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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王
亭
之
、
潘
國
森
、
石
見
田
，
是
少
數
著
書
質
疑

何
氏
領
銜
﹁
中
文
系
博
士
正
讀
﹂
的
老
中
青
三
代
理

科
生
。
潘
某
人
大
學
時
主
修
工
業
工
程
，
自
理
轉

文
，
是
考
獲
英
國
政
府
承
認
的
資
格
；
是
個

﹁linguist

﹂，
即
語
言
學
人
，
不
敢
以
語
言
學
家
自
居
也
。

曾
有
一
位
﹁
中
文
系
博
士
正
讀
﹂
的
大
將
公
開
宣
揚
﹁
雙

重
標
準
﹂，
說
一
個
字
可
以
有
﹁
香
港
電
台
音
﹂
和
﹁
商

業
電
台
音
﹂。
這
樣
見
人
講
人
話
、
見
鬼
講
鬼
話
的
雙
重

標
準
是
治
學
大
忌
，
所
以
潘
某
人
檢
視
此
派
的
重
要
﹁
文

告
﹂，
即
香
港
大
中
小
學
師
生
被
逼
熟
讀
的
﹁
何
氏
百
字

錯
音
表
﹂，
逐
字
指
出
其
雙
重
標
準
，
以
證
明
他
們
口
說

查
︽
廣
韻
︾，
卻
不
斷
﹁
有
法
不
依
﹂。

有
人
認
為
﹁
中
文
系
博
士
正
讀
﹂
是
按
︽
廣
韻
︾
的

﹁
從
切
派
﹂，
亭
老
掛
帥
反
﹁
正
讀T
M

﹂
的
一
批
人
則
屬

﹁
從
俗
派
﹂。
我
曾
經
澄
清
這
批
反
對
分
子
勉
強
可
以
說
是

偏
近
﹁
從
師
﹂
多
於
﹁
從
切
﹂，
﹁
中
文
系
博
士
正
讀
﹂

則
以
雙
重
標
準
治
學
，
是
﹁
偽
廣
韻
派
﹂，
說
得
再
明
白

一
點
是
﹁
從
何
派
﹂。
﹁
從
何
偽
廣
韻
派
﹂
的
實
際
運
作

是
敢
從
︽
廣
︾
則
從
︽
廣
︾，
不
敢
、
不
能
從
︽
廣
︾
便

從
何
。
過
去
有
些
人
被
潘
國
森
批
評
得
在
學
術
辯
難
上
無

力
招
架
，
對
付
的
辦
法
一
般
是
罵
我
﹁
借
批
評
名
人
上

位
﹂。
這
招
術
很
好
用
，
一
下
子
就
轉
移
了
視
線
、
迴
避

了
是
非
對
錯
。
﹁
中
文
系
博
士
正
讀
﹂
團
夥
用
﹁
不
戰
不

和
不
守
，
不
死
不
降
不
走
﹂
的
﹁
葉
名
琛
六
式
﹂
應
付
亭

老
的
責
難
，
當
然
更
不
用
理
會
姓
潘
的
無
名
小
卒
。

﹁
王
亭
之
﹂
雖
然
是
筆
名
，
但
亭
老
的
﹁
本
尊
﹂
人
盡

皆
知
，
跟
署
真
名
無
異
。
石
小
老
師
則
另
有
考
慮
，
他
說

工
作
跟
語
文
無
關
，
怕
老
闆
知
道
會
覺
得
他
﹁
不
務
正

業
﹂
！
為
此
不
禁
慨
嘆
，
傳
媒
將
﹁
八
十
後
﹂
說
得
一
文

不
值
，
一
竹
桿
打
盡
一
船
人
，
令
到
香
港
年
輕
人
的
學
術

自
由
，
只
可
以
到
互
聯
網
中
求
！
如
此
亦
好
，
石
小
老
師

不
願
曝
光
，
幾
年
來
連
一
文
錢
稿
費
都
沒
有
領
過
。
一
不

為
名
、
二
不
為
利
，
要
毀
謗
也
﹁
找
不
出
藉
口
﹂
！

亭
老
用
二
十
世
