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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头港是条内港，位于连江马鼻的西
面，起于拱头村东面海边的石牛水闸，达于
东邨斗门头，从东南往西北，将马鼻南洋平
原劈成两大部分。因历史久远，当地人称
其为“千古内港”。

拱头港的形成，是鲤溪来水冲刷的杰
作。嘉庆版《连江县志》记载：“有通流于
海，为鲤溪之水所经流行者，云拱头港。”鲤
溪在拱头西北上游，是马鼻最大的溪流，也
是连江县第二大溪流。鲤溪西吸炉山北的
九溪及外窑溪来水，西北纳源于连江罗源
交界的古圳等山面区汇入的牛溪溪流，源
远流长，溪水浩浩，经年不断。两水在鲤溪
村西鳖山相会后，沿溪直入马海。原先，鲤
溪水出山后，望东南马海方向直线而下，马
鼻南洋平原形成后，大约在南北朝时期，鲤
溪水被人为改向。人们在鲤溪村西南面，
修筑一条拦水坝，将溪水收到鲤溪村前，然
后穿大宅，过湾头，达五贤乡治地东邨南面
的牛头澳后，水分两路，一路向东直下马
海，南则借山谷，劈谷凿石，修一斗门，在山
谷下疏通港道。斗门在石坝上开闸，利用
自然落差，将水引向山谷下的港道，用以灌

溉马鼻南洋平原西北部水田；此外，还用以
排洪防涝和防旱，以及内港航运。马鼻地
区雨水充沛，据记载，年降雨量在1600至
1700毫米左右，但雨量比较集中，尤其是每
年夏季台风季节，常常山洪暴发。为减轻
保安里下游各村压力，每到这时候，斗门总
是开足闸门，将大量的来水分流排泄入内
港。

拱头港沿港村庄不多，除了拱头村外，
还有墩里和广桥两个村庄。历史上，拱头港
下游水田，以港道为界，北为保安里，南为安
德里。因此，墩里和广桥两个村庄，虽然隔
港相望，却被分开管辖，广桥属于保安里，墩
里属于安德里。拱头村原在海边，是内港的
出海口，俗称“港头”。船只往来内港，进出
五贤乡治地东邨，首先要经过“港头”。斗门
是东邨的道头，但大型的商船进入内港，要
在“港头”检查。“港头”成为规模村庄后，取
名拱头村，但港口的功能不变，只是对上游
斗门分水的管制颇有怨言。因为每发大水，
大量的鲤溪来水，通过斗门泄洪，大量进入
内港。拱头村虽然是墩地上的村庄，地势
高，但四周却是汪洋一片，人们根本无法进

出村庄。而每逢旱年，斗门闸关闭，鲤溪来
水，只供保安里使用。因此，乡间常告之于
县衙，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直到明万历年间，保安里民间募资重
修斗门，时任连江知县的钱九思借机调解，
最终谈妥，在斗门立碑，将双方约定内容，
刻写在石碑上。碑文由知县钱九思撰写。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三年（1575年），斗门重
修竣工。《连江县志》全文记载了碑文，其中
一段这样写道：“……仍前之基，鸠工切坝，
长一十三丈，阔二丈，闸门阔五尺，高三尺，
闸板定以三，令二里各举闸夫一名，二日下

板，以赡保安之资溉者，一日举板，以赡安
德之资汲者……”石碑至今尚存。

此后几百年，除了开闸泄洪，平时则一
分为三。两天关上闸板，让水沿马鼻塘而
下，供保安里各村使用；一天开匣，让水沿
拱头港，供给下游的墩里、拱头、田墘等安
德里各村使用。从此，保安、安德两里和睦
共处，相安无事。

现在，除了航运外，其余的诸如分洪、
灌溉等，拱头港的功能依旧。人们说，只要
鲤溪的水还在流淌，拱头港的“千古”就不
是一句虚言。

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的福州，在清代
出现了鳌峰、凤池、正谊、致用四大知名书
院。其中，鳌峰书院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
喻的。

