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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们：
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以下简称“两

违”）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人民群众对此反应强烈。目
前，我县正在大力开展“两违”综合治理专
项行动，明确要求坚决禁止和查处“两违”
行为，消除安全隐患，维护良好的社会秩
序。

违章建筑的危害与我们每个人息息
相关，扩建、改建、搭建、加层等各种形式
的违法建设不仅违规侵占了土地资源，更
会给我们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安全隐
患。一旦因违法建设引发了安全事故，房
屋所有人将承担法律责任。

党员干部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违法违

章建筑的危害性及政府拆除违法违章建
筑的坚定决心，更要起带头作用，带头执
行政策、带头处置“两违”、带头做好亲戚
好友工作、带头执行违法建设治理工作纪
律，真正发挥表率作用。对顶风继续实施
违法建设的党员干部，将依法依规给予查
处。

党员干部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
参与到“两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中来，为
创建文明城市及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闽清县“两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4月23日

关于清理整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

致全县党员干部的一封信

岳府（即岳王庙，武功庙），座落
在上莲乡莲埔村东方的山麓下。始
建于宋绍圣期间（1094-1097 年）后
毁。明、清重修，占地面积 432 平方
米，为土木结构，由正殿、偏厅、戏台、
厢楼组成。正殿宽三间，进深四间，
歇山顶，抬梁穿斗式木构架。正殿 4
对及左右偏厅各有6个均为古代倒扣
纟齐籯形的礎石，出廊柱4个才是现代
上仰纟齐籯的礎石。

正殿龛上端坐着五尊龙袍金带
神像，谓：“龙源”首境、“龙门胜境”、

“龙津正境”、“龙溪上境”、“龙兴美
境”。威武的4尊金刚伫立两旁。阶
下跪着人民疾恶如仇的卖国贼秦
桧。这样鲜明的对照，油然使人萌
生：奸佞不跪千夫指，忠烈上供万民
崇的感慨。

正殿对面便是戏台，台柱上悬挂
着一幅黑底金字对联，曰：“演成今古
奇观事，看到忠奸结局时。”其措辞浅
显，寓意深记得。看着戏剧内容对照
联句的描写，世人无不是善有善报，
恶劣者恶终的结局。照吧！那戏台
旁下面长跪着的秦桧，他不仅自己身
败名裂，遗臭万年，甚至也羞辱了后
代子孙。乾隆进士秦涧泉曾这样埋
怨：“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
秦”的表露。

大门口的楣上题写着“岳府”，左
右小门的横额则分别题书着信士所
祈祷的“护国”及“佑民”，那遒劲的楷书还是古人留下的墨
宝。大门两旁题写着“军功昭史册，英名耀人寰”的对联，
两边门扇上还彩画着两尊金刚，正面外墙壁上则彩画着左
龙、右虎图。察看了这一派古朴、庄严、肃穆的景象，令人
更加缅怀岳飞生前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还我河山”的壮
志题词以及那千古传颂《满江红》的爱国名篇。

岳王庙在我们县内实属少有，而在偏远的上莲有此壮
观的庙宇，让不少人感到出奇。1998年农历十月十三日，
在岳王庙重修竣工之际，黄茂暖先生特留言并赋诗赞颂：

“余所知岳王庙，仅汤阴、杭州西地，乡村而有岳王庙，则意
想所未及，今日幸与上莲乡武功庙，重修竣工典礼，恭赋一
诗以志盛。”诗云：“偏僻乡村祀岳王，不才识浅未尝闻，齐
申崇仰英雄意，改革潮中建大勋。”

岳王庙的来历，可说是肖磐大夫的功绩。据闽清县旧
志记载：“肖磐在梧州值风涛之险，遥见江浒有庙，默祷之，
俄云雾中三人紫袍金带，风遂息。肖磐拜谒庙下，神果三
人，曰：感应、威应、灵应。皆将军。因录其封爵以归，祀于
所居主山之后。”

所谓的“所居”即是十二都，仁寿里、龙源境。即现在
的上莲乡、莲埔村。其“主山”之后，即是锦阳岐。原来所
盖的庙狭小，后又在附近另盖一座稍大的庙宇，于今这两
座庙宇尚存，称为岳飞祖庙。

锦阳岐与莲埔村相距有十多华里路程，尽是崎岖陡峭
的上坡路，荆棘丛生，非常难行，往返一趟，得花上三、四个
钟头。为了方便信士的谒拜，肖大夫即在现今岳王庙所在
的地方盖起了此庙。

