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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讯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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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落前后坂，双溪汇其间。贡路官堂寨，
头枕官祥山。”你知道“前后坂”在哪里吗？你
知道“双溪”是指哪二条溪吗？你知道“官堂
寨 官祥山”吗？你知道什么地方叫“贡路”
吗？这一大串地名其实隐藏着一大串谜团。
它与闽清建县选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前坂”就是现在的白中镇前坂村。“后坂”
现已经改称大坂，就是原闽清一瓷和白中镇田
中小学周边片区。所谓“双凤”是风水师对地
形形像的一种看法。两水交汇处必有结穴地，
芝溪和梅溪交汇于鹿角和田中下洋。两只凤
凰也停落于周边。从鹿角消防队向前坂望
去。仙君山和前坂峰如凤凰展翅，前坂祖厝似
落凤饮水。前坂村就坐落在凤胫处。而后坂
就坐落在另一只凤凰的背上。原闽清一瓷煤
气站和闽清八中原来是两座秀丽的山峰，就是
另一只凤凰的双翅，凤凰的头就在原一处厕所
周围，面向芝溪柯洋仙，玉带环腰、面受金印也
是落凤饮水的地形。

官堂寨就是原启航厝和现在理统厝，现在
还有人叫官塘寨或官祥寨。官祥山可能大家
就不陌生了，就是现在白中镇政府和田中村部
左边一座山及周边全部都叫官祥山。至于贡
路，就是原白中旧街连接官堂寨那一段小路。
当时一都二都通往十一都十二都，永福的官
道，和闽侯县、三都、六都等地通往十四都和尤
溪古田的官道交汇于此。可谓是一府四县八
面通衢，十字路口交通发达，双凤缠绕风水宝
地也！

至于这么多与官场相关的地名是什么来
历？其中又有什么秘密呢？这就得从闽清建
县选址的传说说开来了。

话说五代后梁乾化元年（公元 911～912
年）闽清从闽县管辖拆出单独建县。先前于唐

贞元年（785年）由候官县西乡十里场改为梅溪
场的办公衙署暂为县署。因梅溪水甘洌清甜，
溪边广种梅花遂命名梅清县。公元960年，吴
越国国王钱泓淑管理闽越属地，催生了一波

“入闽南下干部”。
在众多的南下学子中有两个出类拔萃的

浙江青年，被钱王选中派来梅清历练，寄以治
闽栋梁。一人姓史名温字尚杜，浙江丽水人
氏，祖籍江苏溧阳，祖上经营药材生意，因丽水
盛产中药泽泻，生意使然迁居丽水。史温自小
聪明好学，跟随父亲跋山涉水到处收购药材，
养成吃苦耐劳性格。另一人姓周名全，乃浙江
绍兴望族，自小聪明伶俐，长大后足智多谋，办
事干练。

史温被授梅清知县，周全为主簿也就是师
爷。两位年轻人志同道合意气风发，一同结伴
前往梅清赴任，从侯官淮安码头乘船直上梅溪
场，忽见一泓清水注入闽江，清浊互见。温笑
曰：此乃泾渭分明也，周曰：闽江浊、梅水清，乃
闽清也。温道：恐以闽清为县名比梅清更为贴
切。遂上报改梅清为闽清一直沿用至今。

温周二人同心协力，把闽清治理得井井有
条，百姓拥戴有加。可惜闽清地处荒蛮，地窄
人稀，少有财力，十里场也只是个乡一级机构，
连个像样的办公场所也没有。后来百姓们自
发捐资捐物修起了一座简陋的署衙，闽清就此
诞生。

十里场地势低洼，二人上任第一年，一场
大水把梅溪场全部浸没水中，冲毁民房无数，
二位父母官爬到树上逃过一刧。此后又经历
一场大火，把署衙烧得荡然无存。在灾后重建
期间，一伙江匪洗刧梅溪场。初立县的闽清虽
是县，却无城。无以抵御兵痞匪盗。二人商
议：既然梅溪场命运多舛，屡修屡毁，何不另行

选址，再筑凤巢呢？ 要立县必先建城，要建
城，应先选址。二位听说奉政乡宣政里地理环
境优越，无旱无涝，交通便利。遂有建城宣政
里的想法。二位年轻人说干就干。二人做了
工作分工，分头考察宣政里。重新论证梅溪
场。史温坚守岗位，主持日常工作，顺便对梅
溪场建城做进一步论证。周全前往奉政乡宣
政里考察，一场选址建城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
展起来了。