紀
以
後
漢
語
方
音
學
的
標
準
研
究
法
質

疑
﹁
中
文
系
博
士
正
讀
﹂
而
未
獲
﹁
受
理
﹂
；
﹁
博
士
團
﹂

對
潘
國
森
試
圖
以
︽
廣
韻
︾
破
︽
廣
韻
︾
亦
不
聞
不
問
。

可
以
預
期
他
們
對
石
小
老
師
亦
是
依
樣
葫
蘆
。
何
氏
叫
人

多
查
字
典
，
石
小
老
師
的
專
著
︽
解
．
救
．
正
讀
︾
用

﹁
查
字
典
﹂
破
﹁
查
字
典
﹂
的
方
法
，
結
果
證
明
市
面
上

流
通
的
字
典
，
於
常
用
字
大
多
不
依
﹁
中
文
系
博
士
正

讀
﹂。
原
來
﹁
何
氏
一
派
﹂
不
論
著
書
、
立
說
、
教
學
，

手
寫
口
講
時
都
總
是
遺
留
重
點
、
不
盡
不
實
。
其
實
他
們

要
求
大
家
只
查
﹁
何
氏
一
派
﹂
的
字
典
。
何
不
早
早
講
明

﹁
中
文
系
博
士
正
讀
﹂
其
實
就
是
﹁
罷
黜
百
家
，
獨
尊
何

氏
﹂
？
其
實
就
是
﹁
依
人
不
依
法
﹂
？

二
零
零
七
年
，
﹁
三
十
後
﹂
理
科
生
揭
竿
而
起
，
點
名

批
評
﹁
中
文
系
博
士
﹂
自
封
的
﹁
正
音
正
讀
﹂，
被
傳
媒

形
容
為
﹁
高
調
﹂，
然
後
﹁
六
十
後
﹂
響
應
。
﹁
調
﹂
高

在
何
處
？
指
名
道
姓
無
非
為
便
利
讀
者
，
亦
為
正
常
學
術

辯
難
的
﹁
基
本
動
作
﹂。
今
天
有
﹁
八
十
後
﹂
生
力
軍
接

力
，
誠
意
推
薦
這
部
免
費
書
︽
解
．
救
．
正
讀
︾。

後
事
如
何
？
理
科
生
習
慣
以
理
服
人
，
不
似
他
們
這
夥

﹁
中
文
系
博
士
﹂
一
味
文
過
飾
非
。
如
果
十
年
八
載
之
內

仍
徒
勞
無
功
，
希
望
陸
續
有
﹁
九
十
後
﹂、
﹁
千
禧
後
﹂

加
入
我
們
﹁
愚
公
移
山
﹂
的
行
列
。
文
科
生
、
理
科
生
不

拘
。

︵︽
解
救
正
讀
︾
閱
後
．
二
之
二
︶

我
的
母
親
方
靜
嫻
，
在
我
十
歲
時
就
去
世
了
。

所
以
留
下
的
印
象
不
多
。
至
於
她
如
何
協
助
先
父

鬧
革
命
，
那
都
是
我
的
大
哥
告
訴
我
的
。

有
兩
件
事
卻
是
留
有
記
憶
。
一
九
二
七
年
蔣
介

石
叛
變
革
命
，
國
共
分
裂
，
父
親
是
共
產
黨
員
，
被
國
民

黨
通
緝
，
逃
亡
香
港
，
再
去
暹
羅
︵
今
泰
國
︶，
那
時
我

才
是
三
、
四
歲
左
右
。

暹
羅
天
氣
炎
熱
，
華
僑
認
為
每
天
必
需
淋
浴
三
、
四

次
，
方
可
避
免
中
暑
。
於
是
母
親
早
午
晚
都
要
強
迫
我
進

行
淋
浴
，
而
且
就
在
水
龍
頭
前
用
冷
水
照
頭
淋
下
。
每
淋

一
次
，
我
都
哭

說
，
﹁
不
要
淋
我
的
頭
。
﹂

後
來
父
親
被
暹
羅
當
局
以
政
治
活
動
為
由
逮
捕
，
並
遞

解
出
境
，
終
於
來
到
香
港
。
童
年
時
就
讀
於
深
水

的
一

家
私
塾
﹁
南
方
書
院
﹂。
校
長
姓
潘
︵
是
前
香
港
中
銀
集

團
副
總
稽
核
潘
