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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将，字冲元，祖籍闽清县坂东镇文定村，北宋福建
路福州闽清县人。北宋景佑四年（1037年）出生，逝于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享年75岁，谥号文定，史称
文定公。嘉佑八年（1063年），年仅26岁的他便摘得癸
卯科状元桂冠，成为福州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当时
担任主考官的欧阳修，读了许将的赋后赞叹道：君词气
似沂公，未可量也！

诚然如欧阳修所断言，许将一生不凡。他入朝为官
后，先后为北宋五个皇帝效过力，尤受宋神宗和宋哲宗
器重，曾担任明州通判、兵部侍郎、尚书右丞、尚书左丞
等职。为官期间，他注重实践，不图虚名；励精图治，从
政清廉；智勇双全，化解危机；熟悉军务，加强边防；为人
宽厚，以德施政；文韬武略，忠心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宋徽宗御赐其“世美”牌匾，特赏赐联句“儒宗硕德
卿称首，奕叶文光代有人”予许将父子。政和元年，许将
病逝，被朝廷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文定”。宋代名臣
李纲更是景仰其曰：“文定许公，当仁庙嘉佑中廷对，为
天下第一。历事五朝，逾四十载，入位丞弼，出拥节旄，
其勋业、行义、经术、文章皆兼备之，为当世之所瞻仰。”

状元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所体现的人文内核，是一种勤学自强、坚韧不
拔，善于超越、敢为人先，勇攀高峰、摘取桂冠的奋斗精
神。这种精神，表现在求学上的勤学拼搏，精神上的与
时俱进，学术上的经世致用，行为上的兼济天下，艺术上
的情操陶冶，品德上的守己律身。

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地宣传与传承以许将为代表的
闽清状元文化，是当代闽清人共同的责任。正本清源、
寻根问祖，让状元许将回归闽清故里是题中应有之义。

状元许将封公祭祖

崇宁五年（1106年），许将以修复河、湟、鄯、廊记大
功，皇恩追赠始祖许令驥为崇国公，二世祖许正为越国
公。许将亲书《告祖文》，命长子许似、次子许仿自京都
回闽清祭祖，由此可见其怀乡念祖，对闽清故土眷恋之
情。据《许氏家谱》卷一记载：“《受勅赠告祖文》维：皇宋
崇宁五年岁次丙戌五月朔，九世孙将特进金紫光禄大
夫、门下侍郎。敬遣长子似，谨奉朝命，驰告于始祖十一
公西溪祖坟及灵洞真祠；仲子仿，驰告于二世祖十二公
贵湖祖坟及药师真堂。”

文中所称“始祖十一公”，许氏入闽始祖；“西溪祖坟
及灵洞真祠”，位于闽清县塔庄镇林洞村；“二世祖十二
公贵湖祖坟”，即葬贵湖（今坂东镇文定村）；“药师真
堂”，即坂东镇文定村许氏祠堂。

另外，明代《八闽通志》1038页《卷之七十三·宫室》
记载：“许将宅，在府城东门状元坊内。将，闽清县人，后
迁于此。”

2023年1月，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福建历史文化名
人概览》（主编刘传标）记载：“许将（1037—1111年），字
冲元。北宋福建路福州闽清县文定村人……”

《闽清县志》（乾隆七年版，下同）106页《卷二·名胜
志》记载：“状元许将宅，在县治前。有状元坊，今圮。或
曰旧宅在三都贵湖。”

《闽清县志》167页《卷四·选举志》记载：“嘉佑八年
癸卯许将榜：许将，字冲元，殿试第一。”

《闽清县志》230页《卷六·列传》记载：“许将，字冲
元，邑人。”

明朝隆庆年间戊辰科进士詹洪基（1568年出生，闽
清人），在《重修文庙并新置学田碑记》记曰：况吾邑之
先，忠厚如许冲元父子，礼乐如陈佑之兄弟，英声茂烈，
名都先达，曾未多出其右。