20世纪五十年代末，刮起了一股破除迷信风，一场浩
劫祸及全县神庙菩萨。上莲乡的“岳府”也难逃此厄运，所
有的神像通被销毁，钟、鼓、炉、案被砸；游神所用的一套器
材，如：高照、马伞、掌扇、大旗、“回避”、“肃静”牌以及“十
二月将”的服装及戈、矛、戟、铖等器具通通化为灰烬。整
幢庙宇让给学校作为食堂及部分教师宿舍之用。

二十世纪90年代后，人民信仰自由得以恢复，各地乡
民纷纷重新塑起“大王”神像来奉祀。本乡各境的信士也
先后塑起原来所信奉的将军来。由于原“岳府”庙未作修
缮，新塑的神像只好暂放在各境的“大王”庙里。直至1998
年10月13日“岳府”庙重修竣工之后，择了吉期，信众们抬
着“香亭”、神像，擎着旗、牌，敲着锣、鼓，翻山越岭登上锦
阳岐岳飞祖庙“转香”，此后，各境将军才安位到岳府庙来。

岳府庙从宋代建庙，明、清重修，历经了数个朝代，九
百多年，至今保存得相当完好。它不仅具有历史、艺术、科
学价值及教育意义，更是游子记住乡愁重点要地，每当游
子回归故里必到庙里参观谒拜。1992年10月已将其列为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附注：1、岳府：即岳王庙、武功庙。因庙里供祀多尊
神像故称谓岳府，各境旗号也统称“岳府将军”。

2、境：是当时地方行政区域的称谓，相当现在的村。
3、五尊神像的来历：当初立庙只塑三尊（即：感应——

龙源境，威应——龙门境，灵应——龙津境）。后因龙门境
神像被盗，补塑了一尊，而被盗的神像存放在山上，被龙溪
境妇女上山时发现背回，征求放在岳王庙里来，再加上龙
兴境信众新塑一尊，故有五尊神像。

4、戏台上那幅“演成今古奇观事；看到忠奸结局时”的
对联，在修缮中被漏落，有待追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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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集卷二十九：
七 律

奉和陈贤良
不学孙吴与六韬，敢将驽马并英豪。
望穷海表天还远，倾尽葵心日愈高。
身外浮名休琐琐，梦中归思已滔滔。
三山旧是神仙地，引手东来一钓鳌。
七律《奉和陈贤良》诗是苏东坡晚年杰

作，作于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3月）。
“孙吴”为春秋战国时期两位著名的兵

法家孙武、吴起的合称。《六韬》又称《太公
六韬》、《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
名的道家兵书。

唐宋以来福州又名“三山”，城内于山、
乌石山、屏山三山鼎立，故名。（于山，又称
九日山，位于福州城区中心，整座山形状如
巨鳌，于是有六鳌胜迹：揽鳌亭、倚鳌轩、应
鳌石、接鳌门、步鳌坡、耸鳌峰。汉代有临
川何氏九兄弟在此炼丹修仙，故又名九仙
山。现在山上还有相关的古迹，有24景，如
九仙洞、九仙观、炼丹井等。“九日山”之名
据说是汉武帝时闽越王无诸曾于九月九日
在这里宴会而得名。山上尚有自宋陈贤良
摩崖石刻。）

一说“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齐人徐市
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
瀛洲”。

开元年间（713—741），李白登门拜访
宰相，盼望得到引荐。他递上一块自报家
门的手板，上面题写着几个大字：“海上钓
鳌客李白”。

宰相见这人口气特大，顺势问道：“先
生莅临沧海，垂钓巨鳌，请问用什么东西当
钓钩和钓线？”李白昂首答道：“风波陶冶我
的情怀，乾坤弘扬我的志向。我用彩虹作
钓线，我用明月作钓钩。”宰相见答话富有
豪情诗意，就又问道：“用什么东西当钓
饵？”李白脱口而出：“用天底下没有义气的
男人为钓饵！”

