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本“颍川侯”

自唐朝至清朝，历代帝王对
陈元光追封达 20 多次，仅两宋就
有 15 次之多。其中，唐开元四年
（716年），唐玄宗李隆基敕赠陈元
光“颍川侯”。

颍川是古代郡名，秦王嬴政
17年（公元前230年）置，以颍水得
名，治所在阳翟（今河南省禹州
市），曾是大禹的故乡。

在闽南及台湾民居中，常在
门额上镶嵌“丁号”，以示其宗姓
根源，如“颍川衍派”“颍川世胄”

“颍水传芳”等。
陈光元，字廷炬，号龙湖，河

南“光州固始”人。世居江淮之间
的大别山北麓浮光山下。唐显庆

二年（657年）出生于颍川望族、开
唐功臣门第、将军世家。少怀大
志，崇文尚武，13 岁领“乡荐”第
一。祖父陈犊，字克耕，曾以5万精
兵助唐灭隋，被唐廷封为开国元
勋，任玉钤卫翊府中郎将怀化将
军。祖母魏敬，世称魏妈，字玉珏，
号云霄，隋中书魏潜之女，唐相魏
征的堂妹。幼习诗书，尤喜战阵、
骑射之术。曾和丈夫陈克耕为助
唐灭隋并驾齐驱，逐鹿疆场，被封
为唐开国元勋夫人。父陈政，青年
时随父母驰马河洛，刚果有为，被
唐太宗任为左郎将。两位伯父陈
敏、陈敷，分别在朝中任中郎将怀
远将军、右郎将云麾将军。

一张剪纸串联闽豫两地

参访固始的途中，除了富有
年代感的文物与古迹外，几幅剪
纸作品也吸引了漳浦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赵弘的注意。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剪纸艺术在中原大地出现并不奇
怪。但仔细观察后，赵弘看出了固
始剪纸作品中不寻常之处，“这朵
花瓣的剪法细腻，和漳浦的‘排
剪’非常像。”

早在 1993 年，漳浦县就被文
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
乡”。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创新，漳浦
剪纸艺人借鉴刺绣的表现手法，独
创出“排剪”这一高难度剪纸技法，
通过成排细密纤巧的线条运用，将
羽毛、鳞片和花蕊等造型刻画得细
致入微，使造型惟妙惟肖，更具立
体感和装饰性。中原大地，再见“排
剪”，让赵弘提出了大胆的猜想，漳
浦剪纸是否也由固始而来？

山海虽远，挡不住亲缘的回

响。细小的文化暗号，或许就是闽
豫两地文化同根同源的有力印证。

技艺之外，是未变的乡音。短
短数天的接触，我们发现，即便相
距千里，即便时隔千年，但在固始
方言的中原古音里，却依旧能找
得到闽南语的痕迹：“客人”读作

“人客”，“太阳”读作“日头”，“老
头”读作“老货”，“硬”读作“eng”、

“白”读作“be”……相似的发音与
词组，让人倍感亲切。

其实“暗号”何至于此：虽然
地处中原，但是固始人却与南方
相同，以大米为主食；陈氏将军祠
中以石雕大象为柱，在闽南沿海
也有迹可循；同为“中国书法之
乡”，固始与漳浦两地共同诠释着
中华文化的魅力。

山一程，水一程，无论走到哪
里，无论走得多远，来自家乡的

“暗号”总是烙印在游子的脑海。
从未改变，留芳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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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台乃至东南亚地区，“开漳圣王崇拜”是一种影响广泛
的民间信仰。民众对历史上曾经为国家、社会、百姓作过贡献的
人物进行崇拜，其最高的形象即被视之为天人合一的“神明”。

唐永淳二年（683年），陈元光上奏《请建州县表》于朝廷，表
示此地“地及七闽，境连百粤”。建州，是为了让“胡越百家，愈无
罅隙”。

唐垂拱二年（686年）十二月九日，武则天颁诏“敕陈元光建
州县”，在故泉州、潮州之间建置漳州，下辖漳浦、怀恩两县，郡治
位于绥安县（今云霄县火田镇），同时任命 29岁的陈元光“中郎
将、右鹰扬卫率府怀化大将军、轻车大都尉兼朝散大夫、持节漳
州诸军事、守漳州刺史、赞治尹、营田长春宫使者，其岭南职事如
故。”陈元光再上奏《谢准请表》，以此“望阙谢恩”。

