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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昌龙在闽北老区人民心
中的地位

八闽山水（武夷山）生态茶业
有限公司阙东和，一位曾在外经商
而回归的茶人，他有着较强经济能
力，有着令人称羡的茶厂，但他却
是一位热衷于红色文化的传承
人。当受闽清组织部委托的大橙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摄制组想去岚
谷岭阳村拍摄时，我首先想到了阙
总，因为我们追寻红色记忆小组去
考察岭阳关时，就是阙总帮助安排
的。让林总监意外的是：阙总不仅
知道张昌龙，知道有关岭阳兵工厂
的历史，还帮我们找来了岭阳村陈
培华支委带路。阙总还亲自开车
将我们送到小溪坪村的入口处。
在那凹凸不平的昔日林业公路上，
车在颠簸着，道路旁边的石头把阙
总右侧车门脚踏板给刮下来了。
我们看了心痛，但更多的是感动，
感动阙总和陈培华支委的热心，也
感叹老区人民，无论是过去对革命
的支持，还是现在对红色文化的传
承，心中依旧充满热情。到达岭阳
小溪坪入口处，阙说：“今天下午是
去不了小溪坪了。从这里到小溪
坪，必须要翻越这座山，来回要四
个多小时，时间上来不及了。”同行
的岭阳村陈支委告诉我们，小溪坪

没有人居住，兵工厂搬走后，那里
也就荒废了，但后来老百姓在小溪
坪挖笋时，还有人挖到生产武器的
铁砧等，比较重。

望着小溪坪的入口，想着山那
边的兵工厂遗址，我突然感叹我们
的军工事业，实在太不容易了。先
不说他们几十人的生活所需怎么
挑上去，就是制造这些武器弹药的
原材料输送到兵工厂也不容易呀，
生产出来后，又得从大山深处送到
红军的手中。想想都太艰难了，可
他们都做到了，特别是张昌龙他
们，从莆田来到这大山深处，参加
红军，因陋就简地进行军工生产就
更不容易了，让人心生敬佩。

闽北分区党政军机关迁到大
安后，岭阳兵工厂便搬迁了大安的
范畲自然村。范畲自然村曾经去
考察过二次，村里的老人们都认识
我。当我带着摄制组去到范畲自
然村时，村里的老人们看见我们
去，都热情地向我们走来。当明白
了我们的来意后，大家都不停跟我
们说着村子里红色历史，哪里是被
服厂、硝厂、兵工厂等。关于兵工
厂的历史，老人们或多或少都准确
地说出一些，特别是他们也知道张
昌龙，能说出他的名字，知道他曾
经是兵工厂的领导，让我们大家太

惊讶了。老人们一如既往的热情，
让我们很感动。一位老人拿出了
自家的土蜂蜜，给我们每人泡了一
碗香甜的蜂蜜水解渴。那种甜是
透心的，那是红土地守望者的真
心。如果张昌龙的后人能走进范
畲村，看看张昌龙曾经工作的地
方，看到老人们对兵工厂的守护，
也一定会感慨万千。

林业瑛技术总监在武夷山的
两天拍摄过程中，也非常感慨我们
武夷山人的热心与支持，从另一个
方面也折射出了我们武夷山人对
岭阳造之父——张昌龙的怀念与
敬意。

张昌龙（1908-1983）：解放后，
任华东军区、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
部副部长，部长。先后荣获红军时
期：二级八一勋章，抗战：二级独立
勋章，解放战争：二级解放勋章等
荣誉。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1960
年晋升大校。1964 年 7 月在赵皖
南视察途中发生车祸，不久离休。
1982年9月定为副军级高干，1987
年4月26日在南京病逝。

（完）
本文参考黄瑛《闽北红军兵工

厂》（李文琪整理）

张昌龙与闽北的军工事业
○ 张珍秀



以下用户（见附件）长期无用电且表计无出线，为避免安全隐患，国网闽清县
供电公司拟对此类用户进行清理。如有疑义，请各用户在登报7日内携带户主身

份证明至供电营业窗口进行确认，过期未到营业窗口确认的，我司将按相关规定
予以销户。

国网闽清县供电公司关于对长期无用电无出线用户进行销户的公告

国网闽清县供电公司长期无用电无出线用户清单

供电单位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户号
1120401358
1120401359
1120401360

