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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年前的后梁乾化元年，即公元911
年，闽王王审知升梅溪场为闽清县，把梅溪
汇入闽江之前的最后一块盆地作为县治的
所在地，赋予“梅城”之美称。梅城建县
1100 多年来，尽管经历了几个朝代的更替
与变迁，但作为闽清县的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一直不变。

一个城市，赖以成名的就是历史遗留
下来的痕迹。它们见证了城市的过去和现
在。梅城，同样在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遗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遗迹，让后人领
略了他千年的风采，也从中感受到了这座
城市传承中的一线文脉。

近千年前，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在梅溪
坪题刻下“梅溪”两个大字，成为遗留在这
座城市中最为珍贵的一处历史文化遗迹。
一座建于唐代的石塔，座落于梅城的台山
之颠，经明朝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重修，
至今也有472年的历史，为闽清地标性的历
史建筑。这座塔是县治的标志，以花岗岩
建造，七层约十米之高，古朴而雅致。但与
其它县的镇城古塔相比，规模略觉逊色,实
际上也体现着闽清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水平。

翻开梅城过去的历史，城区的形成，主
要是从历代增建的民房中逐步形成的街、
巷、铺、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历朝历
代公共建筑极少，大多以公众活动的民间
信仰场所和名人纪念堂馆为主。而在梅
城，过去最具有历史文化传承意义的古建
筑遗址就是位于过去县署旁边的文庙，现
在实验小学所在地的“龙江书院”，还有一
处就是位于南门外盘谷山麓，始建于宋代，
后于清朝移建于此的“二陈先生祠”，即现

在的“陈祥道、陈旸纪念堂”。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的四十多年间，梅城旧城改造工程进行得
如火如荼，小小的城池经过十多期的旧城
改造和新城建设热潮，梅城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一座崭新的城市在迅速地崛
起。与此同时，古街区古建筑开始从人们
的视野中逐渐淡化、远去，许多分布在城市
角落的古文化遗迹，也不断地永久性消
失。

对于一座古城来说，这就是经济发展
的双刃剑，由于发展和旧城改造的需要,一
些承载历史的珍贵遗迹或许就成为了人为
的牺牲品。今天，如果我们将这些古代的
遗迹从城市的版图上都抹去了，历史，就只
能在发黄的纸片上追忆。

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和
民族的文化脉络。隔断了历史文脉，当一
个全新的城市建设起来后，这个城市年轻
得几乎没有历史，没有文化内涵，那就令人
婉惜。

闽清由于城区地形地貌的特殊性，成
为全国罕见的一座袖珍山城。千余年来,古
城建筑在极小的一块区域中不断地翻新改
造，一直难以突破。近二十年间,我县实施

“大城关”战略，加快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但梅城与其他城市建设一样，难以摆脱城
市面貌日趋千篇一律，而这种单一面貌的
文化同样在吞噬着以历史城镇、历史街区、
古老建筑为标志的城市空间特色和民族文
化特色。如何处理好保护传统文化和城市
发展的关系，是许多城市必须面对和无法
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其像梅城这样狭小之
地，更加难以逾越。

站在今天，当我们回望过去，梅城曾经
形成的迎恩街、学前街、十字街、西门街、浮
头街的古建筑物大都面目全非。状元巷、
里仁巷、后坪巷、后葛埕巷、际留仓巷、南宅
巷、湖园同巷、浮桥头巷、下谢里巷等九个
巷道也已在大规模的旧城区改造中几乎已
淡出了历史。状元许将的故居、南宗五祖
紫清真人白玉蟾炼丹处等都已遗迹难寻。

作为文化的传承，宗教也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梅城尽管只是一块
弹丸之地，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过去
宗教寺院也同样遍布现在的城区范围之
内。除了天王寺、城隍庙、东岳庙外，历朝
历代还建有关帝庙、天后宫、白真人庙、广
泽尊王庙、土地祠等，这些建设均已圮毁。
过去的天王寺，曾经一度改建作为梅溪镇
的办公场所，现在已建成县邮政大楼，天王
寺移址改建到台山上。城隍庙也一度拆建
成城关电影院，现在又新建成了联通大楼，
城隍庙也幸运地易地安迁到台山。钟南山
的昭显侯庙即将军庙，也在拆拆建建中唯
一地在原地保留了下来，经与白青坑动迁
的五合殿的整合、重建，才有了今天的一处
堂皇的殿宇。这里崭新的建筑，或许人们
也只能从庙堂旁这棵苍老的古樟树的身
上，才能知晓他悠远的历史。