靜
安
的
父
親
，
已
逝
︶。
這
家
學
校
上
午

全
部
讀
四
書
五
經
，
下
午
才
教
英
文
和
數
學
。
上
課
之
前

每
個
學
生
都
要
背
一
段
昨
天
教
的
論
語
、
中
庸
或
秋
水
軒

尺
牘
，
背
不
出
或
背
錯
漏
字
，
就
用
戒
尺
打
手
心
。
小
孩

子
讀
這
些
古
文
，
囫
圇
吞
棗
，
如
何
能
背
得
一
字
不
錯
？

於
是
打
手
心
的
機
會
很
多
，
我
常
常
哭

不
肯
上
學
，
就

是
母
親
哄
騙
兼
強
拉

上
學
堂
的
。

母
親
是
一
位
有
膽
識
敢
作
敢
為
的
婦
女
，
雖
然
對
革
命

理
論
一
知
半
解
，
但
她
知
道
父
親
做
的
是
正
義
事
業
，
於

是
堅
決
支
持
。
而
且
臨
危
不
亂
，
頗
有
機
智
。
一
九
二
七

年
國
共
分
裂
後
，
父
親
已
被
通
緝
，
但
他
潛
回
家
鄉
進
行

活
動
。
外
祖
母
以
為
設
一
酒
席
邀
請
當
縣
公
安
局
長
的
堂

侄
出
席
，
當
作
﹁
和
頭
酒
﹂
便
可
使
女
婿
相
安
無
事
。
殊

不
知
筵
席
未
開
，
縣
府
偵
緝
隊
已
到
，
把
父
親
拘
柙
，
說

是
國
民
黨
通
緝
要
犯
。
母
親
居
然
能
造
訪
當
地
許
多
士
紳

央
請
作
保
，
方
得
脫
身
。

父
親
在
暹
羅
被
遞
解
出
境
，
原
擬
遞
解
至
原
居
地
汕

頭
。
母
親
四
出
活
動
，
知
可
花
錢
賄
賂
暹
羅
警
察
，
更
改

遞
解
登
岸
地
點
，
乃
張
羅
借
錢
，
打
通
關
節
，
全
家
得
在

香
港
登
岸
。

我
曾
捐
款
在
增
城
及
我
所
主
持
學
校
設
立
紀
念
小
學
和

紀
念
室
。
小
學
已
被
停
辦
、
紀
念
室
尚
存
。

時
光
荏
苒
，
轉
眼
七
月
已
過
，

暑
假
亦
過
半
了
。
炎
炎
夏
日
，
確

令
人
懶
洋
洋
提
不
起
勁
。
天
氣
惡

劣
，
又
掛
風
球
，
影
響
出
外
度
假

吃
喝
玩
樂
的
親
子
樂
情
趣
。
不
過
，
有

條
件
的
家
長
每
屆
暑
假
必
偕
寶
貝
遊
學

去
。
往
常
選
點
在
歐
美
，
目
的
是
讓
寶

貝
先
行
熟
習
歐
美
文
化
，
以
便
為
留
學

准
備
。
自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後
，
香
港
與

內
地
不
但
經
貿
關
係
密
切
多
了
，
文
化

交
融
亦
大
增
。
香
港
家
長
安
排
子
女
遊

學
，
內
地
各
大
城
市
包
括
北
京
、
上
海

和
廣
州
都
成
了
熱
點
。
事
實
上
，
京
、

滬
、
穗
三
大
城
市
與
香
港
生
活
質
素
差

距
不
大
，
生
活
習
慣
易
融
合
。
家
長
目

的
是
好
讓
孩
子
們
能
更
多
熟
悉
國
情
、

中
華
文
化
和
學
習
普
通
話
。
若
然
，
要
體

會
北
國
風
情
，
享
受
一
下
大
自
然
生
態
文

明
風
光
的
話
，
我
推
介
不
妨
帶
孩
子
北
訪

內
蒙
古
。
毗
鄰
俄
羅
斯
的
滿
洲
里
，
自
七

月
始
，
逢