苏东坡《奉和陈贤良》诗的前二句赞陈
旸奇才以布衣中制科；七律中间两联言自
我晚年景遇。诗最后二句大赞陈旸是出三
山之天下奇才！

关于苏东坡与陈贤良关系：
一、苏轼与许将及陈祥道的关系，间接

拉近了与陈旸的关系。
王安石比苏许大16岁，比陈祥道大21

岁。苏轼与许将同龄，与陈祥道皆在朝廷

共事过。苏轼与许将比陈祥道大5岁，他们
之间关系密切。陈祥道比陈旸大26岁。苏
轼比陈旸大31岁。

二、同为北宋制科贤良科进士。
制科考试是宋朝（南、北宋）的一种特

殊的考试制度。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而
制科考试是不定期的。制科考试的程序比
科举考试要繁琐。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员由
朝廷中的大臣进行推荐，然后参加一次预
试。最后，由皇帝亲自出考题。制科考试
的选拔非常严格。据说宋朝总共三百多年
的历史，科举考试选了4万多进士，而制科
考试只进行过22次，成功通过的人只有41
人。苏轼，嘉佑六年，应中制科进士，时年
26岁。陈旸，绍定元年举制科进士，时年27
岁。

三、陈旸与苏轼有七年之久的中央与
地方官关系。

陈旸由27岁制科中贤良科，到44岁礼
部侍郎“尝坐事夺”，一路高歌。元符三年
（1100年），陈贤良升为秘书省正字，时年32
岁，如日中天，已在朝廷要职七年。是年，
哲宗驾崩，徽宗即位。

而此时的苏东坡却仍远贬海南儋州。
1094 年 59 岁，绍圣元年。苏轼发配岭南。
1097 年 62 岁，绍圣四年。4 月苏轼三贬琼
州别驾昌化军安置（6 月 11 日渡海到海南
岛儋州谪居，1097 年 7 月至 1100 年 6 月）。
1100 年 65 岁，祥符三年。苏轼调廉州安
置。1100 庚辰 ，是年苏轼在儋州。五月，
大赦。6月20日离开海南。1101年66岁，
正月过大庾岭。五月南京，六月常州。6月
1日真州生病，7月18日常州遗言“吾生不
恶，死必不坠”。7月28日卒于常州顾塘桥
藤花旧馆孙氏屋（今常州东坡公园）。

四、两人皆为本朝文坛翘楚，英雄相
惜。台北故宫存苏东坡与陈贤良的真迹，
列为中国经典历代书法大观。二位皆著作
等身。

五、苏奉和陈贤良诗，作于轼贬海南之
后垂暮之年。

苏轼62岁贬海南，至65岁离开海南期
间，朝廷只有一个陈贤良即陈旸！

六、七律《奉和陈贤良》，形式起承转
合，辞语明喻贴切，内容气势恢宏，情感惊
天动地！

苏轼与陈旸
○ 游作忠

母亲走了快两年了。每每想起母亲，
心中总会涌起许多温暖和温馨的回忆。人
们总说，有妈在，家就在；有妈的家才是温
暖的家。母亲走了，失落的不仅仅是大家
庭的温馨，更是失去了我们姊妹最可信赖
的人生导师！母亲走了，归家的儿子再也
见不到在村口等候的老妈了，她住进了儿
女的心里，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温暖。

一生坚强隐忍
自我记事时起，母亲的身体就不太好，

经常生病卧床。小时候我最怕母亲生病，
她一生病就着急上火，而我生性木讷，不善
于关心问候，经常在她生病的时候挨骂。

母亲生病主要是因为长期身体虚弱、
缺乏营养所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
生活仍然困难，父母生养六个子女，解决温
饱都是问题，但为了养家，为了子女，母亲
总是能省则省、能忍则忍、能捱则捱，坚忍
一生。即使到了改革开放，生活逐步好转，
母亲仍然非常节俭、朴素，从不让子女多花
钱为他们改善生活，生怕增加子女负担。

母亲的坚忍超乎想象，她身体一直都
很虚弱，不敢洗凉水，并且患有眼疾和中耳
炎，但为了省钱，她很少去看病，经常是忍
着病痛，自我调理，用中草药治疗。在她生
命的最后几个月，一直被疼痛纠缠，饮食、
睡眠也很困难，但已无药可治，只能靠止痛

类药品缓解。作为子女我们看在眼里、疼
在心上，只能给她多备点镇痛药。但她担
心止痛药会成瘾、降效，不到无法忍受都不
肯吃药。为了减轻痛苦，她有时一坐就是
一宿。看着母亲遭受病痛折磨却无能为
力，我至今仍深感愧疚。

