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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严复在国难深重、
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用《天演论》
等一系列译著，唤起国人救亡图存
意识，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
在严复诞辰 170周年到来之际，记
者昨日走进严复故里——仓山区
盖山镇阳岐村，探寻严复的成长足
迹和思想历程。

阳岐启航 求学福州船政
阳岐是目前国内保存与严复

相关的文物古迹最多、种类最丰富
的历史文化集中区，拥有严氏宗
祠、严复故居、玉屏山庄、严复墓园
等。走进位于严氏宗祠的福建省
严复文化纪念馆，严复的一生脉络
在参观者眼前徐徐展开。

“严复是阳岐严氏第 27世孙、
阳岐村严氏的精神领袖。”阳岐严氏
宗亲、仓山区严复纪念馆原馆长严
孝鹏说。

1854年 1月 8日，严复出生在
福州南台（现台江区）苍霞洲的一
个中医世家，其父严振先有“严半
仙”的美名，为穷人治病从不计较
报酬。1866年，严振先为救人染病
去世，严家因此家道中落。严复遂
报考免学费且有补贴的福州船政
学堂，并以第一名顺利入学。

“严复的父亲在世时非常重视
子女教育，行医之余，时常亲自教
严复读书。严复七岁到胞叔严厚
甫的私塾读书，后严父开设家塾，
请来同乡黄宗彝为塾师教严复读

书。”严孝鹏介绍，在船政学堂，严
复经过五年的理论学习和六年的
航行，增进了对西方和世界的了
解，思想逐渐成熟。1877年，清政
府派遣留学生前往欧洲，严复成为
船政第一届出洋学生之一，到英国
学习。1879年 9月底，严复学成归
国，赴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后被
调至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
等职务。

“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工作生
活了 20年，他精心治学，培养了一
大批栋梁之材，包括民国大总统黎
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洋
大学提调王邵廉等。”严孝鹏说。

战败深思 探寻救国之道
留学期间，严复的兴趣与视野

不再局限于坚船利炮，开始涉猎哲
学、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著
作。

19世纪末，甲午战争的惨败和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
严复感受到了国危民困的切肤之
痛。他认识到，解决中国面临的危
机，必须进行思想启蒙、开启民智。

为此，他发表了《论世变之亟》
《原强》等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封
建制度，批判传统思想，呼唤救国
维新、改造社会。他还翻译了《天
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等名
著，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
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
介绍到中国。一时间，“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成为最时髦的词汇，深
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开明士大夫、维

新派和革命派。
不仅如此，严复还把这些理念

贯穿到学校教育中，着力推动教育
救国，完成了从一个海军教育家到
一个启蒙政治思想家的转变。毛
泽东同志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
物”之一。

在严复文化纪念馆，展示柜里
摆放了严复的八本译著、严复的部
分著作，以及各地学者研究严复的
相关书籍，最早的可追溯到 1902
年。其中，《穆勒名学》是清光绪年
间金粟斋的初印本；《社会通诠》是
1905年的原件，书中有一枚中国近
代最早的严复版权票。

“严复的思想成就，一为自撰
政论，二为翻译著作。在他看来，
翻译的目的是要直探资本主义社
会的命脉。他一生翻译西方著作
170 多万字，体现了他的爱国热
情。”严孝鹏说。

落叶归根 精神激励后人
1900年，北洋水师学堂被八国

联军所毁，严复全家离开天津避难
上海。后又回到天津辗转就任开平
矿务局华部总办、京师大学堂译书
局总办、安徽高等学堂监督等职。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
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
为北大不被停办作出了贡献。

1918 年秋，离别家乡 25 年的
严复从北京回到阳岐避冬。1920

年 10月，他再次回到故乡福州，住
在郎官巷旧居。次年10月病逝，葬
于阳岐村鳌头山。

在阳岐村，除了严复文化纪念
馆，还有很多地方留下了严复的足
迹。他童年、少年生活过的“严氏
祖居”，现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20年完成保护修缮，通
过一系列展陈让市民游客从中得
到教育、受到启迪；他积极奔走集
资重建尚书祖庙，纪念南宋抗元英
雄陈文龙；他晚年住过的“玉屏山
庄”，是十分精巧的清末建筑；他长
眠的鳌头山，已经建成严复公园。