综上，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官方文献与当地方志，均

确凿认定许将为闽清人。这种界定，更贴近当年历史事
实，更符合典籍记载，更深切传统文化内核。

闽清因状元许将分都

宋代县以下分乡，闽清分奉政、寿宁2个乡；乡以下
分里，闽清共分10个里；里之下设都。据历史记载，许
将中状元之后，闽清开始分都，一共分24都，“都”的叫
法有近千年。闽清三都是许将的祖籍地，旧有“状元坊”
和“状元街”，称“状元故里”。后为纪念许将，闽清三都
以他的谥号“文定”为村名。

文定村东头有座山叫“虎头仑”，观其山形极似一只
下山猛虎。半山腰有台五代时期的古墓，墓主人为许姓
入闽三世祖许中拟、许中立、许中行三兄弟。许将中状
元后，许氏后人就把葬在文定村东头的许将三世祖许中
拟墓称为“状元墓”。离状元墓不远，古时市肆繁荣，称

“状元街”，近代曾有人在遗址上取土，挖出横铺的石板
条路面，证实“状元街”确实存在。

位于文定村的许氏宗祠，是福州十邑许姓总祠。该
祠始建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坐北朝南，风火墙土木
结构，建筑面积1053平方米。许氏宗祠大厅正中为神
主龛，龛顶正中高悬宋徽宗御赐“世美”牌匾，宋徽宗为
许将御书楹联曰：“儒宗硕德卿称首，奕叶文光代有人。”
许氏后人亦联曰：“御匾高悬书世美，玉音远播话冲元。”
以铭记许将、许份父子的辉煌荣耀，亦作为状元父子光
宗耀祖的印记，及状元故里以之为荣的历史认可。

现代以来，“状元故里”还建有许氏家风家训馆，与
其他家风家训馆不同的是，这里由一墙、一馆、一栏、一
亭组成，家风墙上还绘有《文定群贤图》壁画，整幅壁画
以文定山水为背景，通过对英贤人物的刻画，展示了一
幅生动的文定许氏群英像。

状元许将闽清读书故事

许将自幼聪明灵悟，勤奋好学，是闻名遐迩的“小神
童”。九岁那年夏天，他跟随亲人游览闽清坂东白岩寺，
返回途中，傍晚口渴，欲到一农家讨水喝。一老汉见到
许将，便知他是传说中的神童。遂笑对他说，敢作对子
吗？对上便赐茶水。小许将请老者出上句，老者指着屋
边的茶园说：“一蓠二纬三桩囿菜园，园种春夏秋冬菜。”
小许将略思索，便出口对上：“百架千层万卷叠书馆，馆
藏古今中外书。”老者夸奖对得好。又说，再出一对，对
上方让喝。老者便说：“白岩白雾白玫瑰，如观玉皿。”小
许将想后说：“红茶红霞红杜鹃，若赏金瓶。”老者高兴地

说：“果然名不虚传，日后必中状元！”
据梁克家《三山志》《闽清县志》《许氏家谱》记载：许

将青年未第时，曾借读于闽清七都积善寺（今塔庄镇秀
环村）。“积善寺，在七都盖平里凤栖山下。宋大中祥符
三年（1010年），邑人黄彦荣率族属建，为其始祖黄敦墓
庐。以田数顷充香火，奏请额敕名：辅国积善院。”在积
善院，许将告别恩师时写了一首《别师——留题积善
院》，诗云：“为爱山居乐，山居转忆家。菊黄来日蕊，梅
白去时花。水阔离情剧，霜晴别路赊。前途回首望，遥
指暮天霞。”此诗在闽清护国积善院有碑刻。许将在积
善院读书期间还作另一首诗，题目叫《中秋玩月》，诗云：

“爽气来天末，清光满域中。共怜今夕魄，不与昨宵同。
漏永泠泠露，庭虚瑟瑟风。楼台高下影，如在广寒宫。”
离闽清七都积善院不算很远的永泰县大洋镇名山室，为
福州地区重要风景名胜之一，也是当年许将常往之地，
曾为石室题联：“石室云开，覩大地山河三千世界；水帘
风卷，露半天楼阁十二栏杆。”另题石门诗云：“上得山来
过石门，谒灵特地乞真言。再三许我前程事，敢不留诗
荷圣恩。”此诗后被永泰一县令抄录，刻于入山石门侧，
保留至今。