开漳圣王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护国安民。陈元光任漳州刺
史 25 年，政治上，他建立治所，保境安民，唯贤是举，安抚“蛮
獠”，促进民族融合。经济上，他寓兵于农，积极屯田，广收游散，
大力推行均田制，兴修水利，围垦造田，通商惠工。文化上，他极
力倡导文明，把兴儒学、办学堂视为“救时之急务”，更重要的是
把中原文化传播到闽南，出现了“化蛮獠之俗为冠带之伦”。在陈
元光及其部下将士和历代民众的不懈努力下，漳州日渐成为鱼
米之乡，风俗日益淳朴，经济、文化得到较快的发展。

护国安民这个核心价值贯穿于开漳圣王文化形成、发展、传
承全过程，展现在平乱开漳、血脉传衍、诗赋文表、信仰传承各方
面。无论是魏妈、陈政、陈元光，抑或是一些重要的部将，他们的
丰功伟绩，不仅有历史文献的资料佐证，而且被世代当地百姓所
铭记，为之建立庙宇、开立族谱。

在云霄威惠庙、燕翼宫和漳浦威惠庙等有关“开漳圣王”文
化的庙宇祠堂中，《请建州县表》《敕陈元光建州县》《谢准请表》
这三份对漳州至关重要的历史文献都被装裱置于醒目位置，提
醒前来参观的群众，“漳州”从何而来。

云霄威惠庙：漳江有庙祀将军

云霄威惠庙位于云陵镇享堂村元光路。庙前的照墙上印刻
着“护国佑民”四个大字，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台盟中央原主席
张克辉的题词。走进庙内，正门上悬的“威惠庙”木匾耀眼醒目。

“正所谓‘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这里说的漳
江，便是我们云霄的漳江，而‘祀将军’的庙，就是云霄威惠庙。唐
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上奏设立‘漳州’，最早的州治便是设
于今天云霄县火田镇西林村。漳州也因在漳江之畔而得名。”威
惠祖庙文化组秘书长吴源鑫向采访团介绍道。按照《云霄厅志》
记载，威惠庙最早建于唐嗣圣元年（公元684年）。“当时建庙时，
还未建置漳州，而且1113年宋徽宗才赐予陈元光庙额‘威惠’，所
以我们推测，当时这一寺庙最早安奉的应该是陈政将军，始称陈
将军庙。而目前我们所在的威惠庙，是在明成化年间重建。”

陈元光平定寇患时，正处盛唐时期，中原地区生活富足，而
闽粤边界尚处荒芜。陈元光和部将在漳拓土屯田，建设州县，传
播中原文明。正是这样的贡献，让后世尊称“开漳圣王”。

云霄燕翼宫：“开漳圣王”的唯一行宫

燕翼宫为前院后座，前后三进二院。宫园内，一块饱受风雨
侵蚀的碑刻静静矗立在一角。走近细看，依稀可见碑上篆刻着

“重修开漳祖庙裔孙捐银名次碑记”。
陈元光第四十三世孙、云霄县陈元光故居燕翼宫管委会主

任陈嘉川说：“这块碑石是目前燕翼宫发现的最有价值的文物之
一，碑文内容是嘉庆年间各地区各姓
氏为重修燕翼宫的捐赠记载。而行宫
最早的历史，则要追溯到建漳的时
候。”

“为何叫‘燕翼’二字？”采访调研
团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陈嘉川解释道：“相传为武则天
敕名‘燕翼’，取《诗经》‘诒厥孙谋，以
燕翼子’之义而得名，希望为子孙的
将来做好安排。”

除了主祀开漳圣王陈元光，奉祀
魏妈、陈政及夫人、陈元光夫人种氏
和宁氏以及陈氏后裔陈珦、陈怀玉
外，行宫两旁还展示有开漳87姓将士
录。陈嘉川介绍，87 姓中原府兵跟随
陈政、陈元光父子南下平寇，并落籍
泉、漳、潮等地，成为唐初福建及潮汕