现在梅城历史文化传承的古建筑中，
保留最完整的是始建宋代，经清朝重修后
遗存的文庙，如今还完整保留了大成殿和
明伦堂两座古代建筑，在其背后的崇圣祠
等已圮毁。今天的文庙，已成为梅城不可
多得的一处文化活动场所。建于宋朝的

“龙岗书院”，后更名为“龙江书院”，就是现
在的实验小学，尽管古时的建筑早已无存，

但至今仍承载着梅城的一线文化脉络。作
为梅城历史以来纪念先贤的一处重要场所
——“陈祥道、陈旸纪念堂”，最近几年得到
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环境得到极大改
观。北宋时期陈祥道、陈旸兄弟俩分著《礼
书》150卷和《乐书》200卷，两部经典著作为
后世留下深远影响。清乾隆年间收入《四
库全书》，2008年被文化部列入《国家首批
珍贵古籍名录》，两位先贤自古以来倍受后
人尊崇，北京天坛神乐署显佑殿今天还塑
有陈旸的塑像，令闽清人引以为豪。宋代
开始梅城即有祭祀二贤的建筑，清朝又在
南门外盘谷山麓建“二陈”先生祠。1990年
7月县政府做出在原址重建“陈祥道、陈旸
纪念堂”的决定，经十年的建设，2001年竣
工落成。先贤文献之盛，影响之深远，是一
处令世人感受到闽清历史厚重的人文景
观。

旧城改造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空间变
得更美，但另一方面也容易破坏历史遗留
的美丽。如果仅仅以割断历史的文脉来换
取高楼大厦的林立，城市就只剩下钢筋水
泥的外壳，变得空洞而毫无内涵，那这个城
市也就失去其独有的魅力与价值。

今天，县委、县政府在保护性开发旧城
基础上，通过在梅城建设特色历史文化街
区，重拾历史记忆，让“梅城印记”，从一个
侧面打开了解闽清、认识闽清的窗口。也
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传承文脉，留住乡愁。

（陈世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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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城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有感

老师，你们像红烛，
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孩子们的前程。

老师，你们像春天，
把知识的春雨，

点点滴滴撒在孩子们的心田。
老师，你们像园丁，

把幼小的花朵，
浇灌成怒放的生命之花。
老师，你们像一把金钥匙，

把无知的孩童领进知识宝库，
告诉他们要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老师，你们像妈妈，
循循善诱，谆谆教诲，

让孩子们掌握面对人生课题的智慧。
敬爱的老师，

你们用慈母的爱心，严父的情怀，一生的智慧，
把孩子们培养成参天大树，
你们却不求回报、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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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义平

闽江之滨，梅埔山巅，有个鳌峰寨，可以
俯瞰闽江，环视四野。一直期待有一天，可
以北上小箬乡，拜访鳌峰寨，这是一个我们
从未踏过的征途。9月2日，一帮有勇气、有
梦想的“山里人部落”的驴友们，踏上了旅
途，开启了探秘征服之旅。

路在何方，路就在通往目的地的脚下。
迎着晨光，我们出发了。朝阳洒在闽江江面
上，波光粼粼，晨雾缭绕，宛如仙境。道路旁
两棵高大的油杉，郁郁葱葱，夹道欢迎我们
的到来。斑驳的古道向远方延伸，仿佛在诉
说着沧桑变化。我们拾阶而上，向鳌峰寨进
发。

山路十八弯，路两旁的参天古树，在蓝
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高大，走在树荫下的我
们十分惬意，有说有笑地向高峰攀登。山岚
从山谷中升腾，漫过山顶，在山风的吹拂下，
很快形成了朵朵白云，飘向天空，我们仿佛

