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24年2月21日 星期三

■编辑:胡一晟 美编:熊宏娇 传真:83762670 E-mail:fzrbfzrb@126.com ■更多资讯 详见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手机上网m.fznews.com.cn

综合

本报社址：福州市鼓楼区小柳路85号 邮政编码：350025 总编室：83762585 编发中心传真：83762670 采集中心：83751111 83762593（传真） 专副刊中心：83762332 广告热线：83721111 83721974 （传真）

订报热线：968800 发行：福州报业发行有限公司，福州市五城区自办发行、其余区域邮发，邮发代号33-7 年定价496元、零售每份2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2005017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87275327

印刷：福州报业印务有限公司福州市仓山区建新北路151号本公司承印各类印刷及配套业务。总机服务：83350701 83336672 所刊作品，未经本报（网、刊）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法律顾问：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本期嘉宾

林轶南 家住福州，鼓岭文化研究专家，现为华东理工大学景观设计系主任、副教授。
他和美国友人穆言灵合作挖掘曾在鼓岭生活的外国家族历史故事，在此基础上，他和华东
理工大学的学生研发了“鼓岭家·谱”系统，为鼓岭的建筑和人物拼出完整的谱系地图。这
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外侨影像数据库，让世界各地“鼓岭之友”的回家之路更加容易。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春节假
期结束，但在永泰，游神祈福活动仍
在延续。20日，永泰县嵩口镇月洲
村以“张圣君诞辰一千周年”为庆典
开展游神祈福活动，吸引不少游客
参观。

活动现场，巡游队伍从月洲张
圣君诞生祖殿出发，一路鼓乐喧天，
数百名男女老少一路高举旗帜，浩
浩荡荡地引着张圣君、慈航观音等
神像在村中穿梭，好不热闹。

“今天我们 300 多人从祖殿出
发，一路途经月洲村、溪口村和洋中
村，前后 4个多小时。”月洲张圣君
诞生祖殿理事会会长张明秋介绍
道，张圣君是我省民间道教信仰人
物，他生于月洲、长于盘谷，云游四
方，扶危济困，保境安民，长期以来
受两岸同胞、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华
人信仰，被升华为两岸农业神、商业
神、医药神。

村内男女老少也纷纷在街道两

旁驻足，等待队伍经过时燃放鞭炮，
烧香祭拜，保佑合境平安，祈求风调
雨顺，幸福安康。

“我从小听老人说张圣君的事
迹，只要村里圣君庙有活动，家人都
会尽量从外地赶回来参加。”月洲村
年轻村民张绪炜说，不仅本村人参
加活动的热情高涨，今年游客也更
多了。张明秋表示，希望通过游神
活动，共同守护乡土文化资源，助力
民俗文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日前，应团市委
邀请，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和马克思主义学
院的14名研究生来榕开展研学实践。

学子们围绕福州的文化保护与发扬、科
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领域，参观
了三坊七巷、苍霞社区、福光股份和福州软
件园，并赴水系治理部门及公园实地感受治
理成效。

实践团支队长卓雨薇告诉记者，这是她
第一次来福州。“作为支队长，虽然工作量巨
大，但活动让我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她说，
三坊七巷、福光股份都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过的地方，重走这条路线，深切感受到了总书记
对福州文化建设和科技创新的重视。“我们还
与福州市引进生、清华学长们座谈交流。”

实践团成员谢博文是福州人。“虽然我
在福州长大，但我对家乡的了解比较有限。
这次实践让我看到了曾经无数次走过的三
坊七巷背后的文化底蕴与时代价值，看到了
福州科技企业追求创新的不懈努力与累累
硕果，看到了城市水系治理和棚屋区改造带
给人民生活的巨大便利与安全保障。我会
积极考虑毕业后回到福州工作，尽我所能让
家乡变得更好。”

此外，学子们撰写的调研报告分别就推
动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提升福州产业发展动能、打造宜居
宜业生态文明城市、提高城市智慧管理水平
等提出建议。“他们提出的加强文创产品开
发、营造企业科技创新良好环境、大力发展
公园城市、拓展城市管理一体化运行应用场
景等建议都很具针对性。欢迎他们将来来
福州就业创业。”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说。