周
二
、
周
五
，
香
港
有
旅
遊
包

機
對
開
，
不
用
先
飛
北
京
再
作
轉
機
之
煩

了
。
遊
學
也
好
，
旅
遊
也
罷
，
這
兒
有
現

代
化
星
級
酒
店
，
也
有
蒙
古
包
濃
厚
民
俗

民
風
的
招
待
。
當
然
啦
，
生
活
條
件
略

差
，
但
亦
可
藉
此
鍛
煉
一
下
在
溫
室
長
大

的
寶
貝
的
刻
苦
耐
勞
精
神
。

回
程
時
，
不
妨
買
點
手
信
饋
贈
親
友
；

吃
的
有
﹁
牛
肉
乾
﹂、
﹁
羊
肉
乾
﹂，
以
及

有
益
食
品
﹁
山
木
耳
﹂，
擺
設
的
有
充
滿

俄
羅
斯
風
情
的
俄
羅
斯
套
娃—

—

套
中
有

娃
，
多
至
廿
個
大
小
不
同
的
娃
哩
。
往
年

買
的
只
是
如
童
話
故
事
女
主
角
娃
娃
，
最

近
新
出
品
竟
然
以
列
寧
、
斯
大
林
、
普
京

等
知
名
領
袖
作
像
作
套
裝
禮
品
。
在
毗
鄰

俄
羅
斯
口
岸
城
市
，
到
處
可
見
套
娃
備
受

男
女
老
少
歡
迎
。
若
你
到
訪
內
蒙
古
而
本

身
又
是
羊
肉
痴
客
的
話
，
可
真
所
得
其
樂

矣
。
我
在
內
蒙
雖
只
匆
匆
數
日
，
但
每
天

吸
引

我
們
的
是
﹁
手
抓
羊
﹂
和
﹁
涮
羊

肉
﹂
等
，
每
餐
大
快
朵
頤
滋
味
無
窮
哩
。

籌
備
多
時
的
全
國
大
學
生
運
動
會
將
於

八
月
十
二
日
在
深
圳
隆
重
開
幕
。
這
是
青

年
人
體
育
界
大
盛
事
。
如
此
盛
會
主
禮
嘉

賓
必
然
是
來
自
中
央
的
國
家
領
導
人
。
深

港
一
河
之
隔
，
此
國
家
領
導
人
首
次
移
步

訪
問
香
港
是
大
有
可
能
的
。
香
港
市
民
熱

烈
歡
迎
他
。

上
周
六
，
是
個
無
數
網
民
都
無
法
忘
記
的
日
子
。
當

天
晚
上
，
由
杭
州
開
往
福
州
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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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列
車
在
溫
州

疑
遭
雷
擊
停
下
，
而
後
被
北
京
開
往
福
州
的D

301

次

列
車
追
撞
，
四
節
車
廂
跌
落
橋
下
。
目
前
官
方
報
稱
四

十
人
死
亡
，
至
少
一
百
九
十
二
人
受
傷
。
在
這
起
事
件

中
，
微
博
顯
示
了
它
無
比
強
大
的
力
量
，
讓
人
們
扎
扎
實

實
地
感
受
到
﹁
微
博
時
代
﹂
已
從
﹁
來
臨
﹂
進
入
﹁
強
盛
﹂

階
段
。
而
在
這
樣
一
個
史
上
少
有
的
複
雜
迷
離
事
件
中
，

正
是
微
博
的
挺
身
而
出
，
讓
真
理
有
了
與
黑
幕
針
鋒
相
對

的
機
會
，
讓
那
數
十
條
冤
魂
有
了
瞑
目
的
可
能
。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晚
上
八
點
二
十
七
分
，
在
所
有
的
專
業