大开发的功臣，陈政陈元光家族从唐总章二年（669年）入闽平乱
开始，到唐元和十四年（819年），前后历时一个半世纪，五世守漳，
保证了大唐东南边陲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作出了
卓越贡献，被后世所铭记。在每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燕翼
宫会举办云霄民间传统习俗“点灯”祭祖、迎开漳圣王巡安回府歇
宵等活动。“在闽南语中，点灯与添丁谐音，寓意添丁进财，是当地
人对开漳将士最朴质的祝福，也与‘燕翼’二字异曲同工。”

漳浦威惠庙：最早官祀陈元光的庙宇

唐景云二年（711年），岭南蛮獠酋领又集众起事。陈元光闻
警率轻骑出击，因寡不敌众被敌所刃，为国捐躯，享年 55岁。得
知噩耗，漳州上下军民悲痛，哀鸿遍野，朝廷嘉悼。唐先天元年
（712年），玄宗皇帝赠陈元光“豹韬镇军大将军兼光禄大夫、中书
左丞、临漳侯”，谥“忠毅文惠”。陈元光葬于绥安溪大峙原（今云
霄县火田乡割布山），后因州治迁于龙溪，迁葬州治之北的九龙
里松洲保高坡山。

唐开元四年（716年），玄宗皇帝诏准漳州州治迁至李澳川
（今漳浦县城，时任刺史为陈元光之子陈珦），敕赠陈元光为“颍
川侯”，并颁诏敕建“忠烈祠”，奉祀“颍川侯”陈元光及开漳先贤。
庙址在州治西三里许（即今漳浦县城西郊的西宸岭金交椅山南
麓），世称“西庙”，是最早官祀陈元光的庙宇。

来到漳浦县城西郊，采访调研团穿过威惠公园，穿过“盛德
世祀”牌坊，拾阶而上，便来到漳浦威惠庙。

漳浦县威惠庙管委会主任陈宝钧告诉我们，陈将军庙初建
时，仅单座庙宇与“盛德世祀”坊。后来增建寝殿（后殿）和前殿，
又建有门楼三开间两层，前面又建有拦马桥和桥亭，文武官员至
桥头即下轿下马，步行登阶而上，以示对“开漳圣王”的敬重。

盛德世祀，意为高尚的品德，为世代所祭祀。虽然无论是云
霄的威惠庙、燕翼宫，还是漳浦县的威惠庙，在历经千百年的沧
桑后，都已是重修。但“漳江有庙祀将军”，漳州人始终没有忘记

“开漳圣王”，不只是云霄漳浦，在漳州各县各区，乃至闽南地区、
海峡对岸的台湾，普遍都建有威惠庙（或称王公庙、圣王庙），祭
祀纪念这位开漳英烈、开漳始祖，香火历代不断，至今仍盛。

“盛德世祀”，不仅是当时的“圣意”，更是千百年来的“民意”。

芗城松洲书院：陈元光之子陈珦首开“与士民讲学处”

唐景龙年间，受父亲陈元光影响，陈珦接受龙溪县令席宏之
请，于北溪之滨松洲堡“与士民讲学处”讲学，教化民众、移风易
俗，导士民于礼乐，开士子之茅塞，由此培育了大批人才，使得漳
州这块原先的“蛮獠”之地，逐渐向云蒸霞蔚的中原文化看齐。

来到位于芗城区浦南镇松洲村的松洲书院前，只见门口篆
刻着一副对联“持清净以临民，守无私以奉国”。松洲书院讲解员
杨璐说：“这副对联是陈元光担任漳州刺史时豪情写下的治漳理
念，上联表达了他希望当地的百姓在廉洁勤政的治理之下享受
安居乐业的生活，下联则抒发了他满腔热血、忠心报国的家国情
怀。这些都是当年陈元光追随父亲出征南下时的理想抱负。”

