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春三月，走进小黄楼，黄巷中的一
家宅院。

黄巷是三坊七巷最早有人定居的地
方。那还是在晋代，中原士族“衣冠南渡、
八姓入闽”，其中黄姓家族就聚居在黄巷
这里。之后到此落户的居民越聚越多，自
为里坊，衍发成三坊七巷和南后街的格
局。

黄巷深处，唐代进士、崇文阁校书郎
黄璞来这里建宅居住，人称黄楼。巷口旧
有“唐黄璞旧居”的石匾，还曾留下黄巢
“曰:‘此儒者。’灭炬弗焚”的传说。

道光十二年（1832）六月，因病卸任
的江苏巡抚梁章钜，将官印和职责交付接
任的林则徐。八月，回到福州。对黄巷新
宅进行修建。于宅西侧修葺一座两层小
楼，取名黄楼。次年又在东侧修建小园，
名东园。整个院落又称为“小黄楼”，现在
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年梁章钜日常读书、著述、会友都

在小黄楼的黄楼。楼上藏有图书数万
册。楼前天井有口小池，上有袖珍石拱
桥，东面桥栏刻着“知鱼乐处”，让人想到
庄子“知鱼之乐”的逍遥齐物。西面桥栏
题刻“廿网桥”。梁章钜自题黄楼“芝南
山馆”，“芝南”寓意“知难而退”。其自撰
联“历中外廿年身，宦海扁舟，万顷惊涛
神尚悚；就高低数弓地，儒宫环堵，三竿
晓日梦初醒”，就是对桥两边题刻的一种
解读。

宦海廿年，梁章钜先后任北荆州知
府、江苏按察使、山东按察使、江苏布政
使、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江苏巡抚、署
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等职。他为官清
正俭朴，深受百姓拥戴。在整治吏治、兴
修水利、抗灾救灾、整顿财政、治理漕运、
清朗文风、培养人才等方面贡献突出、政
声远播。如在广西当巡抚，积极配合林则
徐禁烟禁鸦片；第一个向朝廷提出以收回
香港为首务的巡抚。

1849年早春二月，在云南的云贵总
督林则徐为在浙江温州养老的“老前辈”
梁章钜的《制义丛话》写后序，说“自通籍
以迄出持节钺，政事文章，经史著述，卓然
当代伟人”，赞扬梁章钜为官为学，都是成
功人士。

再读“知鱼乐处”，梁章钜之“乐”就不
仅是“三竿晓日梦初醒”。如果说从政是他
的职业，那著书就是他的爱好。梁章钜出
身书香门第，喜欢读书做学问。在黄楼休
养期间，他又辑成《退庵随笔》二十卷。

在有清一代官员中，他的著述是最多
的。林则徐点赞他在当时“仕宦中，著撰
之富，无出其右”。梁章钜70岁生日时，
他的好朋友王淑兰撰写了一副寿联祝贺：

二十举乡，三十登第，四十还朝，五十
出守，六十开府，七十归田，须知此后逍
遥，一代福人多暇日；

简如《格言》，详如《随笔》，博如《旁
证》，精如《选》学，巧如《联话》，高如诗集，
略数平生著述，千秋大业擅名山。

此联就是一份出色的履历表和成绩
单，概述了梁章钜一生的功业和著述。为
官方面，政声卓著；做学问方面，一生勤于
著述，涉猎广泛，内容题材极其丰富。精
炼睿智的有《古格言》，详尽优美的有《退
庵随笔》，广征博引的有《论语集注旁证》，
精妙实用的有《文选旁证》，创新巧制的有
《楹联丛话》，高雅大气的有《藤花吟馆诗
钞》，等等。实际上，梁章钜的研究领域涉
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考证实录、笔记丛
谈、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各个方面，许多著

述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
梁章钜的文化贡献，突出是在楹联

的创作、研究方面。在广西巡抚兼署学
政任上时，梁章钜花两年业余时间，广泛
搜辑楹联资料，编撰完成《楹联丛话》巨著
共十二卷，收入联话600余则，涉及联人
数百，作品上万。接着又着手编撰《楹联
续话》《楹联三话》。他编著的《楹联丛
话》系列著作，创立联话文体，开我国楹
联史之先河。