与“工会驿站”合影打卡
领取留岗慰问金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市总工会自本月9
日起，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12000个名额
的“留岗慰问金”。目前还有部分名额，欢迎职
工与“工会驿站”合影打卡领取200元慰问金。

本次活动参与对象为工会关系隶属我
市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主要是货车司机、
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一线职
工。职工可通过“e福州”APP搜索“福州工
会”，点击“两节活动”—“留岗慰问金”参与
报名，按照系统要求填写信息。

按照要求，活动需上传劳动者与我市辖
区内的福州职工服务 e站、工会驿站、工会户
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的合影照片（若还未加入
工会则需根据系统提示上传就业证明）。审
核结果将通过短信形式及时通知申请人，等
所有人都审核通过后，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
统一发放慰问金。

当记者电话连线在上海的林
轶南时，他刚结束和德国朋友谢
先生的电话。谢是鼓岭老建筑禅
臣别墅主任谢弥沈（G·禅臣）的后
人，林轶南正极力说服他们一家
在今年6月回访福州鼓岭，追溯家
族记忆，重续“鼓岭缘”。

谢弥沈是德国禅臣洋行创始
人，任德国驻福州领事，在福州发迹
并置办了不少房产，位于鼓岭的禅
臣洋行别墅就是其中之一。林轶南
和谢先生相识于4年前。当时谢先
生正四处寻找谢家在福州生活的痕
迹，并提供了很多老照片。谢弥沈
喜欢在别墅内种植棕榈树、绣球、南
洋杉等奇花异木，并在仓前山打造
了福州历史上第一个西洋园林——
禅臣花园。看到老照片，林轶南几
乎一眼就确认了地点。

通过后人提供的实物资料，林
轶南协助鼓岭管委会如旧修复了
禅臣别墅，完善了禅臣花园的建筑
历史，也帮谢先生追溯到家族在福
州发展的完整轨迹。不仅如此，通
过研究禅臣花园中的珍稀植物，林
轶南还还原了南洋杉的“入华轨
迹”。

南洋杉原产地并不在中国，何
时引种到中国也未有明确记载，通
过对福州外侨、建筑历史的大量研
究，林轶南基本确认：中国的南洋
杉是近代到福州的德国人从澳大
利亚引进的，且极大可能就是谢氏
家族。去年底，在三坊七巷麒麟书
局举办的《禅臣花园植物的奇妙旅
行》中，林轶南将这一研究成果向
福州的读者分享，反响热烈。“德国

人把福建的植物移栽回欧洲，又从
东南亚移栽植物到福建来，这种植
物又从福建走向全国。全中国的
南洋杉都是从福建扩种的，研究这
个过程，是非常有趣的。”林轶南说。

从人的交流到物种的交流，
虽然课题是植物和建筑，但鲜活
的故事给这段“物种交流史”注入
了生动的人文信息。这就是林轶
南喜欢做的事——关心建筑背后
人的故事。

从 研 究 老 建 筑 转 向 研 究
“人”，林轶南对自己的选择一直
很坚定。“对于近代建筑，大家往
往关心的不是有多么好看，而在
于建筑背后的人的故事。”从 2016

年起，创办了“福州老建筑百科
网”的林轶南和穆言灵携手开始
挖掘研究鼓岭的各个家族故事，7
年来他们帮助世界各地几十个家
庭找到了在中国福州鼓岭生活过
的印记，并研发了首个基于影像
的外侨寻根系统——“鼓岭家·
谱”系统。

去年首届“鼓岭缘”中美民间
友好论坛期间，林轶南团队完成
了“鼓岭家·谱”系统的搭建。8个
月来，通过对接美国国家档案馆
等开放数据源和AI录入，数据库
已经扩容了近 9倍。“去年我们才
录入了一两千张人脸，现在已经
录入了12000多张人脸、近7000个