媒
體
都
渾
然
不
知
的
時
候
，
名
為
﹁Sm

m
_

苗
﹂
的
網
民
在

新
浪
微
博
上
發
出
了
第
一
條
現
場
消
息
，
稱
狂
風
暴
雨
中

的
動
車
行
駛
得
不
太
正
常
。
此
後
，
更
多
的
現
場
微
博
被

乘
客
或
附
近
居
民
源
源
不
斷
地
發
出
，
全
程
直
播

整
個

事
件
。
而
從
微
博
上
的
民
間
記
者
爆
出
消
息
到
最
快
的
傳

統
媒
體—

—

電
視
發
出
報
道
，
中
間
整
整
間
隔
了
四
十
分

鐘
。除

了
直
播
事
件
，
微
博
上
幾
乎
在
同
一
時
間
發
起
了
全

民
援
助
總
動
員
，
成
千
上
萬
的
網
民
轉
發
了
溫
州
血
庫
告

急
的
帖
子
，
而
事
發
後
不
到
三
小
時
，
就
有
五
百
多
名
溫

州
居
民
響
應
微
博
號
召
連
夜
跑
去
獻
血
。
事
發
四
十
八
小

時
，
關
於
﹁
尋
親
﹂
的
微
博
已
突
破
百
萬
條
，
人
們
以
一

己
之
力
匯
聚
成
強
大
的
草
根
力
量
。

然
而
最
重
要
的
，
還
是
質
疑
，
拋
出
了
一
個
個
犀
利
的

質
疑
。
﹁
停
車
長
達
半
小
時
，
為
甚
麼
沒
能
通
知
後
面
的

車
？
﹂﹁
到
底
是
雷
擊
肇
禍
還
是
調
度
不
力
？
﹂﹁
為
甚
麼

要
那
麼
快
通
車
？
﹂﹁
為
甚
麼
迅
速
掩
埋
了
車
頭
？
﹂﹁
為

甚
麼
宣
布
沒
有
生
命
跡
象
後
又
挖
出
了
倖
存
者
？
﹂﹁
為
甚

麼
至
今
沒
有
公
布
乘
客
名
單
及
死
傷
名
單
？
傷
亡
到
底
是

多
少
？
﹂﹁
為
甚
麼
安
全
錘
砸
不
開
窗
戶
？
﹂﹁
出
事
以
後

列
車
員
都
去
了
哪
裡
？
﹂﹁
防
追
尾
系
統
為
甚
麼
失
靈
？
﹂

⋯
⋯

這
一
個
個
問
號
在
微
博
上
被
成
千
上
萬
次
地
轉
發
，

戳
痛

一
根
根
神
經
。

而
質
疑
之
後
，
是
更
深
切
的
反
思
。
有
網
民
寫
下
了
這

樣
一
段
微
博
：
﹁
到
了
打
個
雷
就
能
讓
火
車
追
尾
、
過
個

車
就
能
讓
大
橋
垮

塌
、
喝
幾
包
奶
粉

就
能
造
成
腎
結
石

的
地
步
，
我
們
每

一
個
人
都
無
法
再

置
身
事
外
。
今
天

的
中
國
本
身
就
是

一
列
在
雷
雨
中
行

駛
的
動
車
，
你
我

不
是
看
客
，
你
我

都
是
乘
客
。
﹂
好

在
有
微
博
。

好在有微博

英
國
偵
探
小
說
女
作
家
阿
加
莎
．
克
莉
絲
蒂
在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寫
的
︽
火
車
謀
殺
案
︾

