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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讯 详见

闽清新闻网 www.mqxww.com梅 城 报 白 岩 山
洋中厝是下祝乡后峰

村的古民居，它建于清代
乾隆二年土石木结构建筑
造型精致别致。明时格式
古朴清雅，坐落于方岩岗
麓脉田洋之中，故而称之
为“洋中厝”。
古厝后方山丘有棵苍翠挺
拔的罗木石楠，树冠若伞，
地形宛若蛇髻，称为“银蛇
献瑞”的风水宝地。

洋中厝六扇四间前后
三厅，前厅明亮宽敞，正厅
堂安摆凳桌供奉祖宗牌
位。左右屋边两边乘梯而
上，便是楼上厅，穿弄偏房
可供招待宾客。两厢书院
走廊屏风，前埕横楼结构
完美，占地面积约有四百
五十平方米。

环围石砌基座上筑土
墙夯实坚固，大门门楣石
板，高 3 米宽 67 公分厚度
15公分，横额亦是石板构
成，左右两扇小门青砖叠
砌木板装潢，天井宽 11
米，深长 8 米 ，全是青石
板条块纵横有序，铺成舒
坦平整，走廊台阶均用石
板砌造，横廊压面最长一块石板，长5米宽50
公分，厚度15公分。

屋顶青砖黛瓦，摆叠有条不紊，油亮润滑，
屋脊横列高雅齐整，富丽壮观。

当人们进入屏风怡畅心怀，那古老的技艺
映入眼帘，出廊前埕上方穿梁斗拱雅正端庄，
柱底盘方形石珠基础，四面雕琢“葫芦瓜”“海
棠花”“九曲藤”“金钱线”千姿百态妩媚妖娆。

厅堂埕用青砖铺砌平坦舒亮，正柱横梁两
端垫板，尤为珍贵，精雕细琢刻有“双龙抢珠”，
富有经典传奇故事，情节动人，可惜这两块宝
物，重修古厝时被贼盗窃。

更有可观的书院厢房，窗柩上的门板雕刻
着一串串小圆孔，小巧玲珑，楼连斜直成线，非
常好看，横腰方框雕有“八仙过海”“十二月花”
图案显眼耀目。由于，历史悠久遭受风雨浸蚀
腐烂不堪，有的花朵模糊不清，有的换上模板
镶补只留点滴痕迹。

厅堂柱联弘扬祖训名言传家至宝，启迪心
扉，祖德温馨梁栋秀，解放前夕，老古厝曾为地
下党小组联络密集交谈的场所。

洋中厝古民居曾经重修而今却留文物古
迹，让人瞻仰悦目赏心，情深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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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伯
震

1949年8月15日闽清解放。1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闽清历史揭开了新
的篇章。当家作主的闽清人民，满怀信心和希
望，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正准备改造旧山
河、创造新生活的时候，不甘失败的国民党反
动派又利用匪特进行疯狂的反扑。

闽清解放后，国民党在败退前夕有计划
地潜伏下来的大批反动武装和特务，与土匪、
恶霸相勾结，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和反动
会道门，组织反动地下军，杀害共产党干部，进
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颠覆人民政权，为蒋介
石“反攻大陆”打基础、做内应。据统计，从
1949年9月26日至1950年7月，闽清有1个区
公所、5个乡政府遭匪特攻打有127名干部群
众遭土匪杀害，并制造了包括“十一都事变”在
内的“四大”惨案：

十一都惨案：1949年9月26日，在国民党
潜伏特务俞贤霖、刘我惠和闽清解放前夕投诚
起义后又动摇叛变的游作甫、许事董等人密谋
策划下，由闽清著匪刘昌桃、钱学岑带头纠集
七八十个匪徒，围攻闽清四区区公所（驻地十
一都池园），枪杀中共四区区分委书记席长茂、
区长徐英贤、区农会主席郭怀忠、区分委秘书
崔金屏、区公所工作人员张千山。史称“十一
都事变”。

坂茶惨案：1949年10月7日，匪首刘昌桃
又纠集30多名匪徒，攻打闽清五区区公所（驻
地六都）没有得逞后，到坂东街洗劫沈木仿鞋
店，劫走皮鞋150双，缝纫机1架，随后到塘坂
村洗劫“龙康”号布店，打死店老板陈来弟；10
月13日，又纠集匪徒20多人包围闽清五区龙