1120401361

1120401362
7528784955
1120404364
1120404397
1120420228
1120201301
1120201821
1120202465
1121600459
1121606202
1120505848
1120500160
1120505729

户名
黄雅娇
黄生金
俞婉珍

钱文平

黄爱英
黄忠敏
吴克平
黄希真
吴克铭
陈秀英
黄秋忠
黄秋銮
黄敬成
黄聿郎
郑大妹
吴镜忠
黄新忠

地址
闽清县白中镇田中村委会田中村
闽清县白中镇田中村委会田中村
闽清县白中镇田中村委会田中村

闽清县白中镇田中村委会田中村

闽清县白中镇田中村委会田中村
闽清县白中镇前坂村委会前坂村
闽清县白中镇前坂村委会前坂村
闽清县白中镇前坂村委会前坂村
闽清县白中镇前坂村委会前坂村
闽清县金沙镇上演村委会上演村
闽清县金沙镇三太村委会三太村
闽清县金沙镇前坑村委会前坑村

闽清县塔庄镇下庄村委会
闽清县塔庄镇塔庄村委会

闽清县池园镇陈厝垅村委会陈厝垅村
闽清县池园镇宝新村委会池园镇宝新村

闽清县池园镇池园村委会池园村

供电单位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闽清县供电公司

户号
1120505730
1120501902
1120802899

7573332910

1120702565
1120702445
1120700479
1120103915
1120103914
1120103919
7573060716
1121205387
1121205108
1121205109
1121202431
1121202438
1121202439

户名
黄新忠
刘新贤
木材站

闽清县润
业砂石有
限公司
严学天
李启建
夏长国
黄后生
黄拔巧
黄碧容
池小林
余广汉
吴祥清
吴勋俤
余运良
郑国水
余振平

地址
闽清县池园镇池园村委会池园村
闽清县池园镇福斗村委会福斗村

闽清县梅溪镇建兴村委会

闽清县316国道(全球眼)

闽清县云龙乡柿兜村委会柿兜村
闽清县云龙乡际上村委会际上村
闽清县云龙乡云中村委会云中村

闽清县坂东镇湖头村委会湖头村坂东镇车乾村
闽清县坂东镇湖头村委会湖头村坂东镇车乾村
闽清县坂东镇湖头村委会湖头村坂东镇车乾村

闽清县坂东镇湖头村委会湖头街106号
闽清县东桥镇朱山村委会朱山村
闽清县东桥镇新桥村委会新桥村
闽清县东桥镇新桥村委会新桥村

闽清县东桥镇黄坪村委会
闽清县东桥镇黄坪村委会
闽清县东桥镇黄坪村委会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2月22日（星期五）下午15:00时，在福州市鼓
楼区福马路45号闽古屋4号楼三层拍卖大厅举行拍卖会。公开拍卖闽清
县梅城镇解放大街107号-4第一层店面五年使用权。租赁期2019年2月
26日至2024年2月25日。面积约28平方米。拍卖保证金20000元。

有意竞买者应于2019年2月20日下午16时（以到账时间为准）自行将
竞买保证金存入我司指定账户，并持缴款凭证及竞买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确认手续。

看样时间：2019年2月17至 18日
看样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福马路45号闽古屋4号楼305
联系电话：0591-87848560

福建省晨至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5日

晨至信第2019023期拍卖公告

我司将座落在闽清县梅城镇解
放大街 105 号两个店面（闽清汽车
站西起第三、四间），每个店面面积
约40平方米的网点公开出租，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1、报名时间：有意参与公开招

租者需在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2月
22日下午4点前到我司报名。并随
带身份证及复印件和每个店面2万
元保证金。

2、招租时间：2019 年2月25日
下午三点半在西门街 23 号四层会
议室。

3、联系电话：22332212
闽清县商业总公司
2019年2月14日

招 租 公告

青山翠峨，绿意如诗，峰冈层嶂，雾霭成图。岩丹
霞，熙然以向阳，或悬瀑其上，流泻匹练，飞珠溅玉，或
缓泉其泽，绵竹在侧，岿墨衬碧，刚柔济，景致和。树
蔽谷，敛绿而背阴，或栖鸟鸣啭，啘声叶隙，琴铮笙箫，
或阳光叠影，萧枝欲芽，新旧糅，时季替。年虽方初，
春其渐萌，触清冽含生气，感天人而合一。