古代交通以水运为主，贯穿梅清的梅溪是
全县的经济大动脉。周全和随从在梅溪场码
头上船，一路南行。只见溪水清澈见底，两岸
梅花竞相绽放，鱼翔浅底，花映水中，美不胜
收。梅溪水系以潭涞为主，潭潭相连涞涞似
练，潭里舟楫穿梭如织，涞上纤夫号声阵，船动
影移，人进景退，一派祥和景象。二十五公里
航程，半天就到奉政乡五峯码头。

奉政多宣政里民风淳朴，百姓热情大方。
周全访问当地老者长辈，了解物产风情，聆听
各种传说，有“五回取地”“双凤双构”“出太子
传奇”等。他看水涨锣鼓，听仙君释道，经过半
个多月的考察，对宣政里建城有了十足的信
心，并且画出了一张构思图。列出各种优势，
附上考察报告和一首打油诗，也就是开篇偈

“凤落前后坂，双溪汇其间。贡路官堂寨，头枕
官祥山。”

周全主张在奉政乡建城立县，并提出几大
优势，构思图大意如下：在五峰渡口西侧修城
墙，设东门，在百厅将军潭码头设西门，后板设
北门。巧妙利用半城河湾和山銮没寨和城墙
相连。既省钱又坚固。扩大五峯码头到百厅
将军潭的官道为全城主干道，前坂为兵营械
库。后坂为民居粮仓。十字路口交通便利。
一府四县通衢，往西五十丈修县衙为安全防卫

修寨号官堂寨，十字路口至官堂寨修五丈大
道，两旁商埠集市，五丈大道号公，后人称贡路
或崩路。这就是白中旧街的前身 。十字路口
后面的大山做官堂寨靠山，号官祥山。此地视
野开阔可俯瞰全城，在这里修个瞭望台，城下
任何动静可尽收眼底，这里松竹滴翠，古树参
天，泉水叮咚，拟建少许亭台就是绝妙后花园，
也可做百姓休闲场所。

奉政乡南边两溪交汇玉带缠腰，西面芝溪
水扑面而来，山环水抱，水聚天心，确是修建署
衙的风水宝地。周全还在考察文本上强调在
宣政里建城立县的五大优势：一、宣政里是一
府四县交通要道，有五峰、鹿角、将军潭三个水
陆码头，从许家寨到将军潭像玉带弯了一个大
水量充沛，水面宽阔，水流平缓，可停泊各种船
舶，木排，竹排。是人员和物资集散地。也是
县城的物资储备保障。二、水源是建城的第一
要素，宣政里双溪双汇，水量充沛，挖一丈五尺
内必有甘泉。仅官祥山下山边井即可供全城
饮用。 三、地势平缓但排水畅通，永不受干旱
水患之苦。四、一半城廓一半湾。地势易守难
攻，建城花费少成本低，战略纵深广与金沙里
尤溪接壤。仅可两个时辰直达梅溪口。退可
半个时辰消失在茫茫群山之中。五、地理位置
适中，全县各乡里到县署办事路程最理想，处
理各种政务方便及时，田地肥沃富庶，民风淳
朴，这里重教育遵礼教。官民容易交融。况且
这里有几大风水宝地不但事业顺利，且利日后
官员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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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庆德

梅邑探古梅邑探古

我的老家位于闽清县十一都的一个
小山村里，小时候的村子不是很大，人口
也不很多，而山涧溪流沟渠可不少。村
里人要过岸，需要搭桥。铺设的桥面各
式各样：有木头桥、石条桥、石丁步，还有
水泥板桥等。大的几根木头搭建，小的
铺设一块石条当独木桥。而对我印象最
深的，莫过于村里人上街要过村道长潭
路上的两座小桥。

在这两座小桥里，要算第一条小桥
最难走。它在离我家的不远处。一条三
米宽的水渠上面，盖有一块长方形石条
板。石条狭窄，一次只能一个人过桥。
别看它是一块石条，却是村里几百号人
进出的交通要道。群众称之为桥，并不
为过。

虽然村子后山有条县道，路途偏远，
大多的是车辆通过。而村里人要上街，
喜欢选择村道近路过桥，节省时间，却愁
了一些老人小孩子，未必敢过桥。

听母亲回忆，小时候，我爱上街，并
不是我爱过石条桥。每次上街，会有糖
果吃。然而，每次走到石条桥前，望着桥
下翻滚的流水，心里十分害怕。好在母
亲看出我的心思，便会俯下身子，让我爬
上脊背，用右手兜住小屁股，站立起来，
左手提着篮子过桥。一会儿，母亲说声
到达，我才慢慢地睁开双眼，从背上下
来。此时，我感受到母亲脊背的宽阔，仿
佛是我遮风挡雨的避风港。