松洲书院背倚石鼓山，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以砖木结构
为主，呈现典型的三进式格局。走进书院，映入眼帘的便是位于
中庭的威惠庙。杨璐介绍，唐贞元二年（786年），陈元光之曾孙、
当时漳州刺史陈谟复徙州治于龙溪县永宁乡唐化里，书院前增
建松洲大庙，也称将军庙，宋时改称威惠庙，祀陈元光及其部将。

“松洲书院与威惠庙在建筑上合为一体，形成‘前庙后校’‘院庙
合一’的格局，在如今我国现有书院记载中都是独一无二的，这
也是松洲书院最典型的建筑特色。”

目前有人称它是有文献记载的福建最早书院，也是全国最
早的书院之一，也有人持不同观点。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副秘
书长江焕明介绍：“不管松洲书院是否‘第一’，但有唐开漳后，漳
州文化进步却是事实。由于当时聚集了许多中原士兵家眷在此
读书，后来，又由陈元光之子陈珦主持讲授，传播中原文化，久而
久之附近民众受到影响，这里便成为面向大众授业的讲学处，后
冠名‘松洲书院’。”短短几年重学盛行，翻开了中原文化在漳州
传播的新篇章，开创了一代学风之先。据史料记载，漳州郡在唐
代得科名12人，居全省第4位。

征路千里，云山万重。
在漳州市“寻访陈元光入闽开

漳文化足迹”主题调研采访中，我
们深入接触，用心体悟。一路上，我
们了解了戍闽开漳先贤们在戎马
生涯和开发建设实践中所创造、所
形成的团队精神；坚持奉行的“兵
革徒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的德
治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奖励耕
织、优工惠商的古老发展观；教育
兴州、人才兴邦的战略思想；正确
的平乱方针和斗争艺术……这些
精神，无论如何总结、如何表达，都
涵盖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都是
中华精神的生动演绎。

一路上，我们接触最多、听到
最多的，是各地的地方志、相关姓
氏的族谱，以及民间百姓自发研
究撰写的书籍。唐史无人修列传，
漳江有庙祀将军。我们既敬仰以
陈政、陈元光为代表的开漳先贤
的护国为民精神，也被当地百姓

对圣王文化的爱戴、崇敬和感恩之
情所感动。

一路上，我们也始终在寻找一
个问题的答案：为何千百年来，闽
台同胞、海外侨胞对开漳先贤的追
思与怀念，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淡
化，也未因山隔水阻而疏断？

直至采访结束，我们在固始根
亲文化的开创者、固始县根亲文化
研究会原会长陈学文老先生的文
章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推动历
史前进的人，将永远被历史所铭
记，造福于人民的人，将永远为人
民所怀念，所敬仰。陈元光等开漳
先贤们正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造
福于人民的人，所以历史铭记他
们，人民厚爱他们。”

造福于人民，所以被人民所铭
记！采访团的所见所闻，印证了这句
话；回望千年历史，各地百姓的虔诚
衷心，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本报记者 杨 瑞

有学者认为，“闽祖光州固始”是福建独有
的一个文化现象，有永嘉固始、开漳固始、光启
固始等区别——透视着福建特别是闽南人有着
强烈的中原文化认同感，也印证了中原文化具
有强烈的向心力。

固始，是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县。汉建武
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刘秀取“欲善其终，必固
其始”之意，封大司农李通为固始侯，固始因此得
名。固始，位于河南省东南端，豫皖两省交界处，
南依大别山，北临淮河，隶属信阳市。固始历史上
的多次大规模移民南迁，为我国东南边陲带来了
先进的生产技术、农耕文明、中原文化。其中，唐
朝初年，朝廷对闽粤地区尚未实现完全控制，后
来由于南迁的北方汉人与地方族群的矛盾逐渐
激化，在泉、潮之间，爆发了“蛮獠啸乱”。公元669
年，陈政、陈元光父子奉旨率87姓将士南下入闽
平寇，为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南迁，并于公元686
年创建漳州，较唐末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开闽
三王”早200多年，对福建闽南、粤东、台湾，乃至
东南亚等地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也让固
始被誉为“唐人故里、闽台祖地”。自唐朝至清朝，
历朝对陈元光封赠褒扬达20多次，其中南宋绍兴
十三年（1143 年），敕赠陈元光为“开漳州主圣
王”，加谥“忠毅文惠王”。