绕青山而迂行，悟深涧有弦歌，树延沟彻问至低，
藤兴青霄看更高，万类竞生，百机争先，自成一方物
候。趣弯道而回转，思地理之形纹。忽有石矗道左，
恨误补天之志，吸烟纳尘，遂冷眼瞁世；常见崖壁道
右，敢当青山之势，泌泽汇泉，有清音落谷。相望不
厌，看古今，阅沧桑，见证人间。山未改，水长流，凝一
地形胜灵韵。时易逝，人代谢，造古今风流故事。

远古有曾祖，繁衍厚土，磨石为器，箭狩刀耕火
种，传百世血脉，继万年香火；唐末来徙人，举业丘壑，
烧陶成瓷，手拉肩舆船送，历五洲风雷，及南海丝路；
宋中有理家，朱山训馆，观云出岫，传学游历证道，闽
越兴儒宗，梅邑多留迹；明清居世宦，筑舍植榕，更成
官圳，耕读家国天下，成显赫一族，积人文一方。乃有
敢人，换天地，造新世，争道百壑，斩山出路，凿雄崖以
取石，垒深堑成通途，填谷成地，断溪出湖。汗浇每
石，均激昂盘古亿年意愿；脚踩砾砂，皆饱含应时雄起
宏志。地虽北隅，业多“天下”，表走昼夜四海皆知其
时，桥化游龙车流悬空翔谷，田成花海玫瑰攒色涌浪，
峦修栈路旅人往来如织，山有盘道健客驱轮飞赴。

古地热土，旧梦新事，百姓因地结舍，公门临水栈
桥，伴山布道，沿溪泊车，阡陌俨然，众生和乐。农工
商贩学旅，争拿地，各邀路，圈田为鱼，绑树植斛；山水
林田湖草，皆有价，各所值，削山成城，沿路摊铺。蒸
蒸然百业兴，颠颠乐一方富。此江北，此桥东。

一方水土，得天厚焉，钟灵毓秀，民丰物阜，人文
素著；异禀天虽赋，取用应有度，多取当厚报，士杰还
地灵，竞进应有选，臧否各有制，蹄疾仍步稳，业兴必
有质。生为时人，瞰则全局，虑必远近，方得强福祉，
富民庶，不负乐土。

人皆匆促过客，漂渺常若尘浮，时或欣逢盛世，则
幸之庆之；不废乃万古江河，世代皆可托抚，能得敬天
礼地，实子孙之福。

一时感，兹为是赋。

东桥赋
○ 远野

上午6点左右，小女儿遥兮已经醒了，嘴里一会一会
说一句含糊不清的话，吵了一夜的鞭炮声又零星响起，
扰得我半睡半醒。猪年的初一早上本来应该是睡懒觉
以纪念，谁知这是一只急性子的猪，外面送年的销烟还
未散尽，它就催着我早起了。

今年在大溪过年，哥哥一家和我一家都陪年迈的父
母吃了一顿年夜饭。一家人其乐融融，吃完
喝茶、聊天。新装修的房子亮堂堂，哥哥的两
个女儿和我的大女儿都很大了，拿着手机忙
收红包。我们亦不能免俗，在家庭群里发红
包、收红包。只有小遥兮还不到两周岁，奶声
奶气地学着大人说话，走起路来像企鹅一样
萌得让人心疼。

多少年了，我们一家子没有这样一起过
个团团圆圆的年。以前也不觉得有什么，哥
哥一家人都在福州，母亲也去福州，我几乎年
看都在丈母娘家，初一开始就在各个朋友的
酒桌上觥筹交错，半夜醉归。年对我而言，只
是放了几天假，吃了一餐油腻的饭，见到了几
个平时难见到的朋友，最头疼的是飞涨的物
价和无尽喧嚣的鞭炮声。

年，不是有味没味，我的字典里基本没有
年的概念。

两个月前，因为父母决定要搬回大溪住，
才想到要把房子修葺一下。大溪的房子是八
几年建的，两层四间砖房，加一排厨房，简单
的沙土粉底。屋顶用劣质水泥瓦片遮盖，常
年渗下来的水沿着楼梯位下来，把墙体浸染
得点点斑斑。水泥标号很低的矮围墙，圈了
一块自留地，作为菜园子，倒是自家院落范
围，只是围墙颓败不堪，如果不是舅舅用木头
顶住，早已被雨水瓦解。