后来，跟着父亲上街，他与母亲做法
不一样。他要我自己过桥，说以后可以
到镇区上最好的学校。当时，我并不理
解父亲的用意。看见那些年龄与我相同
的小孩子，都是大人背着过桥，而父亲却
让我自己走过桥，满是心酸。勉强拉着
父亲的手跟在后面，他走一步，我挪一
步，小心翼翼，没有几步，到达彼岸。有

了第一次过桥经历，让我提壮了胆子，原
来过桥也是这么简单。于是便有了第二
次、第三次……

每一次过桥，我都会积累不同的成
功体验。这样，过桥的次数多了，脚步姿
态自然也成熟起来。后来，我上了街区
最好的小学读书。但在第一学期，父母
念我幼小，轮流护送过桥。第二学期，大
人见我过桥稳健，放心地让我独自过。
这时，我感到十分欣慰，一是之前锻炼的
过桥基础没有白费；二是减轻了父母对
我的负担。若干年后，回想这件事，还是
暗暗庆幸自己当年循规蹈矩的父亲，从
小练就本领，成就后来单独上街、上学过
桥的胆识。

几年后，村里上学的小孩子多了，大
队出于安全考虑，请人浇注四块水泥板，
盖在石条两边，拓宽至桥面三米，终于解
决小孩子安全过桥问题。

走过石条桥，继续前往三百多米，到
达第二条坑仔桥。坑仔桥两边各砌有一
条石岸，溪面宽六米左右，铺设两块桥
板。一头靠着石岸，一头衔接中间桥
墩。再仔细瞧瞧，不难发现每块靠岸的
桥板边角打有一个圆孔，孔口系着一根
小钢绳，分别拴在石岸背面。听父亲说，
是保护桥板，至于是什么原理，也解释不
清楚。好在我上中学后，结合课本学习
的知识，明白在物理学上叫为“力学杠杆
定律规则”原理。用一根小钢绳，把物体
与岸钩联结一起，让物体借助钢绳韧性

和岸钩的定力，抗拒外部对物体的侵
袭。这样，可以避免山洪冲走桥板。

在那个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建桥
者想出这种办法，保护公共财产，是他们
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才让这座大桥二十
余年来免受洪水之灾，安然无恙，造福当
地百姓。

白云蓝天之下，啼鸟关关，流水涓
涓。置身于桥头，我的两眼久久凝视着
这座大桥，百感交集，心里十分佩服当年
建造者的聪明与才智。

如果把石条桥对比，坑仔桥桥墩坚
固，桥面宽阔，过桥脚步铿锵有力。当我
回眸时，父亲面带微笑，接踵而至，像保
护我的一名卫士。

过桥之后，沿着鹅卵石铺设的小路，
走了几分钟，到达镇区街道。那时的街
道五六十米长，两边建有几间土木结构
的供销门店。我很高兴，像猴子般乱跑
乱窜，父亲怕我走失，在后面喊着“回
来”。当我看见父亲双脚踏进食杂店，我
立马跟上，站在柜台前，用小手拉着父亲
的衣角，他似乎明白来意，买了几粒糖果
塞给我。然后，嘴里咀嚼着糖果，跟在父
亲后面，乐滋滋地过桥回家。

两年后，我上学读书。每天清晨，吃
过早饭，背着书包，迎着初升的太阳，朝
气蓬勃，意气风发，走过石条桥，跨过坑
仔桥，来到学校，开始新一天的学习与
生活。

十二年的学习时光，每周六来来回

回，风雨兼程，一天四趟茫茫路，过桥八
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守候着四
季美好时光，不为别的，只为那字里行间
充满着人生对知识的渴望。有时候，两
只脚走得发酸，坐在桥头歇一歇，咬咬
牙，前行不怠，好生不倦，信步如归。

桥是连接两岸通行的纽带，也是人
们最容易交流的地方。上初中期间，和
几个同学结伴而行。在那一片金黄色的
秋天里，秋水盈盈，这时，我和几个同学
相约来到坑仔桥，站在桥面，望着两岸田
野挂满沉甸甸的稻子，微风拂拂，仿佛向
人们招手致意，一派丰收景象，再看看桥
下流水息息，一群鱼儿畅游着，与人一
样，享受着大自然的清新景象，几个同学
触景生情，思绪飘远，你一言，我一句。
有的人说，长大后要当石匠造大桥；也有
的认为当木匠好，能修桥铺路……总之，
七嘴八舌，人言籍籍。