梁章钜的学弟林则徐在道光庚子
（1840）春日写下《十无益》格言“存心不
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
无益……”。这些话，通俗易懂，简约却
不简单。其来源跟梁章钜的家教关系密
切。梁章钜父亲的书室名“四勿斋”。为
什么起这个名字？父亲特别要梁章钜记
住：“无益之念勿起，无益之事勿为，无益
之言勿说，无益之物勿食”。从“四勿斋”
到《十无益》，我们似乎可以找到梁章钜、
林则徐的文化精神的传承。

驻足小黄楼，梁章钜之后，琉球册封
使赵新、鳌峰书院山长陈寿祺等亦居过
此。这里还曾是福建省文联机关宿舍，住
着福建几位德高望重的
文化人，包括闽剧表演艺
术家郑弈奏、散文诗大家
郭风、著名作家章武先生
等。

走着，读着，感觉文
风习习、春风满楼。

两山森林茂密，松树樟树青翠。一
条蜿蜒干净的山村公路，把我们引到海
拔六百多米高的闽清县塔庄镇东南部的
梅坪村，一个福建省级乡村振兴实绩突
出村。这里正在举办一场从未有过的体
育赛事。

“砰！砰！砰！”三声发号令枪声，说
时迟，那时快，一辆辆崭新的山地越野车
冲出跑道，风驰电掣，沿着崎岖不平的山
道，爬坡过坎，穿越丛林草地，飞过山涧
溪流……，开始一场智慧与速度的大比
拼，这是闽清县在梅坪村举办的第一场
“missio”全地形越野车体育比赛。

“missio”简称“UTV”，是一种可以
在山地奔走的越野车辆，是“陆地霸
王”。它是一项体育智力与地理之间有
机结合的技能体育运动。“UTV”全地形
越野车项目场地不好找，“它需要一些自
然界生成的山地形貌基础条件。”此项运
动创始人孙鹏说，他们找过好多地方，来
到梅坪村考察，很快相中这里独特的地
形地貌。

把越野车项目搬上山来，把体育运
动与乡村旅游结合，丰富乡村游的内容，
也能培育乡村游的新业态，为乡村带来
持续的人流商品流，从而打破乡村游季
节性游客不足的弱点。

沉浸其中的游客，很难想象，如今的
“网红村”，曾经是一个典型的“空壳
村”。梅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周弘耀说，
村民一度缺乏信心，基本选择外出务工，
村里常住人口不足二十人。这一切的变
化，源于一群海外学子回归梅坪创业创
造的成果。

2020年秋天，一群毕业于澳大利
亚、英国等国外几所大学的12名“95后”
海外留学生，在梅坪村海归学子黄泽廷
推荐下，相聚梅坪考察，被这里的山山水
水美丽风土人情所吸引。大家商定，选
择这里艰苦创业。“着手成立海外青创中
心，然后从文旅项目入手，打开山村一
角。”黄泽廷和团队同吃同住村里，对古
厝、古道、山林、农田等丰富资源详细摸
底站队，对村庄文旅项目作统一规划设
计。两年多来，他们将知识与资本结合，
每位学子发挥个人专业特点，结合乡村
实际地理，分别设计出拾光花园主题餐
厅、云丹公社、村落文化馆、树屋酒店、四
落厝商圈等十余个文旅项目，着力打造
“梅坪文旅第一村”。“UTV”全地形穿越
是他们建成营业的第六个文旅项目。

漫步村里，处处是这群海归学子的
创造之作。英国UccBartIett建筑学院
硕士Anna负责建筑规划设计，为村中老
屋民居改造献策；北京电影学院硕士赵
雨正为山林间的灯光秀进行编程，结合
山中不同的时节特点，编写出不同花样
的灯光秀……

走出赛道，步行百米，转角遇见“重
拾时光主题餐厅”，它是由一座百年古厝
改造而成，从外观上看，似同北京四合院
一般。为来往游客饭点打卡，“吃住玩乐
游”一条龙服务。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外环厝那间
“厨房咖啡”。听说，20世纪50年代公社
化时，做过大队食堂。后来被户主收回
做厨房，现在改造成一间咖啡屋。推门进
屋，米黄色的瓷砖铺满地面，洁白的墙壁

五颜六色，给人视觉美感，高高的吧台，简
约精致，仿古式的木制品桌椅，摆放有序。

入座后，一缕金色的阳光正好从窗
外射进，穿梭于微隙之间的气息。主人
忙着起身上茶点，端咖啡，热情大方，彬
彬有礼。大家边吃边喝，无拘无束，畅所
欲言。柔和的灯光，伴随着经典的背景
音乐，让人十分惬意。清新的空气，静谧
的环境，舒缓的气氛，赢得当地人和城里
人青睐。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年轻人呼
朋唤友，结伴而来，作客山间，其乐融融。

