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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林浦村
的明尚书林翰家庙前，摆放着一
对形态迥异、口中衔刀、带有琉球
风格的大石狮。这对大石狮，见
证了一段林浦林氏宗亲迁移琉
球，以及琉球族人回故土寻根谒
祖的故事。

30多年前，远在琉球（日本
称冲绳）居住的名嘉山林氏，克
服重重困难，通过各种渠道，经
过多年求证，认为仓山区林浦村
是他们的祖居地。1989年 11月
和1990年7月间，琉球名嘉山林
氏及新垣林氏的嘉山广贞、嘉山
广益等5人，受琉球族人委托，两
次跋山涉水来林浦进一步探究
查访。在有关部门和林浦宗亲
多方帮助支持下，终于得出了与
他们当初一致的结论，确定了福
州林浦正是他们寻觅已久的祖
地。为纪念这次认祖归宗，他们
代表琉球名嘉山林氏、新垣林氏
家族，向林浦林瀚公家庙隆重赠
送了这件特殊礼物。石狮子基
座上镌刻着“琉球林姓始祖喜公
祉后裔……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吉日奉纳”等中文字样。
事情要回溯到600多年前的

明洪武初年。当时的琉球中山、
山南、山北3个小国，作为中国藩
属国，年年入朝进贡。明太祖朱
元璋喜于他们的忠心，亦回赠大
统历、镀金银印、文绮纱罗、陶铁
器、冠服马匹等物品，足见双方
关系十分密切。洪武二十五年
（1392年），为嘉其修职勤勉，便
于贡使往来，朱元璋下令“赐闽
中舟工三十六户”。在这 36户
中，林姓一支主要是林浦村林喜
及族人。

据《濂江林氏族谱》记载，林
喜“奉命同闽人三十六姓始迁中
山，以敷文教。因此先王察度，敬
其诸姓，宅土以居之，号其地曰

‘唐荣’，即今久米村也。自此，三
十六姓子孙，所服衣冠皆从明朝
制法，包网巾，戴方巾纱帽，至清
朝始剃头，结片髻，衣冠制法，悉
从国俗也”。600多年来，这支林
氏在琉球开枝散叶，衍化出名嘉
山、平安座、新垣、真荣田等姓氏，
现人口已达数万人。散布琉球的

林氏族谱，都记载了这些情况。
明太祖朱元璋派员去帮助琉

球，舟工只是其中一部分，36户也
只是一个大概数字。而多数人是
从事政治、军事、外交、经贸、文
化、教育、翻译等工作。这些代代
传承的职业生涯对发展中琉友好
关系，推动琉球国社会、经济、文
化稳定发展，乃至传播中华民族
习俗、中华传统文明都起了积极
作用。据《濂江林氏族谱·琉球世
系》不完全统计，从朱元璋派人支
援琉球始，至崇祯十五年（1642
年），从琉球林氏始祖林喜到其八
世孙林乔栋海难去世，250年间，
以火长、通事、正议大夫等官职身
份被派遣赴闽入京朝贡、进言、贺
事、谢恩就多达70次。林喜长子
林茂11年间赴闽进京4次，几乎
都在海上陆地奔波不止。林喜次
子林昌在4年间，为交易和礼仪事
4次赴满刺加国（今马来西亚一
带）。为巩固宗藩国关系，为琉球
国发展，迁琉林姓子孙不顾风涛
之险、倭寇之害，千辛万苦，甚至
献出生命，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

献。为奖励迁琉林氏子孙所做的
成就和贡献，琉球王室决定将渡
名喜岛作为“封地”赠予林家。至
今，渡名喜岛上还居住着许多林
姓后裔。

在明、清两朝，琉球都是中
国的宗藩国。中山、山南、山北
三国统一后，中国皇帝还册封过
琉球王。但日本皇室对琉球国
一直有侵占之心。1609年，利用
其藩属国萨摩藩侵略、掠夺琉球
国。1875年（光绪五年），强迫琉
球断绝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1879年 4月，将琉球国王等文武
官员掳劫东京，强行占领琉球，
改为冲绳县，宣布琉球亡国。就
在这个危难时刻，琉球国出现了
一位令人敬仰的民族英雄林世
功。

