的呼唤声声急。摆在林文庆
面前，是孙中山、陈嘉庚促其回国的电
报：一为孙中山在广州招其担任外交
部长，一为嘉庚请其担任校长。林文
庆发了封电报给孙中山，请其代为决
定。中山先生复电，赞成他到厦大。

林文庆与孙中山是过命之交。祖
籍厦门海沧鳌冠村的林文庆，虽是世
居马来亚的第三代华裔，却拥有深厚
的中华情怀。他心系故国，1906年加
入同盟会，1912年初应孙中山电召回

国，到南京担任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
司司长兼任孙中山的保健医生。为了
新生的中华民国，他与中山“同住共
食”，日夜操劳，几个月后长出长长的
大胡子，他称之“共和胡子”，从此伴随
余生。

二

1921年初的厦大一片荒地，而彼
时的林文庆，正处于人生高光时刻，集
名医、学者、富豪、社会活动家于一身，
是银行、保险等多家公司主席，家产数
十万，年薪数万。

他毅然辞掉一切职务，抛下南洋
如日中天的事业，临危受命执掌厦大，
从事清苦的教育事业。陈嘉庚赞叹：

“毅然捐弃其偌大之事业，嘱托于人，
牺牲其主席之酬金，让而不顾，舍身回
国，从事清苦，力任艰巨。其爱国真
诚，兴学热念，尤为数百万华侨之杰
出。”

林文庆是陈嘉庚事业的引路人，
也是陈嘉庚精神的追随者，他俩志同
道合、心有灵犀。1922年初，在民族
英雄郑成功操练水师的演武场一带，
厦大第一批校舍建成，师生迁入。陈
嘉庚再下南洋经商，谋利支持办学，而
把厦大校务托付给了林文庆，从此一
别十多年。

按陈嘉庚的意志，林文庆运筹厦
大的建设和发展，酝酿制定厦大的“校
训”“校旨”，绘制校徽，设立评议会，实
行民主治校；采用董事会制度，调动各

界力量支持学校发展；不惜重金聘请
全国著名教授、学者，月薪高出全国一
倍，达400大洋。

坚持国际化办学，校内设施、院系
组织、课程设置以及教授的延聘，参照
欧美大学而设。厦大从初创时的师
范、商学两学部发展到文、理、法、商、
教育5个学院20多个系的学科架构。
后来的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基本上
都是在私立时期奠定。

林文庆不负重托，在厦门建立起
一座规模宏大的学府，十年之内完成
大小建筑物40余座，建筑面积4万多
平方米，学校许多建筑冠以儒家色彩
的名字，如群贤、博学、笃行、同安、映
雪楼等，启迪师生向善向上。

1926年6月22日，厦大举行第一
届毕业典礼，林文庆做《大学毕业生之
责任》的演讲，希望“诸君各抱至伟至
大之毅力、至勇至诚之愿望，各本所
学，各尽所能，为国家增光，为人民造
福。”他经常鼓励师生“唤起真正的爱
国心”“为民族奋斗”。

他真挚热爱中华文化，用中英文
著书立说，宣扬儒家学说，其治下的厦
大经常组织尊孔、祭孔活动，孔子的生
日被列为重要节日，全校放假，要求学
生“读孔孟的书保存国粹”。

在那个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林
文庆的复古风显然与新文化进步思潮
脱节；时光倒流 2500年，孔子在春秋
乱世周游列国不受待见，“累累若丧家
之犬”，林文庆重蹈孔夫子遭遇。1924

年厦大发生的“驱林”学潮，9名教授带
200学生离开厦大，到上海另办大夏大
学；1927年又因国学院纷争，鲁迅、林
语堂等离开厦大，刘树杞辞职去筹建
武汉大学。风不平、浪不静，厦大之舟
在波澜中航行，对林文庆的考验接踵
而至。

三

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陈嘉庚
的企业走下坡路。1927年，林文庆捐
出全年工资6000大洋，他的第二任夫
人殷碧霞捐出一块地；1932至 1934
年他2次组织教师捐薪水活动，与学校
共克时艰。他兼任鼓浪屿医院、厦门
中山医院院长，并在家中接诊患者，所
得悉数献给厦大。其实，任校长头几
年林文庆不领薪水，直到后来个人在
外产业亏损，才接受薪水。他四处奔
波、三下南洋，为学校筹款。“一年之
中，半年在校外，在南京、上海、福州、
广州、南洋5个中心点去接洽联络”，他
运用人脉，为厦大争取经费。

1934年，陈嘉庚企业破产，厦大
岌岌可危。林文庆不顾年事已高，再
下南洋募捐。随行的曾郭棠教师记载
了这段筹款经历：

“他（林文庆）每天都是在五时左
右起床，九点多钟出发工作，一直到晚
上一二点钟才得睡觉。每天都要沿门
叩户募捐，说了不少的话，跑了不少的
路。他甚至向他们这样说：‘我求你，
请你帮助厦大，为祖国培养建设的人
才！’他们才很受感动地答应了募捐的
数目！”