闽清一都梅溪镇，西起梅溪入江口，因溪而得名，伴
溪而生发，扼守在闽清城关水陆的入口，自古便是对外
沟通的门户，宋时称奉政乡宣政里，是上级政令最先送
达的地方。镇之南陲的南泉村有古驿道，许将出仕前曾
路过此地，于碧岩亭题诗一首，诗为：“旧室曾传古岸边，
新亭同赏碧岩前。日生狮子峰头树，烟伴榴花洞口泉。
黄叶入秋山出地，白云临晓海垂天。飘然踪迹今何定，
别去江湖又一年。”《闽清县志》“亭台”篇载：碧岩亭，在
一都（今闽清城区梅溪一带）。

许将是闽清人，这是历史以来不争的事实。籍贯，
标示着人生来处，是祖居地或原籍，详细指的是曾祖父
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或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
先的出生地。一般来讲，当我们说一个人是“哪里人”
时，以祖籍或籍贯来认定对方，是古代界定名人“哪里
人”惯用的做法。在古代，每个朝代的制度都是“役皆永
充”，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户籍一旦被官府确定之后，是
不能随意更改的，会一直保持下去。

时光流转，科举制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流传
下来的状元文化却代代相传。在现代高考中，我们说

“金榜题名”，把高考成绩第一的，比作“高考状元”；在各
行各业里，我们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作为
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它向世人展示的是我们前辈
奋发进取、勇攀高峰的民族精神，以及不畏艰难的文化
底色。

优秀文化，凝心铸魂；文化自信，启智润心。闽清县
以许将为首的状元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已是雾
尽披天，萍开见水。以许将、郑性之、黄唐为代表的闽清
状元文化，必将从历史中“走”出来，在新时代“活”起来；
必将在传承发展中历久弥新，生机勃勃，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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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
在治愈童年。”

——奥地利心理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记不清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在自己双
眼彻底失明后；也许是在自己双腿被确诊“股骨头坏
死”后；也许是在父亲突然胃穿孔住院手术后；也许是
在父亲高空坠落、昏迷不醒、生死未知后；也许是在
……总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每相隔一段时间，就
会有好几个带有明显焦虑、恐慌、无助情绪的梦，反反
复复交替地出现在我的梦里。每次从梦中惊醒，梦境
中每一个画面，每一个情景，如同梦魇，一直浮现在我
的眼前，我的脑海中，一整天都挥之不去，整天精神不
振、情绪低迷，内心深处隐隐约约、模模糊糊地觉得生
命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是自己一直在寻找、渴望拥有的，
可无论自己怎么努力、怎么做，却始终无能无助、遥不
可及。同时，似乎又有什么东西，随着时光的流逝，完
全不受我个人意志控制，在慢慢地、一点一滴地消逝。
因此，我焦虑，我恐慌，却有心无力，始终不能摆脱这似
梦境、似现实，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的可怖梦魇。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如果一个人一直重复着做一
个同样的梦，那么在他（她）的潜意识里就藏着一个心
结，或者叫情结。因此，学习心理学后，我第一个想要
分析的人便是我自己。我迫切地想要知道，一年又一
年，自己为什么会重复做某些梦？这些反复纠缠的梦
到底想要传递什么信息给我？