母亲以羸弱之躯操持家务、当家理事，
拉扯我们长大，走过八十六个春秋，陪伴父
亲到老，靠的就是她坚强隐忍的意志品质，
也为我们树立了人生榜样。

尊师重教之人
母亲的尊师重教，在我们村里是公认

的。她生长在一个很高山的村子里，依着
我那爱动脑筋和勤劳苦干的外公，有个衣
食不愁的童年，但有一件事让她深感遗憾，
就是太早失学。

旧社会重男轻女，头脑活络的外公也
不例外，母亲只念了三年的书，外公就让她
帮哥嫂带小孩去了。据母亲讲，她小时候
很爱学习，而且成绩也很好，所以失学的
事，对她影响很大。

也许正是这个一辈子放不下的遗憾，
促使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好好
上学。在她的培养下，我们六个姊妹有两
个上了大学，其他至少也是高中毕业，这在
村里是少有的。

母亲不仅重教，而且尊师。她对村小

学的教师非常敬重，跟老师关系很好，还经
常给老师捎点自家种的蔬菜，等等。也正
是这份缘分，后来一个老师的女儿还成了
我家的小妹。

所以，我们实际是有七个姊妹。母亲
在生下五妹后，身体益发不好，加上小五很
会哭闹，机缘巧合就把她送给了亲戚抚
养。后来，村小学一个带着两个小孩的老
师，家里又添了一个女儿，由于他妻子身体
不好还要上班，再养一个孩子困难很大，就
想把小女儿送人抚养。老师非常信任母
亲，觉得她重视教育，家庭氛围也好，就希
望把女儿送给她抚养。这时，六弟稍大，母
亲身体也有所好转，看到老师家里的困难，
不忍拒绝。于是，我们家又多了一个七妹。

如今，我们兄弟姐妹都很感恩母亲的
培养教育和言传身教。是她对教育的执着
和对我们的关爱，才有我们今天的成长。
唯一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送人抚养的小
五，因为不在母亲身边长大，小学没毕业就
辍学了。

照护父亲十七年
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活水平逐

步提升，一辈子省吃俭用的母亲，身体也渐
渐好转。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看到六弟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子女学业有成，母亲深
感欣慰，也过上了一段平静而美好的日

子。然而，到了九十年代末，因为父亲突发
中风，失去劳动能力，年近古稀的母亲又挑
起了照顾父亲生活的担子。

这时，我们姊妹都已结婚成家，或在外
地、或在镇上工作生活，都不在父母身边同
住。父亲习惯在老家居住，不愿跟随子女
生活，母亲只能独自在父亲身边照顾他生
活起居。父亲有中风后遗症，日常生活只
能基本自理，其他方面全要依靠母亲。这
对古稀之年的母亲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压
力！特别是我们能够感觉到，母亲原本是
希望跟随儿子到城里生活的，也为了享受
天伦之乐。

但是，母亲为了不影响子女工作生活，
还是坚强地挑起了这个担子。母亲既要照
看行动不便的父亲，还要买菜做饭、洗衣清
洁、养鸡养鸭，参与本家邻里风俗往来，天
天忙里忙外，纵有苦累，也从不在子女面前
流露。而且，为了让父亲多吃青菜，母亲还
种起了各种蔬菜。

以前，种菜都是父亲的事，我从没见母
亲下过地、种过菜，没想到母亲种菜还很有
一套，特别是她种的丝瓜、葫芦长势和收获
都很好，这让我深感惊讶。每年的夏天，只
要我周末回去，返回时母亲总会让我带点
丝瓜、葫芦等蔬菜。我永远忘不了母亲种
出的丝瓜是那样的清甜爽口！

父亲中风以后，有两件事我一直在坚
持，就是为父亲理发、帮母亲刨地。只要每
年春秋两季帮母亲刨一下地，母亲就能种
出各种菜来，让父亲常年都能吃上有机蔬
菜。有了母亲的精心照护，一个严重中风
患者，二十年没有复发，至今健在。这是母
亲用坚忍、付出和爱创造的奇迹！

这就是母亲！她走了，把痛苦也都带
走了；留下的，是子女心中永远的温暖。

母亲，是心中永远的温暖
——写给2019母亲节

○ 余蕴廉

近来对书法意兴渐浓，除去临帖，每晚睡前看
《中国书法发展史》，颇有心得，顺道写几句话，也
是多年的习惯……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书体沿革流变，从甲骨
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至草书、楷书、行
书诸体，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纵观历代大师，无不重视书法的继承性，没有
继承就无法创新，时代风尚的形成也是如此。历
代书法家都对“法”有很高的追求。仅法度而言，
唐代到达顶峰。没有法度的书法，就是“信笔为
体，聚墨成形”算不得书法。忽视技巧，为创新而
创新，更是不足取。南朝时期的张融，“不恨臣无
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如果不具备二王的雄厚
根基，拿不出无愧于时代的突破性成果，如此口出
狂言，只能沦为后人的笑柄。