林世功（1842-1880）字子叙，
出生于琉球国久米村，曾为琉球
国太子师。相关资料记载，他是
平安座林氏八世孙，林喜公十六
世孙。童年名加那，父林奕保，母
郑真鹤。他少聪慧，擅诗文。
1869年与其堂兄林世忠等人入京

都国子监。1873年夏，他毕业回
国。两年后，日本强迫琉球断绝
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为向清政府
求救，琉球国王尚泰密令紫巾官
向德宏出使中国，林世功以陈情
通事身份随同前往。清政府因畏
惧日本，不准他们进京，并令其回
国。在此期间，日本将琉球国王、
王室成员、文武百官掳去东京，琉
球国被灭。

在福建的林世功得知这一
消息，抑制悲痛，立即北上。他
们在天津、北京面陈李鸿章、恳
请清政府出兵拯救琉球国。这
时，日本抛出“分岛改约案”，妄
图既成灭国事实。在林世功等
琉球国人不断抗争下，清政府不
敢签约，也没能阻止琉球国被灭
厄运。见大势已去，林世功为明
志，决定死谏。1880年 11月 20
日，他在总理衙门前写下绝命诗
后，挥剑自刎。

林世功以死殉国，触动慈禧，
震惊朝野。念及其忠君爱国，清
廷下令，将其安葬于北京通州张
家湾琉球国人墓地。

福清有个“利桥特色历史文
化街区”，在福清城关南门。“利
桥街区”的名字取自“利桥”。

福清最大的一条河流，叫龙
江。龙江上最早的桥，就是利
桥。当然，它原来不叫利桥。宋
天圣五年（1027年）之前，龙江上
就建了座木桥，是福清境内首座
横跨龙江的大桥，称“龙首桥”，
桥下是龙首港。从龙首桥的历
史来看，也可以称“融首桥”，因
为它是古时玉融（福清）县城外
出的首座桥。

从清康熙版《福清县志》
（1672年）的图上看，城墙内有内
河，近南门处有小桥，桥北有小
桥街，桥南就是南门。从清乾隆
版《福清县志》（1747年）的图上
看，福清古城的城墙外，环绕着
一段肚兜形护城河，河上有小
桥，这是古代城池城防的标配。
县城坐北朝南，南城门是正门。
因为是海退平原，水流丰富，护
城河外不远处就是龙江。这一
段龙江靠近县城，是首脑机关所
在，就可以叫龙首河。当然，因
为龙江多支流，城南河流复杂，
有的河道逐渐淤积变形，所以也
有人说近城的支流才称龙首河。

为了方便城里人出行，最先
是选择跟县城南门直线距离最
近的龙首河段，建起一座木桥。
当时，这桥是福清城区通往龙高
地区陆路的唯一通道。历经多
年风雨和多次洪灾之后，这座没
有留下姓名的木构大桥，已经适
应不了人们来往通行的需要。

宋天圣五年（1027年），福
清东张灵石禅寺的高僧洞然和
尚主持募捐，拆了木桥，改建石
桥。或因龙江通海，取名“通海
桥”。宋元祐二年（1087年），龙
首旧桥已见颓势，高僧显光和尚
和乡绅林日进又募缘筹资，重建
大桥，取“履道坦坦”之意，命名
为“坦履桥”。宋绍兴二十年
（1150年），福清知县黄童和乡
贤刘允恭又募缘扩建，并在桥上
建亭，正式定名为“龙首桥”。其
实，城出南门，必过龙首河。河
上的这一座桥，本来就应该叫

“龙首桥”。
元至治二年（1322年），高僧

洪深长老又募缘重修，福清知府
吴涛为之作记。明万历初年
（1573年），福清县令许梦熊再主
持修葺。明内阁首辅叶向高在
《福清县新建桥塔记》中记叙的
就是这座桥：“邑故有龙首桥，与
南门相直。”

后来，有人说，就因为这个
桥“与南门相直”，不利风水，要
移建。相信风水的父老乡亲就
公推叶向高长子叶成学向县令
凌汉翀建议移桥。叶公子时年
28岁，热心公益，他带头捐资筹
款，捐建新桥。为官清廉，人称