由时任福建巡抚张伯行创建于康熙四
十六年（1707年）的鳌峰书院，在二十余年
后，也即雍正十一年（1733年），被确定为福
建省城书院。书院规模亦经数次扩建与改
建，成了福建最大。

鳌峰书院“独占鳌头”的，当然不仅仅
是其特殊的地位和庞大的规模，还在于它
所集聚的人才。

有清一代，福建全省共有 1700位进
士。而据《鳌峰书院志》所载科考名录统计
结果可知，自康熙至嘉庆年间（1672-1805）
这130多年的历科乡试中，仅鳌峰书院就
出了850名举人、250名进士，其人才输送
数量之大，可见一斑。

“名师出高徒”，掌教鳌峰书院的历任
山长据统计达33位，都是极有造诣的硕学
通儒。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蔡世远、郑光
策、陈寿祺以及孟超然。

孟超然（1731-1797），字朝举，号瓶庵，
又号金粟台山人、念初斋学者。福建闽县
（今福州市）人。他是乾嘉时期福建最著名
的程朱学者，主持鳌峰书院八年，有《亦园
亭全集》行世。

矢志励学 读书成名
孟超然祖籍山东，其族明初入闽，到孟

超然已是第十三世。他的父祖辈因为家业
贫困，尽管素喜读书，却终于无法完成科举
进仕之路——其祖父孟传德（1670-1714）

“日吟诵不辍，益刻苦为文章”，终因屡试不
第而放弃，却还常节衣缩食购书力学；其父
亲孟宸簧（1700-1774）则确实是“以贫罢
试”，用他在地方衙门当茶役的微薄收入养
活一家子，以及供养孟超然的课业，不让他
为家事所累，而能一心向学。

肩负期望的孟超然不敢松懈，他勤勉

苦读，“每三鼓始休”。等到乾隆十二年
（1747年），17岁的孟超然游庠，中廪生。次
年入读鳌峰书院，受到山长林枝春器重，在
一众名师指导下更有长进。

乾隆十八年（1753年），孟超然入太学，
同年参加乡试，中副举人。时任巡抚陈宏
谋看了孟超然那年的卷子，还想直接向朝
廷举荐这位人才，不过最终被学使冯钤劝
住了。因为冯钤认为，奏荐按惯例不过是
能当个县令罢了，但以孟超然之才，他日定
有更好的前途。

陈宏谋（1696-1771），原名弘谋，字汝
咨，号榕门，广西临桂（今属桂林）人，雍正
元年（1723年）进士，后历任多省巡抚、总
督，乃清代中期重臣、学者。

果然，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孟超然
再度参加乡试，夺得解元。次年会试，中二
十二名进士，殿试中二甲十一名，赐进士出
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被任命为
兵部武选司主事，后调入吏部文选司主事，
累迁考功司郎中，还在“京察”中被评为第
一等。

孟超然读书成名，让自己高中入仕，也
让他的家人都跟着受到了封赠，是真正光
耀了门楣。

严亲训言 不饱囊橐
此后，孟超然先后出任广西乡试副考

官（回京述职时升为员外郎）、顺天乡试同
考官，并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提
督四川学政。

“持节来蜀道，厚禄叨君恩。畴昔甘蔾
苋，严亲有训言。端不饱囊橐，妄意遗子
孙。”父亲关于廉洁奉公的谆谆训导，孟超
然入仕后始终谨记。到四川督学的那四
年，更是如此。

秉承着“率下以正，待士以礼，持身以
廉，处人以公”的原则，孟超然每天五更起、
三更睡，亲校每一份试卷；他积极整顿学
风，致力剔除冒考、顶替等弊案，让皓首学

子都积极应试；他还标榜南宋蜀中大儒、理
学家魏了翁为治学模范，勉力诸生，奖掖后
进。刚正不阿的他看不惯当时四川省总督
贪污受贿的恶行，在该总督寿辰当日欲大
势敛财时，带着把椅子坐在总督衙署门前，