一位学贯中西、年逾花甲的长者，
放下身段，用乞讨一般的姿态为厦大
募捐。南洋百业凋零，林文庆筹款认
捐超过 33万元（实际到位 20万元）。
厦大不仅在经济上获得资助，更把名
声传遍南洋。

就这样，每当一个苦难来临，林文
庆总是挺身面对，绝不退缩，使厦大渡
过一个个难关。他达观淡定，博学多
能，爱护学生。发明治疗“香港脚”药
水，给不适应沿海潮湿环境的北方学
子治疗；毕业季，他邀请学生到家中开
茶话会，师生尽欢；夜色皎皎，他组织
学生在学校天文台观天象，仰望星空
探索宇宙奥秘。

林文庆躬耕不辍，孜孜前行，带领
厦大从草创迈向南方之强。“真才实学
的中外欧美学人都投奔到厦门。在军
阀气焰高涨的当儿，整个中国都笼罩
在黑暗里，只有厦门大学……稍露生
机，成为全国最有声望的学府。”面对
成就，他第一个提出并倡导学习“陈嘉
庚精神”，鞭策学生“造福社会与国家，
以求最大多数的幸福”。对于个人的
牺牲与奉献，却淡泊处之。

1937年厦大改为“国立”，林文庆
返回新加坡。从1921年7月至1937
年7月，从52到68岁，整整16年，林文
庆为厦大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留下了

一笔宝贵财富。他几乎把后半生献给
厦大，直到临终，对厦大痴情依旧，遗嘱
将新加坡“兀兰那块地的最大份额”和
鼓浪屿别墅故居捐给厦大，实现“为厦
大奋斗到死”的诺言。

在中国教育史上，像他这样任大
学校长时间之长、无私付出之多，实在
少有。

四

返回新加坡后，因年事已高，林文
庆没有出任公职，在接受记者访问畅
谈时局，或在广播电台作讲演时，人们
又能听到他谈儒说孔，为正义、和平发
出的呼声。他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呼
吁华侨尽己之力，帮助祖国，拯救同
胞。

1941年底新加坡沦陷，林文庆已
是72岁的垂暮老人，在日寇刺刀的威
逼下，违心接受“华侨协会”会长的职
务，筹集5000万元的“奉纳金”献给日
军，与他“止于至善”人生信条相悖。
但林文庆利用“协会”身份，掩护、解救
新马一些爱国华侨。太平洋战争3年
多灰暗时光，遮挡了林文庆的光芒。
战后，他闭门谢客，酒烧垒块度余年。

一生在中国、新加坡、英国历史上
留下了履迹的林文庆（1869年 10月
18日——1957年 1月 1日），在东南
亚创造了多项第一：作为获得英女王
奖学金的第一位华人，赴爱丁堡大学
攻读医学，成为获得英国医学学位的
第一位华人；是新加坡第一个采用西
药治病的华人，为照顾祖父母，放弃剑
桥大学研究岗位返回狮城兴办诊所、
药房，成为一代名医；开办马来亚第一
家树胶种植园，被陈嘉庚称为“马来亚
树胶之父”；是东南亚华商金融业先
驱，参与创办华侨银行、保险公司；是
华语运动倡导者，创办新加坡第一所
女子学校、华语夜校，促成印尼开办5
所华校；带头禁烟剪辫子，反对妇女缠
足，开风气之先，推动社会进步。他还
办报刊、社团，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
会长、华人议员、市政府委员、内务部
顾问……

1957年1月1日，林文庆逝世，终
年88岁。他告别了悲壮人生，世人并
没有忘怀。殡葬之日，新加坡政要亲
临吊唁，各族民众前往执绋者不计其
数。在新加坡，他的名字被用于命名
一种星鱼——“林文庆海星”、一种紫
薇花新品种——“林文庆紫薇花”。

他的第一任夫人黄端琼系辛亥革
命元老黄乃裳之长女，受到良好的中
英文教育。1896年与林文庆结为伉
俪后，支持并参与丈夫的社会改革事
业。他们的长子林可胜，在抗战时期
领导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抗战
胜利立下功勋。 （陈鸿鹏/文）

参考目录：严春宝：《大学校长林

文庆》；邬大光：《林文庆：创校与寻

根》；李力、刘霞：《<自强不息 止于至

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读后》

﹃
尤
为
数
百
万
华
侨
之
杰
出
﹄

林
文
庆
先
生
与
百
年
厦
大


陈
嘉
庚
（
右
边
三
）
与
林
文
庆

（
右
一
）
等
在
厦
门
大
学
。


厦
门
大
学
文
庆
亭

暖冬时节，我们几位老友来到被评入“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的古田县杉洋参观游览。车行驶
到了该镇街头后，呈现眼前的是一块巨大的石
头，上面写着“先贤过化之乡”。