在又一次做了重复梦的某天下午，在一起学心理
学的蚁同学的催眠暗示下，我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
一个“意向画面”——一个看不出具体年龄，或许是三
四岁，也或许只有两三岁，光头，辩不清性别，周身散发
着与黑色形成鲜明对比的白光，皮肤白皙到几乎透明
的瘦弱小孩，睁着一双迷茫、恐惧、无助的眼睛，怯生生
地、束手束脚地站在一个绝对黑暗的空间里，周遭听不
见任何声音，也看不到其他任何事物，仿佛整个宇宙、
整个世界，除了他（她）及无边无际的黑暗外，一无所
有。无论我如何努力想象，脑海中的画面始终漆黑如
墨，怎么也添加不进去多余的人或物，身在其中的小孩
，则始终不敢往前，不敢往后，不敢往左，不敢往右，始
终睁着一双迷茫、恐惧、无助的眼睛，怯生生地、束手束
脚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看着孤立在黑暗中的小孩，一股极其强烈的委屈、
孤独、无助、恐慌的情绪，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点点

地、慢慢地将我包裹地严严实实，泪水充盈眼眶，无声
无息滑落脸庞——想不顾一切地去拥抱那个小孩，想
要告诉他（她），“别怕……别怕……别怕……，我在
……我在……我在……我会保护你……我能保护你”

慢慢地，我知道，意向中的那个“可怜小孩”，其实
就是我自己。

父亲也说不清是在我两三岁，还是三四岁时，母亲
曾带着妹妹回江苏外婆家长达半年多，如果不是父亲
请托村人把母亲从外婆家带回，也许，那时候的母亲就
想一去不复返。

第二次母亲的离开，是在我十岁左右。十几年后，
为了保住仅有的左眼视力，我独自一人来到举目无亲
的上海，机缘巧合下，我通过同住招待所的一位来自江
苏的叔叔，神奇般地与断了十几年了无音信的母亲联
系上了。两三天后，母亲在舅妈的陪同下，来上海看

我。可是，见面不到三分钟，当她得知住招待所需要用
身份证时，二话不说，扭头就走。

我和母亲分别站在走廊的两头，中间隔着五六米
远的距离，就仿佛相隔了千山万水。我茫然、我无助，
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呆呆地望着母亲渐行
渐远的背影，只听见母亲远远地对我说：“我身上没有
身份证，我不能在这里待着，我要回去了。”

同行的舅妈，不知跟母亲说了什么。只见母亲迟
疑片刻，回头走到我面前，往我手里塞了五十元钱，叫
我自己买点东西吃。接着，她便义无反顾、毫不迟疑、
毫无眷恋地走向来时的路。至于我这个十几年未见
的，她的亲生女儿，在她眼里，似乎只是个毫不起眼、毫
不相干的陌生人。

两次手术，几乎是穷尽所有才保住的微弱视力，我
珍而重之，放弃心中的不舍与依恋，没有再回昆明上
班。可是，老天它似乎总跟我过不去，2001年12月底的

某天半夜，我仅有的左眼视力也消失了，且眼压居高不
下。我挣扎，我不甘心，我不想这么年轻就当个瞎子，
央求父亲再去借钱。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我一定要
再去上海做最后一搏。

由于我双眼已完全看不见，医生坚持必须要有家
属签字才能给我做手术。万般无奈，左右衡量，考虑到
母亲来上海只需花几十元的车费，坐几个小时的大巴
车就能到。于是，在好心病友的帮助下，我满怀期待地
给母亲打电话，希望她能来上海帮我签字，顺便照顾我
下。可是，电话那头的母亲只轻飘飘地说了句：“我不
去上海，你叫你爸来照顾你”，便干脆利索地挂掉了
电话。

听着话筒中那犹如雷鸣般的“嘟、嘟”响声，仿佛有
什么东西渐渐从我身体里抽离而去，心头残留的一丝
丝温存也慢慢冷却。我再次认清了母亲的心究竟有多
么的冷漠无情！

又过了几年，我从阿姨那里得知，外婆去世了，母
亲同居的对象也去世了。我十分期待地想，这时候的
母亲，她应该愿意回到我们家了吧！可是，万万想不
到，母亲告诉阿姨说，即便她将来老了，她也不指望两
个女儿能赡养她，所以她死也不会回来。