人物信息了。”
如今，寻根系统基本涵盖了

1949年以前来过福州的美国传教
士和商人，并逐步扩展至福建全
省，在美国之外扩展至德国等其
他国家，还增加了很多中国人的
信息，包括福州教会学校的教职
工、学生等，帮助更多中外家庭在
寻根系统上追溯家族历史、接续
友谊。

“英”和“华”时隔半个多世纪
后的轻轻拥抱，兰醒球后人柏凯
斯和原生家庭郑家的再续前缘
……见证这些跨越时间的友谊，
是林轶南在研究中最有幸福感的
时刻。去年，他协助穆言灵通过

跨洋视频，帮助103岁的美国友人
林恩“云”游鼓岭，重回儿时故园，
圆了生前最后一个愿望，为故事
留下了温暖的结局。

在寻找中，林轶南也发现了
自己家族和鼓岭的一些渊源：兰
醒球被收养前的郑家长辈照片，
是他辗转从外婆的学生手里得到
的。林轶南外公的弟弟，当年曾
是协和建筑部的一名建筑设计
师，参与了福州近代建筑的设
计。林轶南有一个想法——当这
个寻根系统足够大的时候，大家
或许会发现，你、我、他，不管在世
界哪个角落，都能和“鼓岭故事”
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另一种体现。

从首届“鼓岭缘”中美民间友
好论坛闭幕至今，8个月相继有 3
位鼓岭外侨去世，这也让“寻根”
工作更加紧迫。去年开始，“寻
根”团队开始关注之前被忽视的
中国人的部分，寻访数位鼓岭原
住民并进行了抢救性的口述历史
采访。

目前，福州正在建设“鼓岭故
事”沉浸式体验馆（鼓岭家谱故事
展示馆）和鼓岭历史建筑展示
馆。林轶南将遴选“鼓岭家·谱”
中富有代表性的8个家族，运用多
媒体手段进行沉浸式展示，并在
馆内开设互联网寻根入口，方便
外侨查询家族信息，或提供家族
资料对接专家。林轶南希望这个
寻根系统帮助更多中美家庭接续
友谊，让“鼓岭故事”不断谱出新
章。

林轶南：拼出谱系图 重续“鼓岭缘”
本报记者 朱榕

林轶南在“鼓岭之友”座谈会上。本报记者 郑帅摄

永泰嵩口月洲村 游神祈福人气高

用天体定位保证舰艇编队航行安全

王昌太：西沙海战让我终生难忘
人物档案

福州军休干部口述历史 21

王昌太，男，1951 年 7
月出生，1969年1月入伍，
1969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荣立2次三等功，
获评2023年度福州市最美
退役军人，现为崎上军休
所军休干部。

1974年 1月 16日，周恩来总理
命令汕头281、282猎潜艇立即赶赴
西沙永兴岛待命执行任务。当日
上午，我所在的 280号猎潜艇刚进
汕头4803工厂维修。13时许，担任
舰艇值更官、正巡查艇上安全的我
突然接到大队作训参谋刘冬林的
电话，他传达大队长刘喜中的命
令，让我马上到282号猎潜艇报到，
代理该艇航海长去西沙执行任务。

工厂离码头有七八公里远，我
接到电话后背着背包一路小跑到
轮渡口，当时汽车轮渡正准备离
开，我赶紧跳上轮渡船过江。赶到
海军码头时，执行任务的 281、282
号猎潜艇已发动。我马上就位并
立即展开工作。

上世纪70年代，我海军舰船海
上航行主要靠陆标定位和雷达定
位，但这些定位仅限于近岸航行。
由于当年没有卫星导航仪和无线
导航装备，因此我海军部队不具备

远岸航行的条件。西沙远离海南
岛，为保证海军舰艇安全，最有效
办法就是用天体确定舰船位置。

为了尽快抵达战区，大队长刘
喜中决定走近路，从远海直插战
区，节省时间。大队长问我，用天
体定位是否有把握，能否保证编队
航行安全？我说只要看得到太阳，
就能准确定位。