“厨房咖啡屋”热闹异常，经营业绩
可观。村里许多人也从这一变化中，看
到古村古厝开发利用的重大价值，思考
着如何进一步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
创新开发，让古村古厝变废为宝。

离开咖啡屋，拾级而上，是一座三层
四排间的原梅坪村小学。现在一二层是
村部办公，三层为海外青年创业中心。
不远处，一座古朴古香的建筑映入眼
帘。村民叫它“村落文化馆”。其实，它
原是村里一座老剧场，占地300多平方
米。现老剧场里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
文化书吧，另一部分研学讲座。

步入书吧，原木色的书架一字排开，
图书排列有序，干净整洁。图书内容包
含党建、文化、农业、科技、英语等多个种
类。书吧没有供阅门槛，24小时全天候

开放，大家可以自由阅读。一到节假日，
人流量特别多。

“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
以致其道。”游览之间，传来阵阵童声朗
诵。循着声音往里走。原来是镇里小学
老师，利用今天周末，为小孩子们辅导
《论语》讲座。老师由浅入深，逐句逐段，
通俗解释，学生们聚精会神，专心致志。
一张张声情并茂图片，一段段感人至深
比喻，一句句发人深省的道理，让孩子们
在愉快轻松的气氛里，感受国学的精华
与魅力，接受中华优秀文化的熏陶。

清风在路上，美好在心上。流连梅
坪村里，青山环绕，绿水荡漾，桂花飘
香。古厝错落，飞檐走翅，树屋酒店，主
题民宿与农户毗邻，庭前小桥流水，鱼
鸭争游，梯田栉比，稻浪翻滚，回绕村前
山后的登山步道鲜花盛开，游人信步如
云……山村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构筑
出一幅“农舍变民宿，荒地变公园，山区
变景区”的美丽画卷。

夕阳西落，华灯初上。一串礼炮腾
空升起，开启了一场灯光秀。霎时天女
散花，遍地开放，星光璀璨，紧随其后的
地灯、射灯、激光灯粉墨登场，一束束艳
丽的灯光穿梭于山间树林，犹如银光闪
闪的一条条巨龙，星光四射，交相辉映。
照亮山村夜晚，也点亮人们心间。

降虎村，一个位于福州市晋安区宦
溪镇的小村落。

降虎村因降虎寨而得名。降虎寨，又
名云漈关，地处降虎岭隘口。宋代梁克家
《三山志》载：“尝有猛虎为猎矢所伤，至独
觉庵前，若有所诉。独觉为拔其箭，拊摩
良久。去数日，疮愈复来。由此出入常相
随。”即将此地命名为“降虎寨”。

降虎寨地势险要，自古是福州北面的
重要门户，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明王应山
《闽都记》载：“降虎岭有寨，置戍。”明嘉靖
年间，戚继光曾率兵破寨，消灭盘踞寨中
的倭寇。现存两寨门及部分寨墙。

一条北通连江、南下福州的古道穿
寨而过。此道即为宋嘉祐三年（1058）
怀安知县樊纪募资所建，是福州北驿道
福温路的重要遗存。宋时，福温路出井
楼门，至连江界，共设置5个驿铺。明万
历《福州府志》载：“北路由井楼门达连
江、罗源、福宁，铺凡五：来宜铺、北岭铺、
宦溪铺、板桥铺、任溪铺。”其中任溪铺即
在降虎。故降虎寨建于明代或明代之
前，也有传是明嘉靖年间戚继光入闽时，
为剿灭倭寇而建。清代郑祖庚《侯官县
乡土志》载：“降虎，有戚恭将古寨在焉，
亦有市镇客寓。”

降虎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在降虎
岭与汤岭之间的杜溪上有一座始建于宋
绍熙二年（1191）的杜溪桥。

杜溪桥为东西走向，石构平梁桥，一
墩二孔，桥面由七条石梁铺成。桥梁上
刻有：“绍熙二年岁辛亥，五云院僧善玉
抽衣资贰百贯造此桥。”

杜溪桥俗称分水桥、风水桥、洪水
桥，也是旧时侯官县与连江县的分界。
今桥边仍存界碑，花岗岩质，上楷书镌
刻：“福协左军塘北三里连江由此交界，
南三里降虎，□□茶亭。”同时，又有仪制
令碑文镌于其上：“贱避贵、少避老、轻避
重、去避来……”二者同镌一面，字体大
小不一，相互交错，十分少见。