置身云雾之中，身上也觉得轻飘了起来。
破旧的鳌峰寨给了我们很多遐思……

它的断墙残壁、高耸的碉楼、精美的木雕、高
高的烽火墙，一切仿佛都在告诉我们当年的
辉煌和岁月的沧桑变化。古寨留下我们的
悠悠怀古情，也留下我们的身影。极富沧桑
感的古墙，成了一幅历史的背景墙，我们在
这里沉思、怀古，然后依依不舍地告别鳌峰
寨，踏上新的征程……

向更高峰进军途中，山顶上几块突兀的
巨石成品字形排开，岩石旁生长着一棵高大
的油杉，苍劲的树枝好像张开的双臂迎接我
们的到来。我们登上山岩，极目远眺，只见
远山逶迤，闽江如带，如此的美景引得大家
感叹江山如此多娇。

远眺梅城，小小山城亦是高楼林立，群
山环抱，在蓝天白云下，也是一幅美丽的画
卷。这里是西村的山岗，在云雾缭绕中，我

们向密林深处进发，发起最后的挑战。在密
林中我们披荆斩棘，征服陡峭的岩壁，克服
重重困难，终于战胜自己，走出丛林，在山涧
中享受习习凉风……

一路走来，有山花野果陪伴着我们，农
家小院的房前屋后也不时有花草惊艳了我
们，还有那胖嘟嘟的丝瓜、山林间洁白的菇
菌，都勾起了我们童年的回忆……从西村到
小箬，已是午后时光，坐在在小桥头的古樟
古榕下，休息片刻，凉风阵阵，怎一个爽字了
得。

旅途中，爬过了这座高山，就希望能挑
战另一座更为险峻的山。人生也是一样，以
平和心对待自己，以谦逊的心对待周遭，以
敬畏的心对待自然，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
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沿着铁轨踏上归途，路在延伸，路在脚
下！ （黄劲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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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4日，家里来了一帮客人，看起来生疏，说
起却个个烂熟。经他们自我介绍后，尘封的姓名立刻对了
上来。他们是池园小学第一届毕业生，师生在合影之后，
就送别了他们，此后，很少相见。迄今，屈指数来，整整经
历了60个春秋。

送出校门之后，他们各奔前程，各自发挥才智，有的升
学继续深造，有的进厂学艺，有的留守村里学农。他们没
负老师的期望，在各条战线上敢于摸爬滚打，不少的学子
当上了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老师，有的成了干部、企业
家，有的成了产业师傅、生产能手。在行业中他们刻苦磨
砺，敬业尽职，都干得非常出色，深得人们的敬重。

长大了，他们深深体会到自己的今天是源于老师传
道、授业、解惑的无私奉献，是烛光照亮了前程。为了感恩
辛勤的园丁，有人倡议适此毕业六十周年之际，约会同学
登门看望老师，这一设想经过征询，得到了同学们的赞同。

可是不少学子立业成家之后，有的徙居外地，有的随
同子女远赴他乡，照顾孙辈，一些琐务羁绊，常是身不由
己。他们在攀谈中透露，为了约定个慰问时间，不知打了
多少回电话。今天不是这位同学有事无法抽身，明天又是
那位同学无暇不能如约。光就商定个慰问日期，差不多花
上了个把月时间才确定下来，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那天，他们不计路途遥远，跋涉艰难。起早从厦门、福
州、梅城一路风尘仆仆赶到上莲来，如此诚笃，真叫人感激
不已。

久别相逢显得格外亲切，无拘无束的攀谈增添了无限
的乐趣。谈笑过后，有位学子从提包里掏出当年《池园小
学第一届毕业生暨全体老师合影五七·七》的照片来。那
照片都已泛黄了，人像也模糊了。大家围拢一堆，交头端
详，辨认每一个影像的姓名。当他们见着自己童稚的样子
不禁莞尔一笑，当看到八位同学及六位老师的遗影时，同
学们顿时脸色阴沉下来。

六十年的光阴促使照片泛黄，催化人像掉色，但无能
摧毁学子感恩之心。在一番畅谈过后，他们恳切地请老师
同他们合影留念。有位学子出自内心的感慨，随口说道：

“六十年再一照。”
是啊，相隔六十年再合照是多么难得的呀。这一照，

照出了师生情，照出了同学爱，照出了中华民族尊师感恩
的美德，真可贵！

师生六十年后再合照
○ 方兆丛

梅城印记梅城印记

“山里人部落”的驴友在古杉树下合影

鳌峰寨内精致的老建筑

长满苔藓的石板古道长满苔藓的石板古道

本报讯 秋日的骄阳，绽放着快乐的笑脸。
秋天的丹桂，弥漫着欣喜的芬芳。9月3日上午，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县城关小学开展了2018年秋
季开学仪式暨一年级新生入学礼仪式。