峰乡茶口村，洗劫该村农会会员林可霖厝，打
死其子林栋金，继后又打死茶口村贫农林木香
一家三口，打死邻村尾寮村农会干部詹世书。

塔桥惨案：1950年2月16日（农历十二月
三十日，除夕）午夜，匪首陈伯来指使陈世枝股
匪19人，包围闽清一区梅城镇塔桥村农会委
员陈伯越土楼，当场击毙陈伯越妻子严大妹
（怀孕在身），随后放火烧土楼门，陈伯越及陈
伯炯（农会主席）、陈伯艮（农会委员）、陈国宝
（农会委员）、陈伯迈（民兵）5人只好从土楼内
走出。翌晨（即正月初一），陈伯越等5人被陈
伯枝股匪绑至闽侯穆源乡橄榄湾，塞进炭窑，
密封窑门活埋。

半岭惨案 ：1950 年 7 月 15 日，匪首余本
忠、黄勤安带领股匪残部十多人，攻打闽清三
区半岭乡政府，杀害乡农会主席林连炳、乡人
民政府文教委员林诗贤、民兵黄龙彦、农会会
员刘诗春、林吓贵等5人，并惨无人道地将乡
农会主席林连炳之子林诗贤捆绑在松树上，泼
上洋油（俗称：柴油），把他活活烧死。

1949年9月上、中旬，国民党潜伏特务俞
贤霖、刘我惠和闽清解放前夕投诚起义被收编
后又动摇叛变的原国民党军警人员游作浦、黄
勤安、许事董等，相互勾结，频繁活动。

9月26日清晨，闽清四区税务干部方永连
到丽山村收取屠宰税，路过龙门桥时发现那里
贴有大量反革命布告，立即撕了几张回来向区
领导汇报。然而四区区分委书记席长茂看到
布告后，思想上未引起重视。他认为区有游击
分队，双芝乡有武装班，有几十名武装人员对
付不测事件绰绰有余。区领导没有料到区武

装分队队长许事董和双芝乡武装班班长吴其
平已叛变通敌，以致让匪特毫不费力地施行其
反革命计划。

26日中午11时，在许事董、吴其平带领的
区乡“人民武装”袖手旁观下，受匪特俞贤霖、
刘我惠、游作埔直接指挥的闽清著匪刘昌桃、
钱学岑率匪徒七八十人，毫无顾忌地吹着冲锋
号袭击四区区公所。区长徐英贤、区委书记席
长茂听到军号声立即分头登上凉坪和下楼察
看情况。席长茂刚下楼即被迎面扑来的匪徒
乱枪击倒，不幸壮烈牺牲。接着匪徒边开枪边
冲上二楼。在二楼的高振华、黄爱平两人连忙
退进房里，依托门后开枪阻击，把匪徒吓退。
区公所曾配备有40多支枪，但全部掌握在已
叛变通敌的许事董和吴其平手里，只有高振华
留有一支“三八式”步枪，子弹也不多，根本无
法抵挡。高振华、黄爱平趁匪徒退缩楼下之
机，从后窗口跳下。他们二人得到附近群众掩
护，隐蔽在草堆里才得以脱险。区长徐英贤与
区干部林德良见势危急，从屋柄凉台往下跳，
意欲夺路突围。匪徒发现后立即开枪射击，区
长徐英贤也中弹牺牲，林德良被捕。当众匪再
次闯上二楼时，郭怀忠（区农会主席）、崔金屏
（区委秘书）、张千山（区工作人员）3人赤手空
拳与匪徒展开搏斗，终因众寡悬殊而被捕。26
日下午1时，郭怀忠、崔金屏、张千三在丽星村
赖厝埕均惨遭杀害。

“十一都事变”后，匪特还妄图颠覆其他地
方人民政权。26 日（事变当日）下午 2 时，在

“十一都事变”中不发一枪的假投诚的匪特分
子许事董带着四区分队30多人枪回到三都，

并派人到五区区公所（驻地坂东朴庐）要粮要
钱，争吵不休。当晚，茶口匪特林开堂等5个
匪徒带着5支短枪也到五区区公所查问区公
所干部去向，所幸五区区公所人员早有警觉，
已及时撤离。

9月27日（事变次日）清晨，匪首钱学岑又
纠集100多名匪徒围攻十五都清溪乡政府（位
于前坂村天明寨），遭到清溪乡乡长吴大新及
俞育昌、黄育灼等十多个乡政府人员机智顽强
抵抗。清溪乡支前办办事员钱理乐、吴贤祚赶
往十四都金沙三区区公所告急。下午4时，三
区（金沙）区武装分队分队长谢元安带领区分
队30多名队员赶到清溪乡救援。敌人仓皇逃
离，受伤匪首钱理科被活捉。