在我还幼小的时候，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在我最
脆弱的时候，母亲她一次又一次地抛弃我。一次又一
次的心灵创伤，从童年延续到成年，没有时间，没有机
会愈合。于是，我的性格变得敏感多疑，想与人亲近，
却又害怕太过亲近，给人忽冷忽热、淡漠冷清的感觉。
其实，我一直都渴望做个可以与家人朋友亲密无间、无
话不说的人。可是，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
影响我、牵制我，所以，我不能也不敢。没有得到，就不
怕失去。

这些年，我尽可能的用自己所学的心理学知识，不
断地治愈、抚慰自己千疮百孔的心灵，试图用更加理性
的思维去理解、包容母亲的一切。但深刻在内心深处
的创伤，犹如怪兽的魔爪，在不经意间，在偶然发生的
某一事件，还会“冲出来”干扰、影响我的情绪。我只有
不停地自我成长，如影随形的负性情绪，才会从我的生
命中渐渐淡化。

时间，它有时候也是一服良药。三十三载岁月变
迁，洗净铅华。生命中，有很多东西被带走了，也有很
多东西被遗忘了。如今，我已是不惑之年，对于母亲，
心中不再有怨，也不再有恨，不再渴求得到她的爱，也
不再执着是否有她相伴，唯愿她往后余生可以平安健
康，今生，彼此不再相见，不再牵绊，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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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把“老房子”称为“古厝”。古厝
有魂，虽无声，却能向后人道出优良的家风
家训。位于金沙镇下林村西林墘的古民居

“卜兴坊”，为乡绅黄光昌偕其侄诗銈共同于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建成，系土木结
构，三落透后，由倒座（回照）、正座、后座、两
洋楼（兔耳）等构成，占地面积3685平方米。
先辈为古厝取名卜兴坊，寓意是上天赐予的
人丁兴旺、家业兴隆、人文兴盛的居所。

卜兴坊一直延续着中华传统家族文化，
虽历经百年岁月洗礼有些沧桑，但其古韵古
味至今仍不失魅力。走进卜兴坊，迎面扑来
的是古朴典雅、厚重浓郁的文化气息，“卜兴
坊家训”悬挂厅堂，“卜兴坊展室”引人注
目。其传世的家训家风，为每个时代都注入
不竭的精神力量，也是黄氏家族瓜瓞绵长、
人才辈出的智慧。

勤俭持家

黄光昌及其子侄辛勤劳动，艰苦创业，
勤俭治家，且族人多精通医术，耕稼与经商
结合，富有经商才能，早年间从事木材贩运
等生意，善于经营，家道日隆，田产颇丰，鼎
盛时在福州三宝街设有商号，积攒了一定的
财力物力，遂建造了卜兴坊大厝。他深知勤
俭兴家，奢懒败家之道，一个家族之所以能
够兴盛，往往是因为力行勤俭之美德；而之
所以衰败，往往是由于兴起奢懒之歪风。虽
家大业大，若子孙懒惰散漫、挥霍无度，败亡
也只在朝夕之间。勤俭是传给子孙的最好
家风，故立训强调“勤劳节俭，持家兴业”，当
时每年开支都有限额，且由当家人统一分
配。恒念创业维艰、守成不易，族中之人，不
论男女老幼，无论婚娶、生日酒宴或死后丧
葬，不许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为弘扬古厝
文化遗产，留住乡愁记忆，卜兴坊后人念祖
先伟业，精心保护祖屋，先后两次对古厝进
行修缮维护，使古厝至今基本完好无损。

和顺齐家

家庭和谐是家族兴旺传世的基础。卜兴坊家训倡导“和顺齐
家，敬让宽恕”，提醒后人懂得只有家庭家族有序和谐，子孙贤德，兄
弟和睦，夫妻同心，才能家族兴盛，人财两旺；希望子孙安分守己，讲
究“做人做事，知行合一”，“士农工商，自立有为”；即使在事业鼎盛时
期，也要保持平和心态，戒骄戒躁，注意谦让，谨守本分，不无事生非，
就不会自生烦恼。不过分苛求富贵，把日子过踏实。