“凌铁面”的知县也大力支持，甚
至拿出自己的薪资，带头捐资投
建。

新桥于明万历三十四年
（1606年）冬动建，历时两年建
成。桥为石砌墩台的石板桥，全
长180 米、宽5米，共19门。石

板架在帽石上，帽石为两层。桥
墩宽2米、长5.2米，两头设分水
铗；每墩每层平排铺砌石板 13
块；桥墩宽2米、长5.2米，两头设
分水铗；桥跨径6米多到12米不
等；地基为木桩代基础。1747
年，清乾隆《福清县志》画的新建
桥就是现在这个位置。竣工之
后，“桥亦名龙首，示不忘旧”（《福
清县新建桥塔记》）。

可是后来，龙首桥“消失”
了。因为它改名“利桥”了。桥
的改名，是因为一个习俗。新建
的桥，更方便人们往来。而且有
同时兴建的瑞云塔和天后宫，福
利多多。传说每年元宵节或者
清明节，过此桥可保全家平安吉
利。到时候，远近乡民纷纷扶老
携幼、成群结伴“过桥”踏青，以
获吉利。不知道谁开了个头，把
这龙首桥别称为“利桥”，慢慢就
传播开来。

这座官称“龙首”、民呼“利”
的桥，清康熙、乾隆年间两次重
修。1980年，县人民政府拨款重
修，桥面铺成水泥面。1987年，
列为县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7年，福清市人民政府再
拨款重修。

特别有意思的是，福清县志
写这桥时称之“利桥”，而县志附
图上标的这桥却是叫“龙首
桥”。龙首桥，似玉龙（融）之首，
冲天而起，举邑腾飞有日。利
桥，利民生，利济天下。如今，它
是桥名，也是地名，还是一个日
渐繁荣的历史文化街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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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浦琉球大石狮背后的故事

在闽侯县南屿镇（现属
于高新区）水西林古街上，一
字排开七座明朝中晚期的古
建筑，先是林春泽、次子林应
宪，此后其长子林应亮、三子
林应起、孙子林如楚等数座
宅第相呼应。纵深方向院落
套叠，梁架齐整。宅第保持
着连续平展的界面、相似的
顿挫节奏。步入古厝见到的
是敞亮的天井，深远的厅堂，
各具风格的雕梁画栋。古厝
正对的锦溪码头，可以看到
树林掩映的河岸，觅食的白
鹭，孤独的旗杆石，扑面而来
的分明是明朝先人的优雅文
化气度。

林春泽（1480-1583），登
正德甲戌进士，官程蕃太
守。其善诗，被徐熥列入乌
山高贤祠，有《人瑞翁集》十
二卷行世。以他为始的五代
子孙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化的
追求。

林 春 泽 长 子 林 应 亮
（1506- 1593），嘉靖十一年
（1532年）进士，官户部右侍
郎。曾于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与江西泰和曾才汉
合刊明李默、邹守愚《全唐诗
选》十八卷，由于历史上范氏
《天一阁藏书总目》著录、方
品光《福建版本资料汇编》、
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
里，把刻书者误录为“应亮

泰、曾才汉刻本”、“闽书林应
亮泰和曾才汉刻本”，均显示
断句缺陷，故耽搁许久，才确
定为林应亮、曾才汉刻本。
林应亮还在嘉靖年间刻印明
吴希孟撰《钓台集》四卷，现
存于复旦大学图书馆。清钱
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云：

“应亮乃程蕃之子（指其父林
春泽为程蕃太守），郑善夫之
婿也。故其为诗，颇有师
授。”其著作有《少峰草堂集》
二卷。林应亮之子林如楚
（1543-1623），嘉靖四十五年
（1565年）进士，官至工部尚
书，有《碧麓堂诗文集》十二
卷、《奏议》六卷。

崇祯九年（1636年），林
春泽、林应亮、林如楚的诗文
《旗阳林氏三先生诗集》由林
如楚之子林昌裔编辑，林如
楚之孙、林昌裔兄长林昌禧
的儿子林慎刊刻。林慎生于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崇
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历
官太仆少卿、松江推官。清
王世祯《三代进士相见》云：

“国朝以进士为荣，海内世家
三代中进士者固多，只祖孙、
父子相见者绝少。惟福建侯
官县林春泽，正德甲戌进士，
为建昌太守；子应亮，嘉靖壬
辰进士，为户部侍郎；孙如
楚，嘉靖乙丑进士，为广东提
学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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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泽后代
刻书出版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