严复穷尽一生，鼓民力、开民
智、新民德。对于子孙，他立下遗
嘱：“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
之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
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
满……”

受其影响，他的大儿子严璩赴
英留学归来后曾多次担任财政部
次长。1933年上海沦陷，严璩拒绝
出任日伪财政部长，后病逝于上
海。三儿子严琥在抗日战争期间，
舍弃优裕生活毅然决然奔赴福建
协和大学任教，被誉为“热爱祖国、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民主
人士”。

哲人虽逝，精神永存。如今在
福州，除了阳岐众多与严复相关的
文物古迹，三坊七巷的严复故居、严
复翰墨馆，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城等
地，也成为追思严复的重要场所。

2日，罗源县凤山镇苏区村村民
郑顺健一大早就爬到海拔800多米的

“山头面”，将准备好的营养包投放到
羊肚菌田里。“这批羊肚菌去年 11月
种植，预计今年春节后就可以采摘。”
苏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项国
盛说。

苏区村是福建省革命老区基点
村、库区移民村，也是福建省唯一用

“苏区”命名的行政村，苏区村在革命
战争时期和兴建水库时期为罗源作
过两次历史贡献。从 20世纪 90年代
搬迁下山生活，到如今上山发展特色
种植和文旅经济，在下与上之间，苏
区村立足群山谋出山，以发展的眼光
探寻振兴之路，唤醒沉睡的绿色宝
藏。

再上山——发展林下经济
苏区村的羊肚菌种植在海拔

800多米的连罗交界“山头面”，这里
有万亩生态林。村里充分利用绿色
资源，采取“支部领办合作社+公司+
农户”的模式，将林下经济发展得有
声有色。

“新鲜的羊肚菌市场价是 120元
一斤。”项国盛算了一笔账，今年种植
的 30亩羊肚菌预计能带来约 15万元
的收入。

1997年，为解决城区生产生活用
水问题，罗源开始在原苏区村位置建
设苏区水库。支持水库建设，苏区村
全村实行异地移民搬迁，村民们离开
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下山开启新生
活。

“‘山头面’还有近万亩山林，如
果没有利用起来就太可惜了。”下山
后，村民生活越来越好，但大家还一
直记挂着山上的生态林。

“在现有单一村财收入来源的基
础上，如何开拓新的村财收入增长
点？”2022年的一次村民代表大会上，
省派驻苏区村第一书记宋涛抛出这
个议题。

“我们不如把山上那一片生态
林利用起来，开展林下种植或者养
蜂，让村里的老人家有事情做。”一
名村民代表提议。很快，经过调
研，村里确定了“再次上山”的发展
方向。

赶时髦——直播间卖土蜂蜜
苏区村“山头面”蜜蜂养殖基地

内，蜂箱摆放得错落有致，箱子侧边
的小孔里蜜蜂飞进飞出。

“在我们村，养蜂由来已久。村
里把我们养蜂散户都集合起来，还提
供了 15万元的资金支持。村两委请
来县林业局技术人员指导，现在 500
多个蜂箱都实现了规范养殖，蜂蜜的
质量也提升了。”蜂农叶建华说。

“山头面”生态环境好，年均气温
15℃，日照充足，平均相对湿度 85%。

“蜜源主要是低温泌蜜的柃木花，山中
昼夜温差大，使得蜂蜜质量好，营养价
值高。”宋涛介绍，2023年苏区村蜂蜜
产量达 1000多公斤。“村民担心蜂蜜
不好卖，我联系了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组织包装工程专业的老师和学生为土
蜂蜜设计外包装，让土蜂蜜也‘潮’起
来。同时，我们还搭上了电商的快车，
通过直播售卖蜂蜜，带动蜂农致富。”