27日傍晚，附近6股匪特计400余人会集
十一都，庆贺所谓“反攻大捷”。刘我惠曾在十
一都陈氏祠堂集中匪徒训话。

事变之前数日，十四都匪特黄春生、黄吓
勤也曾狗胆包天地向三区（金沙）区公所下“战
书”，叫嚣三天内开战。

“十一都事变”当日和次日，闽清形势非
常紧张。一区（白樟）、五区（坂东）干部全部撤
退；二区（东桥）、三区（金沙）区分队严阵以待；
县机关人员全部撤到县公安局（县城将军
庙）。县委、县政府准备与匪特决一死战。

新中国成立初期闽清的剿匪斗争（一）

○ 吴必銮

梅邑往事梅邑往事

在尘世的喧嚣与纷
扰中，人们总是渴望寻觅
一处能让心灵栖息的净
土。而在闽清县塔庄镇
斜洋村的高山之上，七叠
温泉恰如那遗世独立的
仙境，成为疲惫灵魂的温
柔港湾。

霜降时节，我怀着满
心的期待，踏上了这片充
满诗意的土地。蜿蜒的
山路如同一条灵动的绸
带，引领着我深入这山林
的怀抱。青山绿水相伴
左右，清新的空气携着桂
花的芬芳，沁人心脾。每
一次呼吸，都像是与大自
然进行了一次深情的拥
抱。放眼望去，野菊在风
中摇曳生姿，漫山的苍翠
如同大师笔下的浓墨重
彩，绘就了一幅让人心醉
神迷的画卷。

走进温泉区域，五十
多个泡池宛如一颗颗明
珠，依山而建，错落有致
地镶嵌在曲径深幽的植物园中。青石小径
旁，山石花木簇拥，它们似忠诚的卫士，为每
个泡池构筑起私密的空间。轻轻踏入温泉
池，温热的泉水如母亲的怀抱，温柔地将我包
裹。疲惫与烦恼瞬间消散，身心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放松。在这宁静的氛围中，思绪飘飞，
我仿佛成为一位隐居山林的雅士，抛却了尘
世的喧嚣与纷扰。

身旁的花草树木仿佛也被这份宁静所感
染，微风拂过，它们轻轻摇曳，发出细微的沙
沙声，似在低语，又似在吟唱。鸟儿欢快地在
枝头跳跃，清脆的鸣叫声在山谷中回荡，宛如
天籁之音，为这片宁静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灵
动与活泼。

抬头仰望，蓝天白云悠然飘荡。那纯净
的蓝色如同被澄澈的湖水洗过，一尘不染，让
人心旷神怡。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
驳的光影，如同梦幻的精灵在水面上跳跃、嬉
戏。泉水在光影的映照下，波光粼粼，如梦
如幻。

在七叠温泉，时间仿佛凝固，变得悠长而
缓慢。我可以静下心来，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风的低语、叶的呢喃、水的流淌。感受生命的
脉动，触摸大自然的心跳。这里没有城市的
车水马龙，没有工作的繁忙压力，只有与自然
相拥的惬意与自在。

当夜幕降临，繁星点点如璀璨的宝石镶
嵌在浩瀚的夜空。温泉池中的水汽升腾而
起，与皎洁的月光交织融合，营造出如梦如幻
的朦胧氛围。此时此刻，我沉醉在这山林之
间，沉醉在这温暖的泉水中，内心充盈着对大
自然的敬畏与感激。

七叠温泉，这隐匿于高山之上的人间仙
境，以其独特的美丽与宁静，给予了我一次心
灵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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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薄雾还未散去，坡上的
油茶林中已是人影绰绰，人们呼亲
唤友，亲身体验，感受油茶果采摘
的收获喜悦。油茶果形多球形或
椭圆形，其果多状如龙眼且一般大
小，谓龙眼茶，亦有大如桃子的，则
称桃茶，鲜果以圆润皮薄为佳。采
摘进行时，晨曦微微，薄雾濛濛，茶
果满枝，水润欲滴，入手之间，清凉
爽滑的触感，瞬间直抵胸臆，提神
醒脑，直令你神清气爽，精力倍棒。