7月30日，采访团北上中原，寻根固始。

河南陈氏将军祠：
寄托固始人民对“开漳圣王文化”的热爱

由于年代久远，目前关于陈政陈元光出中
原、入闽南的路线，以及陈政陈元光的祖籍地等
问题，史学界仍有不同观点。但固始是最早与漳
州开展“开漳圣王文化”交流对接的，1987年与
云霄县缔结友好县。多年来，他们在当地开展一
系列有广泛影响的文化活动。短短几天采访，我
们无法对学术争议作出裁定，但从一个个采访
点中，我们感受到固始人民对开漳圣王文化是
发自内心的热爱，对开漳圣王文化的研究传播
不留余力地作出贡献。

虽然相距千里，但却一见如故。当采访大巴驶
入固始县城时，随处可见的“开漳文化元素”，让采
访调研团成员倍感亲切。陈元光大道、陈政大道、
元光小学、魏敬公园……大到县城的主干道，小到
宾馆电梯的宣传标语，仿佛都在告诉我们这群寻
根人——固始与漳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中国人来说，家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
住所，更是故土，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深沉情愫。
到达固始的第一站，我们将采访地点安排在陈

氏将军祠。
陈氏将军祠位于固始县陈集乡陈集村，远

远望去，“闽粤千秋歌圣哲 乡祠百代祀将军”的
对联醒目耀眼。讲解员陈燕告诉我们，陈政陈元
光就是从此举家南下，此后嫡孙陈酆为怀念祖
父陈元光、曾祖父陈政及纪念其功绩，专程回到
祖根地固始，兴建陈氏将军祠和安山奶奶庙祭
祀先祖。“可以说，这里就是陈政陈元光的根。”

据介绍，由于历史原因，陈氏将军祠遭遇破
坏，只有一米门槛留存下来。俯身观察，历经千
年的门槛呈现出黑灰色，如今因风化等原因，已
看不见原本长条块的形状。

千年的风霜模糊了石门槛的纹路，却愈发
透露出其沧桑和厚重。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AAA级景区，陈氏将军祠每年都吸引数以万
计的海内外宗亲前往此地寻根问祖。

在陈氏将军祠的院内，卧着一块写有“龙
湖”二字、中间凹陷的大石头。陈燕介绍道，“龙
湖”是陈元光的号，儿时的陈元光在军功家庭教
养下，学经史、习骑射，文武双全，13岁便得乡试
第一名，深受祖母魏敬的喜爱。“相传这块龙湖
石，因陈元光长时间坐在上面精读诗书，从而形
成了凹陷的形状。”

河南安山奶奶庙：
魏敬夫人与“云霄”的历史渊源

不仅“龙湖石”的故事依然口口相传，祖母魏
敬对陈政陈元光，乃至对入闽开漳历史的影响，
也始终被铭记。固始第二站，采访团前往安山奶
奶庙，这里供奉的“大山奶奶”便是陈元光祖母、
年过七旬随军入闽息乱安邦的巾帼英杰魏敬。

采访团登上安阳山山巅东南高台。固始地
处平原地区，周边山峰并不多，安山奶奶庙建在
主峰海拔419.4米的安阳山上。

安山奶奶庙由门厅、大殿及左右厢房组成，
门额悬匾“云霄庙”，两旁配以“护土开漳功勋卓
著 一门忠烈万古流芳”的对联，瞬间将我们与
固始的距离进一步拉近。讲解员说，悬匾中“云
霄”二字正是取自魏敬夫人的号，所以安山奶奶
庙也被称为云霄庙。

“我们县名‘云霄’，或许由此得来。”听完介
绍，云霄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楚楚的喃喃自语，
也道出了大家内心的疑问。

“虽然云霄县的‘云霄’二字来源有待考证，但
是能在千百公里外的固始看到家乡的名字，让人
倍感亲切。”云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晓松说道。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寻根问祖、落叶归根是华夏民族永远抹不去的
故乡情结。