9月3日一早，步入县城关小学，最吸引人眼
球的莫过于童趣满满的气球拱门和耀眼的红毯，
一年级家长和孩子们大手牵小手，走上红毯，孩子
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来到孔子园孔子像前，向至圣
先师孔子行鞠躬礼。

8点10分，全体师生在学校大操场举行隆重
的开学仪式。仪式上少先队总辅导员陈善恩老师
带领全体学生进行古人在入学时最隆重的拜师
礼。班主任老师代表们站在学生前面，学生三拜
恩师，感谢老师言传身教，不忘老师恩情，好好学
习，好好做人，不辜负老师的厚望。拜师礼成之
后，学校领导和一年级的班主任老师们为一年级
新同学朱砂开智，意为开启智慧，目明心亮，希望
新同学能够在城关小学学习上能一点就通，健康
快乐地成长、成才。 (城关小学）

我们开学啦！
本报讯“现在开庭……”9月3日下午,随着

一声清脆的法槌声响，闽清法院坂东法庭一场别
开生面的庭审正在进行中，坂东中学的中学生们
在科技法庭度过了一次特殊的金秋开学第一课。

为成功举办此次活动，坂东法庭法官精心挑
选案例，认真编写模拟法庭剧本，耐心辅导，细心
组织学生排练庭审程序，先后做了大量的前期准
备工作。模拟法庭前，法官向大家演示如何正确
佩戴法徽、穿着法袍。模拟庭审中，十名中学生
分别扮演合议庭法官、书记员、法警、双方当事人
及律师等角色，在法官及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
按照庭审规范和程序，现场模拟审理一起未成年
人无证驾驶汽车致人受伤赔偿纠纷案件。学生
们全情投入自身角色，严格按照诉讼程序展开法
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庭评议与宣判等整个审理
程序，过程严谨、规范、流畅，案件审理井井有条。

庭审结束后，法官从法庭布置、庭审流程、适
用法律以及学生表现一一进行点评。现场还设
置了问答环节，由坂东中学刘主任就庭审细节向

学生代表发问，从而加深学生们对关键知识点的
记忆，从而成为法律的宣传者、捍卫者、传播者。
学生们对社会责任也有了更清晰、更直观的认
识，不仅知法、懂法，更学会了守法和用法。

模拟法庭反响热烈，学生们兴趣盎然，观摩
庭审的市人大代表刘会姿及闽清妇联代表、坂东
中学师生代表也表示受益匪浅，深深感受到法律
的庄严性、威严性。此次活动融知识性、教育性、
警示性于一体，是司法公开的一种形式，也是学
校教育的有力补充，是最直接、最生动的法治教
育。

据悉，为加强青少年普法教育，下一阶段闽
清法院与辖区内各中小学将加强联动，通过生动
直观的法治教育，不断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自
觉运用法治思维，不断提升法治素养，将法治宣
传与司法实践相融合，以实现青少年法治教育的
常态化。 （刘薇薇 陈顺清）

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本报讯 9月3日，县卫计系统开展“2018年第12个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日”宣传活动。县卫计局、计生协会、总医院、
疾病中心及梅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单位参加活动。

今年的宣传日主题是“三减三健，全民行动”。活动现
场,医务志愿者们向居民们详细讲解“三减三健”健康知识主
要内容，指导居民如何计算体重指数，正确摄取食用油和食
盐的每日摄入量等，对居民提出的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
慢性病相关知识进行了答疑。参加活动的居民纷纷表示，
这次活动丰富了保健知识，对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起
到了很好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单500余份，健康教
育宣传手册300余份，健康支持性工具三种200个，为群众
测量血压、血糖150余人次，接受义诊咨询200余人次，收到
良好的社会效果。 （梅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县疾控中心）

开展“第12个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日”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