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学渡台 文脉连两岸
文庙，是纪念和祭祀孔子的

祠庙建筑，承担着传承儒家思想
文化与教育的职能。随着儒家文
化在台湾岛不断衍播，闽台文庙
建筑作为儒家文化的载体之一，
发挥着联结两岸文脉与情缘的重
要作用。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将大陆
文化体系移入台湾，初步确立文
教制度，传播儒学。郑经继位后，
力倡儒学、推行科举，大力发展文
教事业。

1666年，有“全台首学”之称
的台湾首个儒学教育机构——台
南孔庙建成，内设“太学”，以讲授
儒家经典为主，标志着儒学正式

植入台湾。
清政府治理台湾期间，大兴

儒学，在台各地建设孔庙，促使台
湾地方文风大兴，台湾各地大小
孔庙建筑风格、式样与福建各地
孔庙相同。

闽台两地一水相连，台湾孔
庙的创建与发展受福建影响很
大。据史料记载，在清政府管辖
台湾的200多年间，从福建各地前
往台湾任府县学教授、教谕、训导
的多达300余人，在“庙学合一”制
度下，他们很自然地把福建孔庙
的一整套做法带到台湾。

台湾考生 文庙拜先师
福州史上被称为“海滨邹

鲁”，尊师重教，文化昌盛。福州

文庙是古代祭祀教育家、儒学创
始人孔子的场所，始建于唐大历
八年（773年），现存建筑为清咸丰
元年至四年（1851年至 1854年）
修建。福州文庙距今1200多年，
是福建省内最早的文庙，也是国
内最早一批兴建的地方文庙。

2006年，福州文庙成为第六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福
州文脉历史的独特记忆，是海峡
两岸祭孔大典的重要场所。

说起福州文庙与台湾的渊
源，得说到科举制度。古代考试
有4个级别：童试、乡试、会试、殿
试。科举考试加强了台湾与大陆
的联系。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
设府，隶属于福建，开始设立官

学，并全面推行科举制度。康熙
二十六年(1687年)，台湾士子始赴
省城福州参加乡试，中举后再赴
京师参加次年的会试。当时，福
州文庙是福建省省庙，无论是泉
州、漳州还是台湾的考生，都要从
各地汇聚到福建的省会福州来考
试，拜访省城文庙。

福州是台湾士子们人生理想
的重要起航点。在福州文庙，两
岸学子共拜先师，共读经典，结下
深厚同窗情谊。虽然科举制度已
经废除，但中华文化却在台湾得
到绵延不断的传承和发展。

携手祭孔 共续闽台缘
时至今日，福州文庙与台湾

各大孔庙之间的交流依然十分热
络。

2014年孔子诞辰 2565周年
纪念日，首届海峡两岸联合祭孔大
典在福州文庙举行，两岸人士齐
聚，以传统释奠的礼仪向中华文化
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表达敬意。

台湾中华华夏文化交流协会理事
长沈智慧说，福州文庙是福建省会
福州的府学之所，回到这里，正是
回到了闽台文脉共同的根。

2021年 10月 15日至 17日，
以“福州文庙与闽台书院交流”为
主题，以祭孔礼仪、“榕台记忆”主
题展、书院文化与高等教育交流
等系列交流活动为主要内容的

“海峡两岸(福州)联合祭孔典礼暨
闽台书院交流活动”，在福州文庙
举行。活动期间，两岸连线，在福
州文庙、台南孔庙共祭至圣先师
孔子。

2022年 1月，海峡两岸联合
祭孔典礼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在福州文庙、台南孔庙同时举
行。两岸同礼，共同表达对至圣
先师的敬意。