“摘茶蒲”系当地油茶果采摘
古老传承的农事专属活动，带皮鲜
果谓“茶蒲”，剥皮见仁称“茶籽”，
摘茶蒲，继而拣茶籽，直至老油坊
挤（榨）油，道道工序皆颇具传统风
味。单就摘茶蒲而言，其工具考究
即已可见一斑，每人必备的竹编篓
子，传统风味十足，形似葫芦花瓶，
广口利在收纳，细脖便于系绳，长
圆肚大腹能容，造型精妙，腰系肩
挎皆宜，堪堪一个竹编艺术品，一
旦有用于老林大树青果采摘时，另
有钩篮（篓）必备，与
篓 子 有 异 曲 同 工 之
妙 ，更 有 单 棍 梯 、搭
钩 、绑 绳 ，大 小 麻 袋
等，十八般武艺一应
俱全，用时各显其能，
方可完美采收。诸般
行头，妙在既顺手便
利，又牢靠实用。采
摘之季，油茶林地已
被整饰一新，畦平垄
顺，杂草尽消，林地之
上，虽非掉针可见，抑
或落籽可寻，之所以
如此细作，既为有利
防治树及果病虫害，
更得采收活动开展之
便利。倘若需要带上
三两孩童体验农活情
趣，此间甚好。童真
稚儿，携桶挎篮，茶林
树下，此呼彼应，体验
收获之间，虽不见得
多能搜奇览胜，却不
乏得以平添几分山林
野趣之妙。

当 朝 阳 收 起 雾
纱，茶果展开真容，漫
坡绵延的茶林，油茶
树叶绿的流油，枝头
叶间，阳光下油茶果
子晶莹圆润，黄澄澄的龙眼茶，是
茶农的至爱，以及红彤彤宛如胭
脂、绿晶晶酷似玛瑙，紫的“葡萄”，
粉的“彩珠”，更有炭黑皮果，被戏
称“包公”，采集五颜六色温润饱满
的茶果，宛如收获着称心如意的珍
珠宝贝。悦目赏心，美不胜收。当
你惊艳茶果色泽缤纷之余，好奇心
驱使之下，剥开各色茶果，你会惊
叹于呈现眼前的茶籽，清一色乌光
宝气，恰似一钵油光晶亮的黑
珍珠。

采摘讲究手眼配合，尤以青绿
鲜果，或隐于枝头节间或藏于绿叶
之下，童言笑称其躲猫猫，采收时
最为考验人的眼力，只有洞察其
微，眼够手到，方有望将其尽括
囊中。

油茶果系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多种维生素及人体需要的微量元
素之坚果，列我国特有木本食用油

料植物之首，引种广达东南亚多
地，入列我国三大食用油料作物
（花生、油菜、油茶），是唯一入选的
木本食用油料作物，且位于世界四
大食用油料作物（油橄榄、油棕、椰
子、油茶）之列，据史料研究“取油
茶果榨油可能始于元代后期（约
1310–1360年间），而油茶作为油
料作物栽培则始于明代后期，发展
于清代”。油茶作为油料作物，有
确切记载的农作栽培历史几近
千年。

如今人们常以油茶油为健康
食用油品，且独具确切保健功效而
备受推崇，风头盖过西方橄榄油。
政府部门已在大力倡导适度规模
油茶产业建设，发展势头正劲。

正当采果之时，你自会惊艳，
油茶树果熟之际，枝条节间竟已悄
然孕育几多花蕾，与晶光瓦亮的鲜
果相映成趣，此时，花骨朵多为含
苞待发、呼之欲出，其间也有性急
的已悄然绽放，瓷白、粉红的花蕊，

虽不至七彩斑斓，亦道
是多彩纷呈，配上奶黄
的芯蕊，虽非娇艳欲
滴，亦是花不艳而自
香，实足清新怡人，直
令你倍感惊奇。此正
是油茶自具有的花果
同枝、载果传花的特
色，你分不清花先果
后，抑或果熟花前，真
可谓始终孕育美好，毕
生皆为奉献，此情此景
令人叹为观止。由此
不难想见，待到盛花时
日，遍山漫坡花儿开得
正欢，傲霜斗寒，雪色
生香，将又是一番何等
销魂摄魄的生动、美妙
的情境。得益于环境
优越，也凭着油茶树顽
强、旺盛的生命力，油
茶树经年常绿，硕果累
累，而生长全程可不施
农药，如此，尤益在花
期招蜂引蝶，得来众多
蜂虫争相光顾、传媒，
有效提升坐果率，更胜
在其适合生态农业化
生产和保证稳产丰收，
其 产 业 化 发 展 前 景
可期。

艳阳升，阳气发，采摘渐入佳
境。此时，得益于阳光抚慰，茶果
悄然吸收太阳的温热，和着晒背的
暖阳，茶果入手之际，指尖掌上，一
股暖流直透你的身心，温暖舒坦的
触感，非亲身感知实难真切体会，
是语言文字皆所难以确切和生动
的表达，此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
足令我身心震撼，劳作带来的快乐
种子也随之深植于心田。她也很
好地诠释了劳动带给你欢愉和乐
趣的深层次解读。