“红+绿”——走兴业创富路
过去的苏区村藏在深山中，只有

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城区。20世纪 30
年代，连罗革命风起云涌，“山头面”
成为红军游击队活动的中心据点，邓
子恢、陶铸、叶飞、曾志等先后在此领
导连罗革命斗争，红色力量在此得以
发展壮大。

转眼，苏区村从海拔 800多米的

连罗交界“山头面”搬迁至新址已有
27年，在村两委的带领下，苏区村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项国盛介
绍，村子建设了近万平方米的仓储
物流中心，盘活了村集体资产。2003
年租金收入有 13 万元，2010 年增至
30 万元，2023 年达到 100 多万元，村

财收入实现大幅度增长。“我们仓储
物流中心正在进行改造提升，打造
有特色的城郊型红色物流产业园。
预计改造升级后年租金会翻一番。”
项国盛说。

近年来，苏区村积极发展“红+
绿”经济：一方面，以挖掘红色资
源、传承红色基因、发展红色产业
为主线，建设“苏区红墙—苏区村乡
村振兴之路”，打造“罗源县山面区
革命武装根据地纪念馆”，修缮“山
头面”红军步道、红军兵工厂、练兵
场遗址等红色教育示范基地；另一
方面，利用苏区村旧址森林覆盖率
高达 95%的优势，在北漈自然村建
设露营基地，建设柳杉森林氧吧、白
鹇鸟摄影基地、观景台等，吸引游客
进山。

“苏区村的‘下山’离开的是过去
的家园，告别了过去贫苦的生活。‘上
山’开启了新的经济产业，走上了一
条‘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
集体增收、共同富裕’之路。”罗源县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凤山镇党委书记
黄翚说。

本报讯（记者 燕晓）citywalk
（城市漫游）毫无疑问是 2023年
的旅游热词。2024年开始，在福
州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citywalk仍
受游客青睐，其中，沿闽江而行
的文艺路线颇受欢迎。

毗邻闽江的上下杭历史文化
街区处于福州城市的中轴线上，
是闽商发祥地、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从上下杭出发，开启
闽都文化体验之旅，沿着历史悠
久的核心水路——三捷河漫步，
三通桥、星安桥、张真君祖殿、永
德会馆等充满古韵的建筑与岸
边的古榕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

逛完上下杭，沿着三通路漫
步，就到了青年广场。从广场的

旋转楼梯顺势向下，有着百年历
史的青年会进入视野。来自上
海的游客韦亦肖站在橙色的阶
梯上摆各种pose，随手一拍，便是
文艺感满满的大片。沿着解放
大桥一路前行，烟台山渐渐出现
在眼前。向山而行，活化利用的
西洋建筑迎来不少参观者和拍
照打卡的游客。

台江新增10条健身路径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近期，台江区榕

江新天地、鳌祥佳园二期、裕轩苑小区、滨江
花园、北兴园等地新增 10条健身路径，满足
市民的健身需求。

“新的一年在家门口就可以运动，非常
方便！”最近，家住台江区滨江花园的王先生
有空就带着孩子到小区新增的健身路径锻
炼。这条健身路径不仅成为老少居民健身
运动的好去处，还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0条健身路径配备的健身器材包含晃
板扭腰器、伸展器、直立健身车、上肢牵引
器、太阳能心率柱等。这些器材兼具外观
造型美观、电源稳定、电子系统耐用和趣味
性足等优点，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人群多
样化的健身需求。

大学城端出
俄罗斯艺术大餐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新年伊始，福州
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端出多道俄罗斯高水
平艺术大餐让市民享用。

1月7日，俄罗斯国立模范交响乐团新年
音乐会将在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俄
罗斯国立模范交响乐团是俄罗斯最著名的
交响乐团之一，成立于 1936年。上世纪 50
年代，在斯维特兰诺夫带领下，这个“年轻”
的乐团迅速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交响乐
团之一。俄罗斯国立模范交响乐团为 70人
大编制，本次的音乐会将带来肖斯塔科维奇
的 F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胡
桃夹子组曲、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
河圆舞曲等经典曲目。