福州文庙见证着一代又一代
台湾青年才俊追寻自己心中的目
标，时至今日，依旧接待众多来自
台湾的学子，让其感受闽台两地
不可分割的深厚文缘。

两岸儒学一脉相承

福州文庙：闽台文缘 儒风共仰

在福州圣庙路上，有一座气势
宏伟的砖红色古建筑。门口石碑

“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字样，彰显
此处曾经的庄重与显赫。它就是
福州文庙。

福州文庙近期被列入福州首
批“台胞寻根示范点”。本报《台胞
寻根工程》专栏第九期，讲述福州
文庙的闽台情缘。

位于圣庙路的福州文庙。

游客在
福州文庙大
成殿参观。

■记者 马丽清/文 林双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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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文宇 文/摄

福州晚报讯 近日，连江县长
门村发现一块清代石碑，长乐区
朝阳中学历史老师郑巧蓬据此研
究，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闽江
口海防力量——水雷营的历史。

新发现的石碑侵蚀比较严
重。经辨认，碑上写着“福建善后

总局修长门官道码头”，时间是
“光绪十五年三月”。当地老人告
诉郑巧蓬，长门官道码头设于“闽
口水雷营”门口，主要用于水雷营
搬运水雷制作材料，以及搬运布
设水雷。据查证，在清代，闽江口
简称“闽口”。

郑巧蓬查询故宫博物院、第
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资料，查到大
量有关闽口水雷营的史料。

综合史料可知，闽口水雷营位
于连江县长门村，始设于清光绪十
六年（1890年），是晚清时期我国
海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一
份光绪十六年奏折《闽防拟设水
雷营，变通筹款折》中，上奏官员
深思熟虑地阐述了海港防御体系
的构建原则，强调陆上防御以炮
台为核心，而水上防御则亟需依
赖水雷布设，同时提及鱼雷快艇
作为兵舰辅助力量，需经严格训
练组成编队才能发挥关键作用。

奏折指出，自甲申中法马江
海战以来，福建沿海地区的海军

力量遭受严重削弱，现存仅有“琛
航”和“伏波”两艘船只在经历修
复后仅能从事物资运输与近海巡
查，不具备正规战舰的实战能
力。除此之外，由前朝重臣张佩
纶自德国购入的“福龙”号鱼雷
艇，原为攻击主力，但如今孤舰难
支，难以发挥预期的震慑作用。

据奏折内容：尽管长门、金
牌、文石等多地已设有炮台，增强
了陆上防御力度，但鉴于福建沿
海复杂的港湾地形，急需增设水
雷防御体系以弥补水上防线的不
足。然而，当前船政部门财务拮
据，无力购买新战舰并维持现有
炮台的正常维护。

在此背景下，上奏官员主张
转变策略，将养护鱼雷艇的经费
转投设立水雷营，利用水雷强化
海岸线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应对
福建曲折复杂的港湾地形。

综合史料显示，清光绪十六
年设立初期，闽口水雷营作为我
国早期的水雷战单位，承担了研
发、布设和维护水雷的任务，旨在

强化沿海防御能力，尤其是在面
临西方列强海上威胁的背景下，
水雷作为一种重要的海防手段，
对遏制外敌侵扰起到了重要作
用。

然而，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严重事故发生。由于装雷操
作不慎，造成营房及大量器械受
损。这场意外不仅对当时的闽口
水雷营造成重大的物质损失，也
对其后续的发展产生影响。

郑巧蓬表示，故宫收藏了一

组珍贵的史料——关于闽口水雷
营及其他军事设施的十一卷详实
记载。这些史料如同一部晚清海
防风云变幻的史诗，诉说着那个
时代闽浙总督府、福州将军府及
福建各级官员对海疆安全与军事
教育的拳拳之心与务实之举。

另外，郑巧蓬在法国国家图
书馆，找到了一张1906年拍摄的
闽口水雷营老照片。这张照片真
实再现了一百多年前闽口水雷营
的真实样貌。

清代石碑牵出鲜为人知的海防史清代石碑牵出鲜为人知的海防史
遏制外敌侵扰，连江长门村闽江口曾设水雷营

1906年法国人拍摄的闽口水雷营照片。

连江长门村发现的清代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