从内容看，仪制令碑当是宋代所立，
是福州地区现存最早的仪制令碑，界碑
则是清代所立。1995年，杜溪桥被公布
为第三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杜溪桥旁一块岩石上有一处降虎
摩崖题刻，为明嘉靖九年（1530）勒成，
部分文字漫漶不清。

降虎地处福州通往连罗、宁德、浙江
温州的重要隘口，为倭寇袭扰福州的必
经之地。鉴于戚继光受命入闽剿倭的时
间为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这段题

刻当是记述戚继光驻军降虎之前，郡人
在此同倭寇斗争的故事，是福州人民保
家卫国、抵御外侮的珍贵史迹，具有很高
的历史文物价值。

降虎寨是福州五城区唯一有史可证
的既有古代抗倭重要史迹又有近现代抗
日重要史迹的古寨堡。

1934年8月，由寻淮洲、乐少华、粟
裕等率领的红七军团三个师6000多人
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渡
过闽江后继续向福州进发。

8月7日，先遣队到达福州北郊，天
黑后向福州发起进攻。8日夜里，先遣
队向北门进攻，曾一度进抵北门楼下，但
攻城未能成功。8月9日凌晨，先遣队向
宦溪、桃源方向转移，敌军紧跟其后紧急
“围剿”。

转移过程中，敌我双方在降虎遭遇
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后最大规模的一
次战斗。这场战斗由10日10时30分
持续到11日凌晨，红军顶着枪林弹雨，
连续向守敌发起进攻，曾以刺刀肉搏长
达半小时。

根据降虎村的老人回忆，那一日飞
机的轰炸声都没有停过。由于双方人
员、军备实力悬殊，8月11日凌晨，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决定全部撤出战场，向
连江、罗源转移。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伤
亡600余人，伤病员700余人。

为了不让山中野兽破坏遗体，善良
的降虎村民自发上山为数百位长眠于此
的红军战士整理遗体，将他们集中掩埋
在战壕和弹坑中。

1995年，降虎村铺设光缆时，意外
发现一条年代久远的战壕，并从中挖掘
起大量的人体遗骸，揭开了这段尘封的
往事。当年，宦溪镇政府和降虎村委会
修建了红军烈士墓，将分散埋葬的烈士
骸骨集中安葬在坪岗岭高处。2016年，
包含红军墓、红军烈士纪念碑、红军北上
抗日先遣队纪念馆等的降虎村红军纪念
园正式落成。

近年来，降虎村依托生态红色文化、
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结合自身实际，走
出了一条乡村振兴之路。

作为晋安区重点推荐的红色文化旅
游线路之一，降虎村已逐渐成为党员干
部开展党日活动的热门选择。几年来，
降虎村共接待各类团队2000多批次，参
观者达10万余人次。如今，降虎村正生
动演绎着古今并置的文化传承，成为福
州市民家门口的网红打卡地。

印象中，连江境内水向西的溪流不多，如梅洋的西
溪、马鼻的鲤溪等，溪水皆朝西流向，位于丹阳镇新洋
村境内屏峰山下的贝里溪也是从东往西流。

贝里溪，原名“浿里溪”，据说是宋代大儒朱熹在丹
阳讲学时所取。溪长3公里，犹如一条原始生态长廊，
绿飘带般悬挂于屏峰山下。峡谷因溪流而名，这是常
事。因峡谷内溪中曾盛产大闸蟹，石头也似河蟹，故而
得名“贝里蟹谷”。

“溪头风景日堪醉，疏影横斜水清冽”。这是一个
世外桃源般的峡谷，曾经养在深闺人不识，如今已撩开
神秘的面纱，成为新近连江旅游的网红打卡地。贝里
蟹谷景区位于贝里溪中段，总占地面积2000多亩，总
投资近亿元，有碧玉潭、神牛饮水岩、龙渊、百口泉、天
石阵、百丈壁、无底潭、绿谷氧吧等自然景观，奇绝秀
丽，是一处集景点观光、休闲娱乐、乡村度假于一体的

综合性旅游度假胜地，现为3A级
旅游景区。

这里山峦叠翠，溪谷深幽，奇
峰怪石，绿荫清流构成各种神奇的
美景。沿着平缓的步道进入峡谷，
映入眼帘的是秀峻的山峦、清澈的
溪水。溪边像鱼鳞一样层层叠叠
的水环，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令人沉醉。沿溪有放生潭、龙潭、
飞龙潭、祥光潭，四潭映月，美轮美
奂；还有状元道、半亩方塘、孝女
桥、百口泉等人文景观，底蕴深厚。