︵M
urder

on
the

O
rientE

xpress

︶
裡
，
豪
華
﹁
東

方
快
車
﹂
從
土
耳
其
首
都
伊
斯
坦
堡
開
出
，
以
時

速
三
十
哩
行
駛
，
預
計
三
天
後
抵
達
巴
黎
。

列
車
深
夜
途
經
巴
爾
幹
半
島
，
遇
上
大
風
雪
被
迫
停

頓
，
翌
日
清
晨
，
美
國
富
商
遭
謀
殺
，
臥
屍
車
廂
內
，

嫌
疑
者
十
三
人
。
克
莉
絲
蒂
的
佈
局
，
扣
人
心
弦
。

火
車
由
土
耳
其
至
巴
黎
的
三
個
日
夜
，
兇
手
足
夠
時

間
展
開
謀
殺
行
動
。
今
天
，
飛
機
來
往
兩
地
不
用
三
小

時
，
打
個
瞌
睡
就
到
了
。
難
怪
﹁
東
方
快
車
﹂
遭
時
代

淘
汰
。

自
小
喜
歡
火
車
。
中
學
時
坐
火
車
去
﹁
遙
遠
﹂
的
沙

田
旅
行
，
﹁
隆
隆
﹂
車
聲
下
穿
過
山
洞
，
黑
漆
漆
的
車

廂
伸
手
不
見
五
指
；
女
同
學
尖
叫
，
男
同
學
應
聲
伏
地

以
示
﹁
清
白
﹂。
當
時
我
記
起
了
克
莉
絲
蒂
，
幻
想
車
廂

內
發
生
﹁
遇
襲
﹂
疑
案
。

乘
坐
火
車
，
樂
趣
無
窮
。
某
年
從
香
港
飛
往
巴
黎
，

先
去
酒
鄉
波
爾
多
，
再
乘
坐
火
車
南
下
亞
維
儂
。
車
速

緩
慢
，
走
了
十
個
鐘
頭
；
車
窗
外
，
右
邊
是
蔚
藍
浩
瀚

的
地
中
海
，
左
邊
是
開
遍
山
野
的
向
日
葵
和
薰
衣
草
；

沿
岸
小
城
依
山
而
建
，
黃
昏
時
抵
達
目
的
地
，
一
輪
紅

日
正
沉
落
地
中
海⋯

⋯

。
此
情
此
景
，
終
生
難
忘
。

去
年
坐
火
車
，
由
德
國
柏
林
前
往
波
蘭
首
都
華
沙
，

車
速
同
樣
緩
慢
。
一
名
年
逾
八
十
歲
的
德
國
老
先
生
，

沿
途
不
斷
地
向
我
誇
耀
柏
林
的
迅
速
發
展
。
我
多
次
插

嘴
問
他
﹁
您
去
過
華
沙
嗎
？
﹂，
他
避
而
不
答
。
到
了
終

點
站
，
還
是
沒
答
案
。
我
驟
然
想
起
，
二
戰
時
納
粹
德

軍
進
佔
華
沙
。

慢
吞
吞
的
車
速
，
可
以
欣
賞
兩
旁
如
畫
風
景
，
也
可

以
結
識
來
自
五
湖
四
海
的
朋
友
。
如
今
，
法
國
以
時
速

三
百
哩
的
子
彈
火
車
，
穿
梭
南
北
；
車
窗
外
景
色
飛
逝

而
過
，
乘
客
面
對

椅
背
鑲
嵌
式
高
清
電
視
，
懶
得
與

鄰
座
打
招
呼
。

下
一
次
火
車
旅
程
，
是
由
北
京
經
蒙
古
和
西
伯
利
亞

到
達
莫
斯
科
，
歷
時
七
日
六
夜
。

火車

泰寧古城是很有懸念的，因此，也是很有吸引力
的。
或許，它沒有陝西西安那種歷史悠久和古樸，也

沒有北京皇城那種大氣和厚重，甚至不如河南、河
北有那種歷史的滄桑感和使命感，但是，來到這樣
一座古城，你絕對不敢小視這座古城，因為這不是
一般的古城。不僅心靈會產生碰撞，還會有一種時
空錯位的感覺，一方面好像走進了歷史，另一方面
又彷彿被歷史牽引 走出來。我承認，我對這座古
城還不是太了解，但這似乎並不太重要。
在我有限的認知裡，泰寧地理位置獨特，位於福

建省西北部，武夷山脈中段的杉嶺支脈東南側，人
口只有14萬多，可是，泰寧卻有「漢唐古鎮，兩宋
名城」之稱，且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在這裡繁
衍生息，這樣的古城令人敬畏。
有關泰寧的史料是這樣記載的：早在5000多年

前，閩越人的祖先就在這裡刀耕火種；2000多年
前，福建歷史上第一位有文字記載的君王閩越王無
諸在此建立行宮、巡遊校獵並長眠於此；1000多年
前，泰寧開始建鎮設縣，宋朝為閩中之大邑，是福
建最早開發的地區之一；如今，泰寧是全國21個原
中央蘇區縣和全國「百個紅色經典旅遊景區」之
一。可見，泰寧不僅歷史悠久，經歷也豐富。
對泰寧有一定了解的人就知道，泰寧是一個皇帝

賜名的地方。公元1086年宋哲宗皇帝將孔子家鄉闕
里府號「泰寧」賜作縣名，以示褒揚，延用至今。
這位宋皇帝之所以會為這小地方賜名，是因為自北
宋以來，這個小地方就出了不少人才，可謂科甲連
第、人文鼎盛，最經典的說法就是創造了「隔河兩
狀元、一門四進士、一巷九舉人」的科舉盛況，加
之繞城而過的金溪與山東曲阜泗水同樣西流的靈

異，故宋哲宗皇帝為之賜名，也不奇怪。唐初，泰
寧稱金城場（含泰寧、建寧、寧化），唐乾元二年
（759年），金城場分置歸化，黃連二鎮（歸化即泰
寧）。五代南唐保大四年（946年）改鎮為場，南唐
中興元年（958年）升場為歸化縣。北宋元祐元年
（1086年），鄉人狀元葉祖洽托閩使張汝賢奏請朝廷
改名，因此才有以上典故。不僅如此，這裡還是朱
熹、李綱、楊時等古聖先賢講學、著書立說的地
方。
如今，這座古城最著名的景點便是坐落於城中的