莫斯科经典芭蕾舞团将于1月23日为福
州观众呈现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
湖》。俄罗斯莫斯科经典芭蕾舞团成立于
1989年，领衔主演奥科萨娜·邦达列娃是圣彼
得堡米哈伊洛夫斯基芭蕾舞团首席舞蹈家，
领衔主演阿列克谢·卢比莫夫是俄罗斯功勋
艺术家、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芭蕾
首席。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近期，
永泰县计划启动城乡供水一体化
项目建设，不久后永泰乡村居民就
能喝上与城区居民“同水质、同服
务、同保障”的自来水。

永泰境内水资源分布不平
衡，丘陵山区水资源短缺。去年
以来，永泰县全面谋划推进城乡
供水一体化建设。据了解，永泰
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总投资为
11.32亿元，将按照“城乡一体、统
筹规划、国有控股、集约经营”的

思路推进，打破乡镇间的供水壁
垒，重点推进大水源、大水厂、大
管网建设。

永泰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划
分为 15 个集中供水分区及一个
独立村庄供水分区。集中供水
分区新建 11座规模化水厂，改扩
建 9座规模化水厂。独立村庄供
水分区包含 184 个独立供水工
程，其中新建规模化水厂 3座，新
建 200 吨及以下净水站共计 181
座。

福州单体面积最大
垃圾分类主题公园落成
占地17000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员 丁林
怡）记者昨日从马尾区环卫中心获悉，全市
单体面积最大的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在马尾
落成。

这个主题公园位于魁岐互通桥下，在马
尾区魁岐生态公园基础上改造而成，占地约
1.7万平方米，集垃圾分类知识科普、休闲健
身娱乐、游戏互动于一体。园内设置的12处
主题造型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市民可在休
闲娱乐中学习垃圾分类知识。主题公园还
在设计上融入船政元素。

幼儿唱响两岸童谣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员 江超

云）3 日，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幼儿园举办
“‘艺’起携手、‘趣’玩童年”艺术节暨首届两
岸童谣节。《祖国妈妈真漂亮》《腊八节》《欢
迎台湾小朋友》《拜年歌》等两岸童谣，以普
通话、福州话等形式唱响。

为打造闽都文化国际品牌，加快建设现
代化国际城市，福州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
会着力打造两岸童谣之都，计划在福州建99
个两岸童谣驿站，助力打造福马“同城生活
圈”。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幼儿园是首批两
岸童谣驿站。

阳岐故里探寻严复成长足迹
本报记者 王玉萍

村民下山 产业上山 游客进山 土货出山
——罗源凤山镇苏区村探索发展新路径

本报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林晋如 刘其燚

穿街走巷穿街走巷 漫游福州漫游福州

永泰拟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
游客漫步烟台山游客漫步烟台山。。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随着工
作人员根据指令转动阀门，自闽江
调水龙高支线改扩建工程共用管
廊段输送的原水，从洋楼水库出水
口奔涌而出，一路流向高山水厂。
近日，位于福清市的闽江调水龙高
支线改扩建工程共用管廊全段完
工并成功试通水。

以往由于缺水，福清经济社会
发展受到掣肘。经过多番论证和前
期准备，闽江调水工程被列为省重
点建设项目。闽江调水龙高支线改
扩建工程一期于 2003 年建成通
水。本次试通水的闽江调水龙高支

线改扩建工程，根据与平潭引水“一
闸三线”工程管线的位置关系，分为
与平潭引水“一闸三线”共用一个管
廊的共用管廊段工程30.8公里（其
中海口石溪至高山洋楼段管道长
29.2公里、北林隧洞长1.6公里）和
非共用管廊段工程10.7公里。

正式通水后，闽江调水龙高支
线供水规模将从原有的 3.18立方
米/秒增至6.94立方米/秒，年最大
引水量可达1.6927亿立方米，困扰
龙高半岛居民多年的用水问题将
得到有效解决，直接受益人口达
51万人。

闽江调水龙高支线改扩建工程共用管廊通水

51万人受益

游客在严复故居内参观游客在严复故居内参观。。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苏区村村民为羊肚菌放营养包苏区村村民为羊肚菌放营养包。。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