我这么有把握，是因为此前我
利用舰艇靠码头抛锚和出海训练
等时机，在一年多时间里测了几千
条天文舰位线，计算查表也滚瓜烂
熟。大队长于是果断下达指令，从
远海走。

17日 10时，281编队从广东台

山县上川岛启航，直驶海南岛。在
几百海里的大洋航线上，我用太阳
移线定位法连续测定了281编队的
位置，并让信号兵何贤基通过灯光
信号发给前导艇，报告大队长。大
队长很高兴，发信号给我口头嘉奖。

我既是南海舰队此次西沙海
战第一名使用天体定位的航海长，
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名在海战
中使用天体定位的航海长。天体
定位结果表明，我们的编队行驶在
计划航线上，有效避开了西沙航路
上最危险的黑礁北礁礁石。

19日10时22分，281编队以24
节的速度行驶到永乐群岛晋卿岛
以北 15 海里时，西沙海战正式打

响。我军 271、396编队与南越的 4
艘军舰展开激战，南越海军16号驱
逐舰的主机舱被多次击中，4号驱
逐舰的前主炮被摧毁，5号驱逐舰
的雷达天线被打断，军旗被打到海
里。

11时 30分许，281编队到达晋
卿岛东面时，我发现敌 4号、5号舰
在琛航岛东南约 4海里处，按照战
斗海图作业的规范要求，我立即组
织航海部门和测距部门对敌方舰
艇的航向航速进行测定，把数据报
告艇长。

在编队指挥员的指挥下，281
编队飞速向敌人靠近，短时间内追
上敌舰。12时12分，当我们到达南
越 10号护卫舰的右舷时，敌 2名水
兵转动后主炮对我 281编队射击，
我编队立即还击，282号艇后主炮
炮长何承锐指挥双联装 57炮对敌
后主炮一阵猛轰，当即将其摧毁，
敌舰弹药库、机舱中弹后爆炸，不
久就沉没了。281编队期间来回共
打了3个航次，发射炮弹近2000发。

首场海战胜利后，中国人民解
放军三军协同于 20日一举收复被
南越侵占的西沙珊瑚、金银、甘泉

岛，西沙群岛全部回到祖国的怀
抱，一举解决了1956年起南越对西
沙岛屿的侵占，还毙伤南越官兵
100余人，俘敌48人。

此次西沙海战是人民解放军
的首次海上反侵略作战，这场以劣
胜优的海战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海军史上首个对外作战并获全
胜的战例。

281编队击沉敌舰后，282艇还
在西沙配合海空军战机进行海上
轰炸射击训练，巡逻保卫中建岛，
我又用天体定位法保证了282艇的
安全。

作为西沙海战的亲历者，此次
经历让我终生难忘。退休后，我致
力于收集中外有关西沙海战的各
种图片、资料，希望能够将历史更
好地记录、保存下来。为了让更多
人深入了解西沙海战对中国南海
战略的重大意义及背后的感人故
事，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
批准，我撰写了国内首部记述西沙
海战的纪实作品，还写了一首歌，
书名和歌名都是《最忆是西沙》。

（王昌太口述，吴云哲、郑立、
记者曾建兵整理）

王昌太介绍自己写的书王昌太介绍自己写的书。。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游神祈福是月洲村传统民俗游神祈福是月洲村传统民俗。（。（永泰县融媒体供图永泰县融媒体供图））

清华研究生团
来榕研学实践

清华研究生们在福光公司参观清华研究生们在福光公司参观。（。（团市委供图团市委供图））

国内首个环境陶艺
专题艺术展在榕举办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由中国文化产
业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院主办的
环境陶艺专题艺术展览，近日在三坊七巷内
雅道巷东南艺术中心举办，展览将持续到 3
月 10日。该展览是著名陶瓷艺术家朱乐耕
历时10年打造的，也是国内首个环境陶艺专
题艺术展览。

展厅内十余件经典环境陶艺作品，如
《天水之镜像》《生命之绽放》等，都是极其少
见的以实体形式集中出现的环境陶艺作
品。作者还为福州此次展览特别创作了作
品《生命之方》和《繁光·龙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