“巧言”将送礼者一一挡在了门外……种种
善政。所以，当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孟
超然任满还朝时，蜀人特地为他竖立了“德
政”“去思”二碑。

督察四川学政还京之时，距离孟超然
入翰林已近十三年。这期间，他兢兢于政
务而没能陪伴在家人左右。或许是思亲太
过，也或许是有某一种预感，总之，在仕途
仿佛更加明朗之时，孟超然终于做了辞官
还乡的决定。

孟超然“性至孝”，1772年归乡后尽心
侍奉双亲。也许他的辞官决定是对的，奉
养的日子不承想那般短暂——乾隆三十
九年（1774年）二月，其父孟宸簧病逝，孟
超然只觉“精神恍惚，生意萧索，寝不帖
席，食不下咽，将卧忽起，欲语先噎”。又
十年，其母陈氏（1700－1784）也因病去世
了。

尽管自己辞官后的生活相当困窘，孟
超然还是努力接济一些需要帮助的亲戚，
凡“戚族丧娶，虽空乏必应”，甚至不惜借贷
典当。自己的衣服可能都被来求助的亲戚
顺手带走了，他只平和道：“范文正公不敢
望。自矢先戚族之忧而忧，后戚族之乐而
乐而已。”

潜心学术 主讲鳌峰
辞官还乡后，孟超然闭门在家，奉养双

亲、教育子女之外，“惟以书卷自娱”，潜心
学问。

家居之时，孟超然常常“手不释卷”，其
家藏书数千卷，他一一细读，并作批注，使
其藏书“丹铅殆遍，笔其所见所疑，纸尾眉
间蝇头间错，多发前人所未发，有补于世
教”。

他勤于治学，尤其推崇朱熹的思想。
不过他不是寻章摘句简单崇奉，而是讲求
务实，以“克己寡过为修身立命之门”。他
还在自己的斋室“亦园亭”自题了一副对
联，彰显自己的主张：“谈性命先贤之说已
多，何以求之践履；学考订就衰之年无及，
不如返诸身心。”

孟超然也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他的诗
“缠绵芊丽，绰有中唐风味”，读其诗就像对
其人，温柔敦厚。郑杰《注韩居诗话》中就
说道：“先生为吾乡楷模，原不藉诗以传，而
读先生之诗，觉冲和恬澹之意盎然于褚墨
之外。”

尽管那时孟超然的著述“不轻示人”，但
他的学问还是为众所知，为世所重。时任福
建巡抚徐嗣曾就曾三次登门请孟超然主持
鳌峰书院，而被孟超然以病婉辞。直到乾隆
五十二年（1787年），他才终于答应掌教鳌峰
书院。

孟超然主持鳌峰书院的八年间，不但
“士景附”，而且“登其门者皆知勤学励
节”。因为他虽律己甚严，但宽以待人，他
还废除了书院中许多繁琐的规例，让学生

“解弃一切束缚”，以“诚”为训导，使学风大
振。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晚年连遭丧
子之痛的孟超然，疾病加剧，辞了鳌峰书院
山长之责。不过三年，嘉庆二年（1797年），
孟超然病故，享年六十七。

身故后，孟超然入鳌峰书院三贤五子
祠。该祠祭祀有功于书院建设的陈滨（康
熙福建巡抚）、赵国麟（雍正福建巡抚）、徐
嗣曾（乾隆福建巡抚）和名山长：蔡璧、蔡世
远、朱仕绣、陈甄陶、孟超然。孟超然也入
祀乡贤祠。他的著作经门人冯缙、陈寿祺
整理，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刊刻成《亦园
亭全集》，共二十四册，现存于福建省图书
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及中国国家图书
馆。另有1911年重印本，现存中国国家图
书馆。

学者山长孟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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