小车继续往前，驶至杉洋村北门后山脚下，
看到一座崭新的粉墙黛瓦、古朴而恢宏的蓝田书
院。据介绍：蓝田书院始建于五代后唐约936年
间，是八闽最早的书院之一。史载：“唐员外郎永
贞县令余仁椿系杉洋人捐资鼎建”。书院落成
后，余仁椿考虑到寒门弟子求学之需，另

“留田七十余亩，岁入谷八十石”，收的田
租用来资助余氏家族中的读书人。此
后，蓝田书院还承担起对全村学子启智
教化的“开愚蒙”之功用。

南宋庆元三年（1197），理学家朱熹应杉洋门
人之邀，从建阳前来杉洋避祸和讲学，他所题的

“蓝田书院”4个大字刻于石块上，在此地播下了
理学的种子。朱熹白天读经论道，晚上则与门人
一起，在聚星台上观星象、谈国事。

元明清和民国时期，蓝田书院曾多次重修。
但是时势变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蓝田书院一
度作为杉洋公社创办的“农业中学”校址。后来
农业中学停办。1976年10月，一场大火毁了书

院，只剩遗址和朱子题的“蓝田书院”4个大字的
一块刻石。2011年，由余仁椿第三十三裔孙余云
辉博士捐资500万元在原址上重建。

如今的蓝田书院坐北朝南有两层楼。山川
秀色与古建筑艺术融为一体，布局合理、典型别
致、巍巍壮观。它成为杉洋人传承朱子文化等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和千年古村文化地
标。

走进大堂，只见正中挂着朱熹的画像。大堂

有数排学生课桌椅。大堂内两个高大深长的圆
柱上刻有朱熹题写“春报南桥创叠翠，香飞翰苑
野图新”和“学堂养浩凝清气，月窟观空静我钟”
墨迹。这四句诗充分展示了朱熹内心的强大和
性格的倔强，他虽然深处逆境，遭朝廷权奸打压，
依然不畏不惧的光明磊落大家风范。现在每逢
周末，还举办国学讲堂，听众济济一堂，传统文化
代代相传。

据传说，朝廷权贵韩傉冑派出的大内高手名

叫康太保，他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找到朱熹并就
地斩杀，康太保扮成武士一路向东。来到古田的
蓝田，进村后就听到蓝田书院里诗书之声传来。
康太保看见这幅景象颇受吸引并受感染。作为
一介武士，他十分崇敬和羡慕读书人，不论在朝
廷还是在市井，早就听闻朱熹显赫的声名是“帝
王师”。今日得见这位学界泰斗，已是荣幸。学
子门生如此之众，又如此受拥戴，怎么看都不像
朝廷说的“朱熹是罪人”“理学是伪学”……于是

不忍拔剑。
而朱熹见到康太保以为是新来的学子，招呼

他上前到讲堂参道。课后午时，朱熹留下这个新
入门的“弟子”吃饭。饭桌上只有一盘蕨菜，一碗
番薯米饭，再加一碟细盐。康太保不解。他以为
朱熹做过官，又是学界泰斗，怎么如此寒碜？朱
熹看出康太保的心思，当场念了一首五言绝句：

“乡井无兼味，盘飨粗菜好，白盐壮筋骨，蕨薯宜
养浩”。康太保听后，再次受到感动。他想若不

能斩杀朱熹，回去就是个死，于是决定保全朱熹，
自我了断，拔剑自刎于蓝田书院外。当地百姓感
念康太保的仁义举动，厚礼安葬，立庙祭祀。

朱熹先后两次来古田杉洋讲学，为古田县培
养了许多人才。有部分学子后来成为古田县各
个书院的掌门人。因此，杉洋也出了状元余复、
古田第一位进士李蕤。自宋迄清考上贡生、举
人、进士的达90人，并出现了张以宁、余正健、甘
国宝、曾光斗等一批历史风云人物。

我们在书院外面还看到为纪念朱熹
功绩的“墨迹亭”“洗墨池”。在院前看到
一口洗墨池呈椭圆形，池水净洁清新。
传说，朱熹在蓝田书院白天授徒讲学，晚
上读书写作，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朱

熹一直写作到半夜，仍不知疲倦。突然毛笔一
伸，却发现砚台里已无墨水，剩下黑黑硬硬的墨
汁。朱熹不忍心叫醒书童，自端起墨砚冒着风
雪，到院前的水池去清洗，然后再回到书院继续
写书。此后，只要山风吹来，水池里就会飘出阵
阵墨香，当地人认为这是朱熹晚上洗墨砚的结
果，于是将该池起名为“洗墨池”。朱熹为杉洋留
下很多楹联墨迹，如“忠孝廉节”“行仁义事”“存
忠孝心”等都弥足珍贵。 （潘群）

““先贤过化之乡先贤过化之乡””古田县杉洋镇古田县杉洋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