小小年纪，心中怀抱如此远大的理
想，多么天真烂漫啊！也有的时候，同学
们在桥上玩意正浓，不知哪个调皮鬼悄
悄扔下土块，水花四溅，刹那间，鱼儿惊
慌失措，四处逃窜，溪水慢慢变浊，鱼儿
看不见了，大家走过桥面，扫兴而回。

然而，过桥也有不经意的时段。春
夏季节，坑仔桥时发洪水，水位上涨居
高，人们不敢过桥。我和大家一样，绕着
村子后山县道而行，多花二十分钟时间，
换来上学路上人身安全。令人高兴的
是，改革开放后，村里在坑仔桥旁边新建
一座混凝土水泥大桥，让大桥更为坚固
耐用。

岁月流走，真情依旧。人到一定年
纪，往往喜欢思旧。现在，我回到老家，
却不爱走那条新路上街，依然行走老路，
爱走过老路上的两座小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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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其彬

水圳是农村灌溉农田不可
或缺的条件，然却有上下二条并
行水圳的下水圳被上圳偷去的
故事。该案的纠纷，发生在十二
都（上莲乡新村村）两夹圳的地
方。据传当时，闽清刘知县亲临
现场勘察判断，原告和被告双方
和解，后被周邻传为佳话，流传
至今。

笔者在孩童时曾听闻知县
亲审偷水案的佳话，
近日，我动身前往实
地探寻水圳遗址。二
条水圳分别名为上、
下新仁圳，长约 5 华
里，位于上莲乡新村
村与池园镇东洋村相
隔的一座名为湄峰的
大山上，且并行同一
山隔交叉后变成两夹
圳。上圳的水源引自
尤 溪 东 洋 坑 湄 头 上
游，下圳的水源引自
该处的湄尾下游，但
上圳落差大，下圳落
差小，过山隔后上圳
的圳位比下圳还低，
完全可以把圳的水偏
引去。圳的下向不远
处，就是我县乡（镇）
级 最 大 的 湄 洋 水
电站。

两夹圳上圳圳主
是原十二都（现上莲
乡）新村人，下圳水的
圳主是原十一都（现
池 园 镇）井 后 村 人 。
闻名尤、闽两县的两
夹圳争水案发生在清
朝光绪年间，有一年，
适逢干旱，水利纠纷
案连连告上县衙门。
一天，刘知县刚判完
一件争水案，又有两
人争水告上堂来，接
到状书一看，原告系
两夹圳本县十一都池
园镇井后村的下圳圳
主的老农，控告两夹
圳十二都上莲乡新村
村的上圳圳主。按常
理：“人往高处走，水
往低处流”，上圳既在
上，下圳既往下，下圳
水岂能被上圳偷引？
因状书对事实与理由
部分呈写来龙去脉交
代不清，加上老农首
次进衙门很是害怕，口述时结结
巴巴，当即被判诬告逐出衙门。

次日，该老农又到县衙上控
告，按清朝律法若有冤案，得过
酷刑关，而该老农却心甘情愿受
酷刑皮肉之苦也要再次坚持申

诉。刘知县认为：可能事实存
在，否则不会空穴来风，当即通
知被告上圳的圳主到衙门来，进
行双方控辩，而被告辩答说：“我
的圳在上，我怎么能引他的水？
分明是他存心诬谤好人”。刘知
县见双方控辩难见分明，忽感恩
师的教诲，对于审理每个案件都
应“慎思详察，不可偏听偏信，而
要眼见为实”的警言，又沉思：

“自古衙门威严可惧，
若毫无道理岂敢轻易
来县衙告状？或恐事
蹊跷，宜到实地勘察后
判断”，于是喝令退堂。

第二日天蒙蒙亮，
刘知县就乘坐八抬大
轿，带着一班皂隶，鸣
锣开道，前往十二都两
夹 圳 实 地 勘 察 断 案 。
一时轰动了闽清、尤溪
两县的半县百姓，两夹
圳附近围观者如堵，胜
过赶市集。

那两夹圳是在闽
清十二都上莲乡新村
村与尤溪县东洋坑湄
头山交界的一座大荒
山上，海拔约 600米，不
说从县城到上莲的一
带路途，单从上莲上去
到两夹圳经过的山路
崎岖难行，一路上需轮
换多班轿夫，于下午时
分才到现场，知县虽坐
在轿内也早已汗流浃
背。知县下轿在实地
察看一番后，万分感慨
地自言自语说：“下圳
人的告状果然事出有
因，上圳人能偷到下圳
人的水，节点在于二圳
在山隔交叉处变成平
行水位，偷水是完全可
能的。若不是亲临实
地走一遭，免不了一桩
冤案”。