一个月半的时间，老房子穿上树脂瓦的
帽，穿上瓷砖的衣，补上扣板，门庭贴上玻化
砖，柱子刷上油漆，围墙推倒重立，居然光亮
一新。看着小屋一天天亮起来，我有了很大
的惊喜，居然才发现这个被我嫌弃几十年的小屋，居然
是个独门独院的别墅式的庭院。柏油路延伸在屋后，车
马可达。拾阶而下十几步，低调的红门庭灿然迎立，推
开不锈钢大门，小庭院悠然显现。庭院前面有两层共四
五十平米的菜园，后面就是四间卧室。二楼阳台长十来
米，倚栏观之，远可瞰闽江水悠悠，近可得菜园草青青。
因为地势的缘故，楼与楼间距很大，与邻居的房子绝不
相连，围墙内尽得自己一方天地。

遂幡然自省：这屋这院，不就是传说中很高大上
的民宿类的归栖处吗？这里离县城只有十分钟左右车
程，无舟车劳顿之辛苦；石阶从门蜿蜒而下，走在橄榄枝
下遍地绿荫。动静皆得，俯仰百适。依山而建，屋在山
中，江风轻拂可确保橄榄龙眼等果树不受霜冻之虞，故
绿色满目果满枝头；山涧有泉，水声潺潺，美丽乡村建设

于涧旁遍植花树，拾级而上寻幽觅静，故得天
然之趣听鸟鸣其间。山水相依，乐亦无穷。

小年夜，我坐在庭院的小凳子上，背靠栏
杆，与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边拿着
kindle看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当日天气和
煦，人感觉很舒服，循着苏东坡大起大落的一
生沉浮线路，感受着这位伟大文学家的人性光
芒，心中自然而然地想起《赤壁赋》、《定风波》
中的词句，想起《记承天寺夜游》中“庭下如积
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
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此景此情，我宛如在东坡先生走过的庭中，先
生见过的月、竹柏影，也在我的庭院中了。

突然想到，我是很少能陪母亲这样安安静
静地聊会天的，更少聊到晚上九点多还舍不得
回县城。是什么让我心静如许，连耐性都好了
许多？我想是这个早就存在但从来被我嫌弃
的家，我似乎突然想到也有一个叫“老家”的东
西存在了，那白墙黛瓦隐隐于山水间的老家，
就这样出现了，让我有了迷恋。那几十平米的
三室两厅的商品房不是老家，老家是这藏山近
水的老屋，是这能自由穿行的小院，是这能听
夜雨剪春韭的阳台，是这能让灵魂安静放逐的
归处。

由年想到屋，由屋又想到家。借过年贴春
联之机，我舍不得掏钱买一对大金字的门联，
自拟一联“江风解意凭栏赋，草舍慵居对月
歌”，横批是“归去来兮”，请善书法的朋友写
了，与哥哥贴在门庭上。哥看了横批，说女儿
叫“遥兮”，门联又是“兮”，看来你特别喜欢

“兮”，读中文的侄女抿嘴偷笑。
“兮”是语气词，没有什么实在意义，但无论从字形

还是声音上，都有风清云淡的感觉，我希望小女儿“聊逍
遥兮容与”，不求大富大贵，只要健康快乐成长就好。我
希望家人、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奔忙之外，都能找到让盛
放乡愁的老家，繁花似锦也好，残荷听雨也罢，此心安处
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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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城报》的各位领导、采编记者及工作人员，首先感谢你
们的辛勤工作，《梅城报》是百姓的家园，是百姓的精神财富。

我一直关注着《梅城报》，觉得它很贴近群众，且标题鲜
活，内容生动，满足我们广大群众的阅读需要。《梅城报》宣传
典型，引导群众、服务群众，通过该报，使得党的方针政策更加
深入人心，不仅为闽清建设凝聚正能量，更为闽清经济发展与

社会进步起着推动作用。
再次感谢你们，祝福《梅

城报》越办越好。

读者：汪义平

感 谢 与 祝 福

香街千米景观好，仿古楼房，别致长廊，纷沓游
人览未央。

今非昔比当可赞，谋划优良，特色传扬，千古流
芳事必将。

采桑子

浮桥头街
○ 林洪谋

少年听雨千帆影，而今吹歌山月明。
去时不知踌躇志，归来故园改音容。

晨剪炊烟瓦上霜，夕饮门前酒一樽。
无须磋叹生华发，亲朋相聚情最真。

回乡过小年有感
○ 许孝通


          




