「尚書第」。顧名思義，尚書者相當於現在正部級以
上官員的府第，何況這是兵部尚書的府第，相當於
現在的國防部長，地位之尊，不言而喻。此人便是
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進士，天啟間協理京營
戊政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春燁。關於李春燁，史料
是這樣記載的，李春燁（1571-1637年）明末天啟年
間兵部尚書，泰寧城郊際溪村人，字侯質，號二
白。不過，李春燁雖然貴為明代天啟朝的兵部尚
書，但《明史》無其傳，《福建通志》也無其傳，
就連地方志書，如《邵武府志》、《泰寧縣志》都
不為其立傳。這可能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魏
忠賢把持朝政時，大肆封官許願，戶部、工部各有
五個尚書、兵部也有四個尚書，所謂尚書多如狗、
侍郎滿街走。何況李春燁在尚書一位上呆得時間很
短（僅一年），也沒有甚麼特別突出的事跡，不立
傳也可以理解。二是他有「污點」，依附閹黨，而
「閹宦之如毒藥猛獸，數千年來，人盡知之矣！」
（《明夷待訪錄·閹宦》）所以，為讀儒家百書的文
化人所不齒的。當然，如果他是一個大奸大惡的閹
黨，也可以立傳，《明史》中就有一個「閹黨
傳」。問題是，李春燁在閹黨中也只夠個「交結近

侍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為民者」的角
色。所以，我們現在能收集到有關李春
燁的資料是少之又少。
這樣的史料記載是令人意外並充滿懸

念的，因為當我們走進「尚書第」時，
會歎服於它的建築風格與氣派。目前
「尚書第」保護還很完整，面積達四千多
平方米（南北長87米，東西寬52米），主
體建築為五幢，輔房八棟，分五道門一
字排列，除廳堂、天井、迴廊外，有房
120餘間，均係磚、石、木結構。那些甬
道、庭院、走廊、天井等全用花崗岩石
板鋪設，廳堂是方磚地，天井有石柱花
架和石水缸。庭院前的甬道，分南北二
門進出，北端有儀仗廳、接客廳。甬道設五重門
樓，橫匾分別有尚書第、柱國少保、四世一品、禮
門、義路、曳覆星晨、依光日月、都柬等石刻。
「尚書第」內還闢有「明代蠟像館」等。這樣的建
築風格與氣派確實不是普通官員可以享受的，可他
在歷史上的記載卻是那麼少，顯然是有原因的，這
也是令人好奇的地方。據了解，「尚書第」已被列
為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其獨特的建築風格與氣派，
對於研究明代建築也具有較高的價值。
泰寧古城的魅力當然不只是一座「尚書第」，其

最主要特點是徽派建築風格，也就是整座古城以灰
色調為主，兼以黑白相間的詠歎。走在這樣的古
城，去聽聽一千多年來甚至更久遠的足音，還有淅
淅瀝瀝的雨滴聲，真有一種曠古的感覺。如果再稍
加想像一下，幾百年前，古街上紛紛攘攘的人群
中，人們提 燈去橋頭邊或到戲院裡看戲的情景，
簡直絕妙了。泰寧的戲種主要是梅林戲，其源於清
乾隆年間，乃徽劇南下劇種之一，與京劇同宗同
源。此外，儺舞和燈舞也成了泰寧雙絕。儺舞源於
3000年前的殷商時期，形神兼備、舞姿粗獷，不愧
為儺文化的活化石。燈舞品種繁多，有龍燈、橋

燈、魚仔燈、線香燈、赤膊燈、蚯蚓燈等各具形
態，難怪每年舉辦都是熱鬧非凡，也唯有這樣的古
城才會給人諸多的想像。
不過，我對泰寧古城的好奇，遠不止這些生活中

的歷史場景和民俗風情，泰寧古城周邊的山水是令
我 迷的另一個興奮點，正是因為它們才使泰寧古
城更加富有魅力和傳奇色彩。2005年泰寧風景區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審為世界地質公園，成為福建
繼武夷山之後的第二個世界級旅遊區。2010年泰寧
成為「中國丹霞」世界自然遺產六個遺產地之一。
泰寧的大金湖、上清溪、貓兒山、峨眉峰、狀元
岩，尤其是世界地質公園和寨下大峽谷，實在太讓
人 迷了，可惜我未能一一遊玩一番。是的，泰寧
有太多的景點都是世界級的，還有不少的景點等待
開發和綜合利用。總之，在這樣的山水和大背景的
映襯之下，泰寧古城更加神秘了。或許，正是因為
有這樣的山水，泰寧古城才會人才輩出，人傑地靈
也成最好的寫照和最生動的詮釋。不過，泰寧能否
更好地凝聚周圍山水的靈氣，讓古城煥發新的魅力
和神韻則有待觀察。換言之，建設其實是一把雙刃
劍，如何使用是關鍵。