如果说无法不成书，那么无韵不动人。晋人
尚韵，尚清谈玄思，尚黄老自放。书法一经文人
化，就成了一种精神性很强的寄寓。二王尺牍书
札，总是信手挥洒，狂放不羁，似乎不计工拙，却在
自然的心态中将情态自然地投射到结构线条的一
招一式中，令人回味无穷！据说，《伯远帖》所显示
的晋韵风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孔侍中帖》、

《鸭头丸帖》也堪称“韵”之典范！
宋人尚意，不泥古法，以书达意。如苏轼的

《渡海帖》，用笔劲健，随意无羁，无滞无碍。确如
苏轼自己所言：“我书意造本无法，信手点画烦推
求。”往往无意于书的，越是不经意，越能挣脱一切
束缚而达到忘我之境！

妙手偶得固然佳，但关键还在“妙手”，没有技
巧的支撑，这种出神入化的完美是决计实现不了
的。因此，书法有法，它需根植于传统，取法于经
典！那么，临帖必然是书法学习的一个重要阶
段！赵孟頫说：“临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
笔之意，乃为有益。”这句话很是在理，一笔一划，
一步步跟随古人潜入笔道的情趣之中，从中体会
古人写字的笔法、心态、性情等，最终为我所用。

宋代米芾十分重视笔法与传统规范。他自己
有过这么一段话：“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
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
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他对传统进行大量吸收
并能达到集古字的程度，经过长期融汇贯通，终成
大师。真如孙过庭所言“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啊！明代的文征明，少时资质愚钝，考诸生因字太
差而遭奚落，从此以为奇耻大辱，“临写千文，日以
十本为率，书遂大进。”日临千文，是一种苦修！可
见，书法练习，传统为师，勤字当先，功到自然成！

好的书法首先是工稳，因此需要临帖，取法乎
上。但若一味追求工稳，则失去了灵动之美。只
有在作品中倾注情感，点划线条才有生命力。书
法创作，意念在前，书写在后，性情亦在其中，所谓

“字如其人”即是如此。因此，学书的过程，除了加
强技法的学习外，还需提高个人品格，加强文化修
养等，在创作中，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性情中。杨守
敬说：“书法家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
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
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
超轶等伦者也。”纵观历代书法大家，多是品高才
盛之人，尤其在宋代，艺术家的知识结构是非常全
面的：诗、书、印、画“四绝”。书法确能表现一个人
的性情风度。郑板桥字怪，因为他人怪，我们欣赏
他的字而不嫌其怪。蒋心余论板桥的几句诗：“板
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
字，秀叶疏花见奇致。”有板桥那样的情怀才能有
那样的书画。有人见其字怪，刻意模仿，哪怕模拟
的有几分真，也难逃东施之效颦，徒现其丑！由此
可见，书法的修炼是一个技道并进的过程！

绵延三千多年的中国书法，给予人们的不仅
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大美大雅，更是文人墨
客古代先贤的大智大慧，乃至悠悠哲思，惠及一生
的大彻大悟！艺无止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

读《中国书法发展史》有感
○ 苏莉雯

七律
欢呼“五四”百周年，
党政军民喜庆联。
学子京都先集会，
工人上海继齐肩。
反帝反封红帜举，
兴新除旧换尧天。
砥砺前行园筑梦，
紧跟习总福康绵。

词·鹊桥仙

欢呼“五四”今逢百载。党政军民庆
会。燕京学子昔游行，上海市工人应最。

反封反帝，立新破旧，旗帜鲜明高
大。光荣传统再弘扬，力圆梦，民安国
泰。

纪念“五四”百周年
○ 黄 胤

依山傍水古村落，
朝抹氤氲晚染霞。
几处楼房成雅景，
谁家橄榄发新芽。

江风柔暖吹人爽，
岚彩斑斓落径华。
曲陌清幽行未足，
可来游逛已无奢。

健康行——白河江村
○ 林洪谋





际上风光 王大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