黄氏子孙传承践行“和为贵，居之安”家风，一家有事，家家出力；
一家成功，惠及家族。长期以来，每年秋季必择吉日按房轮流做东，
祭扫祖墓，既行尊祖之礼，又成家族成员团聚之实。在古厝大家都讲
求一个“和”字，凡事能退就退一步，大度包容，虽然各家人生活在一
个屋檐下，却几乎没有发生过兄弟反目、婆媳不和、妯娌交恶等事情。

教育兴家

“励志成才，读书至要。格物致知，奋勉有恒”是卜兴坊家训重要
内容之一。古厝历来兴文重学，作为名门望族，文化底蕴深厚，人才
辈出。族谱记载光昌公之父、名中医开扬公事迹，称其“子辈孙曹皆
互游泮水，或食廪天家，或登明经，功名踵起”。当年在厅梁上挂有

“会元”“文魁”等彰显科举功名的牌匾。
卜兴坊悬挂着厅堂一副对联：“秉祖宗教导须行仁德处世，勉儿

孙立志要读诗书传家”。道出了先辈立身处世，崇文重教，激励后人
勤耕书海。百年来，厝内子孙遵循祖训，重教兴文。光昌公之子黄诗
錂（字吉孙）饱读诗书，既为族之望人，又是地方知名乡绅，一生热心
公益，曾出面集巨资创建金沙云龙书院。新中国成立以来，卜兴坊子
孙不乏后起之秀，他们大多活跃在省内外高校、医疗卫生等战线，成
为学科的带头人和领导者；有的博弈于商海，干出了一番事业。

坚忍传家

光昌公原居住偏僻山区的城门村，出行不便，且苦于常遭匪患骚
扰。为子孙后辈计，光昌公与其侄共同选定下林村西林墘买地建
房。当年一个外姓在异地建房并非易事，在西林墘建一座大厝更是
诸事繁杂，困难重重，非多谋善断、坚忍卓绝之人所不能为。西林墘
地处半山坡，建筑木材均来自城门、尤溪汤川等高山原始森林，垒砌
洋楼基础的大石取自溪里。大门的厚石板构筑、正厅堂廊檐三块宽
阔的长石板等，在当时施工条件下，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所用各种大
量建材自下而上如何运送，简直就是一个谜。这说明先辈认定要做
一件事，即使没有条件，他们也会创造条件去干。

彼时当地有人见外人在此建房，竟以风水关系为由横加阻挠建
设。先辈待人谦诚，做事执着，采取各种措施与当地人沟通，极力化
解矛盾。为使工程顺利进行，在正座上梁扶扇之日，在工匠们备好全
部材料部件的同时，邀请许多族亲前来保护施工，赶在一日之间全部
完成正座木扇梁柱架构，防止有人阻挠而发生意外。先辈在卜兴坊
建成安家立业后，谨记“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家训，与人为善，广做善
事，乐于助人，并发挥医术精湛优势，为乡间邻里治病施医，为民众解
除病痛，不求索取，一视同仁。后来，卜兴坊人不但与当地群众交往
热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赢得邑人赞誉不断。

百年老宅承载着家族的深厚文脉与智慧之光。随着时代变迁，
卜兴坊后代因工作、生活先后都外迁各处居住，但子孙们始终对老宅
有着不舍的情怀，他们将祖训家风谨记于心，承前启后，让中华文化
家族精神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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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县盛发供销投资有限公司以公开竞标的方式招租，现公告
如下：

一、租赁期限：1-3年
二、招租网点及租金底价：
县梅城镇南北大街151-10号（实验小学天桥下）约40㎡店面年

度租金26712元（月：2226元）
县梅城镇南北大街151-2号（实验小学天桥下）约50㎡店面年度

租金29400元（月：2450元）
三、从即日起进入公开招租，有意者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复

印件、报名费（1000元整）及保证金到我司报名，具体事宜请到公司
了解。

四、报名及投标时间
报名截止日期2023年6月27日
投标时间：另行通知。
五、其他按合同条款执行。
六、联系人：林先生 13850162626
特此公告！

闽清县盛发供销投资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0日

招 标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