三代理科生愚公移山

我的母親

潘國森

客聚

到
那
一
所
圖
書
館
，
﹁
讀
者
﹂
不
是
告

訴
職
員
﹁
要
借
哪
一
本
書
﹂，
而
是
﹁
想
借

哪
一
個
人
﹂
，
因
為
那
是
活
人
圖
書
館

︵living
library

︶。

活
人
圖
書
館
，
外
借
的
不
是
書
，
而
是
人
。

這
是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由
丹
麥
的K

ings
G
arden

開

始
，
原
意
是
為
了
反
暴
力
，
消
除
人
們
的
偏

見
，
鼓
勵
對
話
，
達
至
了
解
，
減
少
種
族
及
宗

教
衝
突
。
該
圖
書
館
的
海
報
有
穿
得
好
密
實
的

回
教
徒
，
也
有
性
感
女
郎
及
不
同
年
紀
的
族

裔
。
讀
者
可
與
這
些
人
士
聊
天
約
半
小
時
，
了

解
他
們
的
想
法
、
習
性
、
價
值
觀
，
從
而
對
某

一
組
群
的
人
士
有
更
深
入
的
了
解
。
也
透
過
對

話
，
幫
助
人
們
對
所
持
的
觀
念
作
出
反
思
。
這

較
閱
讀
一
本
書
更
主
動
地
獲
得
所
需
知
識
、
更

切
合
個
人
需
要
。

活
人
圖
書
館
廣
為
接
受
，
在
丹
麥
、
英
國
、
瑞

士
、
美
國
、
日
本
、
羅
馬
尼
亞
、
冰
島
、
芬
蘭
、

挪
威
、
意
大
利
、
澳
洲
及
中
國
內
地
也
開
設
了
，

多
附
設
在
公
立
圖
書
館
或
教
育
機
構
內
。

被
﹁
借
閱
﹂
的
人
都
有
特
別
的
背
景
，
如
政

客
、
宗
教
人
士
、
少
數
民
族
、
變
性
人
、
同
性

戀
者
、
釋
囚
、
老
兵
及
從
事
特
別
行
業
者
，
圖

書
館
有
專
設
網
站
預
約
。
在
西
方
國
家
，
最
受

歡
迎
的
活
人
圖
書
乃
涉
及
政
治
議
題
的
；
東
方

則
以
從
事
特
別
職
業
者
外
借
率
最
高
。

這
類
圖
書
館
已
超
越
﹁
每
個
人
都
是
一
本
活

生
生
的
書
﹂，
而
是
﹁
你
主
動
來
聽
，
我
願
意
讓

你
明
白
﹂
的
意
義
。
一
個
人
的
觀
念
乃
從
許
多

不
同
來
源
的
訊
息
中
收
集
而
得
，
多
是
零
碎

的
，
是
從
個
別
體
驗
而
得
來
，
這
類
以
偏
概
全

的
印
象
，
容
易
在
社
會
上
產
生
誤
解
及
不
公

平
。
面
對
面
對
話
互
動
的
溝
通
，
是
最
佳
的
了

解
途
徑
。
也
較
透
過
文
字
、
圖
片
、
影
像
的
書

本
和
網
上
等
閱
讀
方
式
更
直
接
、
更
具
效
率
及

影
響
力
，
同
時
節
省
了
書
寫
、
出
版
、
製
作
等

時
間
及
費
用
，
值
得
香
港
學
習
。

活人圖書館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暑期遊學之選

泰寧去看古城

蒙妮卡

框框

思　旋

天地
吳康民

語絲

狸美美

網事

余似心

乾坤

■微博上傳出的第一張照片，旅

客在停駛的車廂內。 網上圖片

■整座古城以灰色調為主，兼以黑白相間的詠歎。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