当收工的呼唤口口相传，天色
渐晚，晶莹如珠的茶果仍然亮眼生
花，人们肩扛手提，个个篓盈袋满，
在这沉甸甸的收获季，带着喜滋滋
的满足感，你尽可以尽情憧憬，那
飘然四溢的古早味茶油，势必香满
人间。

感恩默默奉献的油茶树，致敬
创造了美好生活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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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们前往游览山西雁门
关景区。雁门关位于山西省忻州市
代县县城以北约 20 公里处的雁门
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之一，被
誉为“中华第一关”，有“天下九塞，
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地处晋北
要冲，是古代“九塞”之一，具有重要
的军事价值。其名源于它所在的地
理位置，关隘两侧，山峦起伏，中间
有一道大雁南飞时必须通过的峡
谷，因此得名“雁门关”。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杨业任
代州刺史兼三交泊兵马都部署以
后，曾多次以少胜多，大败辽兵，当

时人们誉杨业为“杨无敌”。雍熙三
年（986），在雁门附近的战斗中，杨
业陷入重围，最后士卒全部覆没，在
朔州的陈家谷他身负重伤，为辽兵
所执，宁死不屈，终至绝食为国。他
的子孙继承他的遗愿，世代忠于职
守，保家卫国，留下美名。

总之，近 3000 年来，在雁门关
发生大小战争次数多达 1700 多
次。同时，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
名将。

离开石雕群像，向上行走不久，
我们来到了边贸街。雁门关边贸
街，是雁门关景区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位于雁门关关南、关北的阜戈
寨和雁门关村，是历史上贸易活动
的重要场所。在明清时期，商贸活
动达到高峰，雁门古道成为中国北
方一条重要的商业通道。两旁店铺
林立，商行、客栈、饭店、酒肆应有尽
有，是雁门关下最繁华的村寨之一。

边贸街不仅见证了雁门关作为
兵家必争之地的历史，还见证了民
族融合和晋商的崛起。随着时间推
移，边贸街逐渐成为塞北通往中原
的商道关卡，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
交流。如今，雁门关边贸街依然保
留一些历史遗迹和商业活动，成为

游客了解古代商贸历史和文化的重
要场所。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古
代商队热闹场景，体验到浓厚的商
业氛围。

雁门关是我们游览的核心景
点，雁门关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等
垒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
别雕嵌“天险”“地利”两匾。东西二
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
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
祠立碑，城门与李牧祠，均在日寇侵
华时毁于一旦。

雁门关长城，为明万历 33 年
（1605）巡抚御史李景元在左长城上

修筑而成。西起白草口，东至新广
武每 120 米建敌楼一座，现在完整
的敌楼有“针扃”“控陇”“壮塔”“干
山”等。此外，还置烽火台、壕堑，是
中国明代的代表作。

雁门关“地利门”，对应“天险
门”，明代建筑，城门上建有“宁
远楼”。

长城在雁门关，即铁裹门，前身
为北陵、西喻、勾注塞、西陉关旧
址。西陉关位于勾注山之西，即陉
岭之西而名。《唐志》载：“西陉，关名
也，在雁门山上，东西山崖峭拔，中
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之西
陉关，亦曰雁门关。”历来为中国北
境重镇要隘和重要的戍边军政治
所。“汉高祖北征”“昭君出塞”“宋钦
宗二帝北虏”“杨家将镇守三关”等
重大事件与此关联。

关城位于勾注山顶铁裹门外，
铁裹门因石峡呈黑褐色而得名，关
城的东西北三面开辟了城门，门洞
用石垒砌，青石板铺路，门额位置上
均镶嵌了石匾，东门门匾镌刻着“天
险”二字，门上方建“雁门楼”，为重
檐歇山顶建筑，面洞五间，进深四
间，周围设围廊。西门门匾上刻“地
利”二字，其楼为杨六郎祠。北门是
瓮门的城门，门额刻“雁门关”三字，
两侧镶嵌对联“三边冲要无双地，九
塞尊崇第一关”。

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古时
塞外民族入侵内部的要道，所以自
古为边防戍守要地。

雁门关碑林在一个坡地上，在
碑林上方是一敌楼，在敌楼上往下
俯瞰，雁门关、边贸街以及逶迤远去
的长城，让人思接千古，感慨万千！

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雁 门 关
——山西纪行之五

○ 翁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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