 

2019年1月8日晚上，友人延淼君再次传来微
信和照片——北大街改造工地又挖出一套古碑，并
已送往文庙与先前出土的古碑会合。这似一对双
胞胎接踵而来、先后出世的古碑，着实让笔者有点
兴奋。

次日清晨，遂放弃饭前的晨练，匆匆赶到文庙
放置古碑的现场。只见第二次出土的古碑较之前
的那方宽大，而一同出土的碑座却明显窄小。估计
该碑座是与第一次出土的“彭公碑”匹配。用手指
粗略一拃，果然，第二次出土的碑座应与第一次出
土的碑座互换后，二者恰好相配。看得出，第二次
出土的与“彭公碑”匹配的碑座雕刻有精美的花
纹。而另一宽大的碑座则是粗陋并无修饰。由此
可见，两方古碑是在同一处出土，故碑座竟能相互
交叉挖起。

回过身来，细观碑文。无奈碑身被粘土裹着，
一时没有清洗工具。情切中，只得用木片刮拭碑首
部分，试图先睹碑额大字标题，期望知道一个大
略。幸好碑额文字笔划刻得深，稍加刮拭，便隐约

可见字体模样。可是，又一个难题出来——碑额标
题文字并非规整的楷书，而是难辨的篆体字。经反复端详，颇费思
量，半猜半辨，只能看出碑额顶端横式左书二字为“皇明”，即明朝
人对自己国家的尊称；第二行同样横式左书七个字，则猜测无门，
难以辨认。但至少已知此碑乃明代的古碑，也算不枉此行。

是日上午上班时辰，应博物馆同志之邀，再往现场共同对古碑
进行研讨。

经彻底清洗，碑身清爽。碑体材料同样为花岗岩石；圆形碑首
高37.5厘米；碑宽完整，宽度为113厘米；碑身下端横向断裂，残长
165厘米；碑厚为16厘米；边框花纹宽4.5厘米。

碑额标题更为清晰，但因对篆体字功底浅，也只能看出第二行
七个字的最后一个“碑”字。再看古碑正文，虽然依稀可见密密麻
麻的小体楷书，然辨读却很困难。

后经粉末显示法处理，整篇碑文轮廓显现出来。虽然只能断
断续续辨别出一些碑文的字与词，无法知道表述的是什么主题和
内容。但约略可知有31行竖式文字，仅残存碑高部分就有30多个
字位，估算通篇碑文应有一千多字，是一篇有相当篇幅的文章。

但最有价值的是，其一，小楷碑文之首有“闽清邑侯”和“冼公”
字样。其二，碑文落款时间可见“万历八年季冬吉旦”。其三，落款
名单有各色闽清旅外官员如举人、同知、参政、佥事、教授、监署、监
生、巡检、省察等10多人，耆民20多人，生员约50名。

至此，基本可以认定古碑的立碑时间为明代万历八年（公元
1580年），距今439年；碑文记述的应该也是其时冼姓闽清好知县
的事迹。难点依然还是碑首大字标题的几个篆体字。

当然，查找、印证冼姓知县的名讳和事迹是第一要务。还是从
查阅乾隆本和民国版《闽清县志》之“职官”部分入手。经查，明代
知县篇中，“冼效，万历间任，南海人。”赫然排在万历13位知县之首
任。径直转向再查“循吏传”。果然有如此记载：“洗效，南海人，万
历间任。好与施，周贫士，不足则继以官帑。会核失额，罢归，橐余
七金。”（其中“洗”应是“冼”的错别字）。

原来，冼公是一位菩萨心肠、慧眼识珠、倾力资助贫穷书生，甚
至不惜动用国库资金支持贫困书生的好父母官。最终竟因此国库
亏空而解职归里，自己也几乎囊空如洗。所以引起七八十位闽清
旅外官吏精英和县内年高有德乡贤以及秀才读书郎的关注，感激
涕零为之树碑立传。

随后，转而探讨碑首篆文。在篆刻师陈友忠先生的支持帮助
下，查阅了如砖头之厚的篆刻大字典，终于破解了碑首篆文为“皇
明 父母冼效去思碑”。至此，将冼公称之为“父母”，应该是水到渠
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当然，从洋洋洒洒千余言的碑文来看，冼知县的事迹应该不仅
仅是这些，有待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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