刘知县看毕，当场
判断：上圳圳主偷水狡
赖，重责二十大板，罚
款若干给下圳圳主，但
念上圳所灌溉农田多
而缺水，下圳水量较多
可让三分之一水量给
上圳，为免日后再生纠
纷，立下了一块劝和石
碑。之后，该处周边很
大范围内的山场农田，

均叫石圳山，或石圳田。至今石
碑已不见，但两夹圳上的石水限
尚存。

笔者是一名从事多年的法
律工作者，对该案审理深有感
慨，很有启迪教育意义，古代的
官员尚且如此为民申冤，而现在
的人们更应以人为本做好。在
此作词一首：翻山越岭只为案，
慎思详察不冤枉。体恤民意情
可贵，公正判断万人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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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流逝于无感，
但树木却会记载。“树
犹如此”，就是生动明
证。二十年并没有几
弹指，千株桂树成林，
父母同步老去，我的桂
花故事，年年演绎，厚
实累积。

我所植的多为朱
砂桂，树体高大，枝叶
繁茂，一株株像高及十
余米的墨绿巨伞，遮天
蔽日地撑开着。每值
深秋，它们都要异常热
烈地开放一波，一簇簇
橙红色的花球，愣是繁
星般的把茂盛的树冠
打扮得金灿灿。散发
的浓郁香气，把空气甜
透了，呼吸之间，令人
迷醉。值此花期，我常
挤出时间回家，也有不
少客人专程来家里赏
桂采桂。

母亲就特别注意
秋天，注意秋天里的桂
花。花芽一分化，幽香
一出现，就打电话告诉我，意思是：安排一下
回家吧，我和桂花都想你了。果然就盼来我
翩然归家，时而还会携来宾朋及一番热闹。
看我们流连树下，沉浸芬芳，热烈惊叹，母亲
就与有荣焉地开心畅怀。

我喜欢桂花构筑的许多意境，最为沉浸
的则是“桂花雨”。我赋予它三层含义：一种
是真实的雨与桂花的交织。看雨线敲在叶片
或击落桂花，听那妙曼的声响，感觉每一瞬都
是香气四溅的画面，极唯美。另一种是落桂
如雨。开够的桂花，摇摇欲坠，每一缕轻风，
都会导致它们飒然纷扬。第三种便是“人工
雨”。为了收集新鲜的桂花，就在树下铺一张
彩虹布，用长竹竿敲打树冠，花雨簌簌而落，
劈头盖脸，一下子就铺出一片橙红。母亲先
在一边看我闹腾，慢慢就加进来了，把桂花聚
拢，一捧一捧地装进保鲜袋里。妈妈的名字
就叫“桂英”呢！

某些年我太忙，就连桂花也“喊”不了我
回家。母亲便会失望，其程度总与花开的热
切，花落的霎然成正比。眼瞅着桂树转色，眼
瞅着金粉纷扬，眼瞅着花期流逝，眼瞅着凝香
凋散，我犹迟迟不归。她就一边黯然，一边为
我采收桂花。她不懂桂花茶是用鲜花窨薰传
香，而以为是直接把干燥后的桂花拿来泡
茶。她总是把桂花晾晒到毫无水分，香气早
就流失殆尽，泡出的茶水唯余苦涩。但见及
母亲晒的一大袋细细密密，数以万计的干桂
花，我总能深切地体会到她无限的慈爱与
宠溺。

桂花树持续成长，就成了挤占空间，遮蔽
阳光的树林了。特别是种在房前屋侧的，已
然大面积地挡截着阳光与视野，父母开始嫌
堵。我曾想过把它们砍掉，却难以下手。直
至母亲病重，免疫低下，浑身过敏，她说是不
是桂树太近，招了虫子，带来了毒素？我终于
决心动桂花了。未及实行，母亲就离开了。
这些桂树，变成了扎在心中的刺。今年夏天，
我将房子附近的桂树全移到山上，把阳光与
通透都还给了房子，可惜母亲没来得及看到。

国庆时节，桂花盛开。我在老家待了数
日，日纳其馨，夜闻其曲，又回到了沉浸花香
的氛围里，但眼前总浮现母亲陪我收集鲜花，
或独自采集晾晒的情景。花珠依然沙沙雨
落，香气依然无尽弥漫，却在我心中构成一场
不一样的雨——每一点滴，都是对母亲的深
深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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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好 传 说梅 好 传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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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翩跹，才知岁移 张林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