流水潺潺的贝里溪穿越整条
贝里蟹谷。无论是“鱼鳞水环”，还
是“创意迷门”，这里确是一处适合
休憩发呆的避暑之地。

在这里，你可以暂时远离城市
的喧嚣，亲近美丽的大自然。贝里
蟹谷有著名的十景。其中，“环山
溪流”，洁白的水花溅落在石块上，
发出清脆悦耳之声；“空谷幽亭”，
贝里蟹谷绵延三公里，两岸夹绿，
亭立峡谷；“岩栖谷饮”，在这沉沉
酣睡的深山中，一石一态都极富特
色；“林籁泉韵”，风吹林木之声，泉
水叮咚之音交响于此，别具韵味；
“挖地为窑”，聪明朴实、勤劳能干
的新洋村人，在古时就在贝里蟹谷
的水边，挖地为窑烧制木炭；“小桥
流水”，荷塘里的风车与周边的砖
瓦建筑相呼应，似乎也有了些“小
桥流水人家”的意境；“亭亭玉立”，
松涛亭前可听泉、悦心亭中可清
耳、陶然亭下可心醉；“庭院深深”，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隐于青
山绿水中的这处“寻芳”四合院等
你来邂逅；“溪谷长城”，山寨连长
城，沿贝里溪修建的城墙，绵延数
千米，犹如一处南方的“微型长
城”；“品茗佳轩”，绿绮轩、霁雨轩，

古朴温馨，品茗佳所也，在此可邀三两好友，沏一壶好
茶，赏四季美景，让时光缓慢下来。

贝里溪谷盛产大闸蟹，据说与宋朝著名的理学家、
思想家，儒学集大成者朱熹有关。相传朱熹因避“伪
学”之祸莅临连江丹阳等地讲学期间，曾隐居此地，有
弟子得知朱熹喜好大闸蟹，寻得满膏成蟹携至丹阳。
朱熹见丹阳山水灵秀，适合大闸蟹栖息，于是将蟹放生
贝里溪。从此，大闸蟹便在贝里溪繁衍，丹阳也成为南
方唯一拥有大闸蟹的地方。

贝里蟹谷的溪水源于贝里溪深处丹山上的清泉，
甘甜而泠洌，而且水质清澈如镜，水量充沛，水浅底硬，
水草丰茂，延伸宽阔，气候得宜，正是大闸蟹栖息生长
最理想的场所。“丹山有清泉，流淌贝里溪。甘甜而泠
洌，适栖大闸蟹。个大且味美，八闽数第一。有福丹阳
人，独享三百年。”这首顺口溜，说的便是连江人自己的
大闸蟹——丹阳清泉大闸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
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朱熹所写的一首耳熟能
详的《春日》诗，表达了他于乱世中追求圣人之道的美
好愿望。有人说，此诗乃朱熹在丹阳结庐讲学时所作，
诗中的“万紫千红”指的就是贝里溪的春景。这首诗貌
似写游春观感，然细究寻芳地点却是千里之外的泗水
之滨，而此地在宋南渡时早被金人侵占。朱熹未曾北
上，当然不可能在泗水之滨游春吟赏。其实诗中的“泗
水”暗指孔门，因为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
学，教授弟子。故所谓“寻访”实乃指求圣人之道。“万
紫千红”喻孔学的丰富多彩。诗人将圣人之道比作催
发生机、点燃万物的春风，这其实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
之中的哲理诗。

贝里蟹谷景区背负屏峰山，毗邻连江第二峰鼓头
山，漫山遍野覆盖着天然的次生林，深邃幽静的峡谷溪
潭，千姿百态的飞瀑流泉，栩栩如生的象形山石，还有
这些介于人工和自然之间的山水景致，让人有种“攀山
越岭”的乐趣，构成了贝里蟹谷独具特色的自然
和人文景观。从喧嚣的尘世中走进贝里蟹谷，
就如同来到了一个天然氧吧。这里虽然没
有武陵渔人误闯的“世外桃源”那般神奇，
但六里长的绿色长廊，也足以让
各位游客“鸢飞戾天者望峰息

心，经纶世务者窥
谷忘返”。

游罢贝里溪，
脑海不禁想出一
句广告词来：“屏
峰山下水流西，我
在贝里很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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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风景里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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