固始是中原地区向闽粤赣乃至台湾一带移
民的肇始地和集中地。千百年来，固始南迁先民
后裔渐次辗转播迁至东南亚及欧美各地，成为
闽粤台人口主体和欧亚各地“唐人”的血缘和历
史的一大源头。

固始是“开漳圣王”陈元光的故土。山川逶
迤，隔不断闽南人对中原故土的浓浓眷恋。千百
年间，散落在闽南大地乃至更大范围的南迁先
民后裔，依然固守着归宗敬祖的理念，回祖地寻
根谒祖，共叙亲情。

河南与闽南，固始与漳州，所隔千里，却因
为陈政陈元光，有了跨越时空血浓于水的情缘。

站在元光大道上，我们怀念陈元光；站在固
始，我们回顾历史。拳拳之心，昭昭在目。

陈政陈元光平乱、建州立治，以维护大唐版图的统
一和民族团结为己任，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特有的
以国家统一为本质特征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为安定
边陲而戎马倥偬，以身殉职，鞠躬尽瘁，充分体现了为
捍卫疆土安定稳定而英勇无畏、勇于献身的民族精神。

陈元光的历史功绩首在“开漳”，但不仅仅在于
“开漳”。由此我们把采访的视野拓展到“戍闽粤”“固
闽南”。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不只在闽南，在闽中莆田、
闽西漳平、粤东潮州揭阳等地，当地百姓也都以各种
方式真挚地缅怀他们的功绩。

莆田仙游枫亭镇威惠灵著王庙：

相传枫亭是南下将士的“大后方”

在历朝封赠褒扬中，除了我们最为熟知的北宋徽
宗政和三年（1113年）赐予的庙额“威惠”外，南宋绍兴
十三年（1143年）也敕赠陈元光为“灵著王”。

漳州市政协编纂的《开漳圣王文化》、云霄县开漳
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汤毓贤专著《陈元光——
开漳圣王 漳台圣宗》等资料均记载，入闽南下将士曾
途经莆田仙游枫亭。

采访调研团来到仙游县枫亭镇，刚下车，年过八
旬的枫亭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郑秋鉴便迎上前来，领着
大家来到威惠灵著王庙旁的怀古亭。亭中立着一块石
碑，刻着“仁惠尊王 陈元光故居”。

谈起陈政陈元光父子，郑秋鉴老人很是激动。顶
着烈日，他和我们说起了那里的故事：陈政率兵南下
入闽后，敌众我寡，战事不利，便退守华安九龙山，并
上疏朝廷奏请援兵。唐高宗派陈政之兄陈敏、陈敷率
府兵及军眷5000多人入闽增援。陈政母亲魏敬也加入
南下的唐军。途中，陈敏、陈敷兄弟不幸病故。魏妈葬
二子于汉兴（今福建浦城）后，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挥
师南下。仙游枫亭古时为驿站，是重要的交通要塞。援
军途经仙游枫亭，魏妈便安置老弱病伤者以及随军家
眷留驻枫亭陈庐园，随后统率精兵强将日夜兼程，赶
到九龙山前线与陈政会师。

“清康熙《连江里志》、道光《枫亭志》中都尊称陈
政为‘开枫大将军’，大家便可以知道陈氏父子在枫亭
的影响地位。如今，枫亭镇仍有一处陈政衣冠冢。为了
纪念陈元光，枫亭人便在枫亭陈庐园上建了威惠灵著
王庙。很可惜，威惠灵著王庙和与其邻近的东岳庙、见
龙书院在清初迁界时都被毁去。复界后，民间百姓在
威惠灵著王庙原址将二庙一院合建，合祀东岳大帝和
陈元光（仁惠尊王），附祀文昌帝君。而我们现在看到
的，是2004年民间百姓重新修建后的样子。”从老人的
语气中，不难听出那深深的惋惜之情。我们仿佛听见
了千年前固始将士挥师南下的足音，仿佛看见了当年
将士们在此与家眷们依依惜别的感人场景。

广东饶平县陈元光纪念馆：
石壁山是“广济王”的中军营

两军会师后，将士结筏渡江，采取“招抚多数，围
剿元恶”的战略方针，突破围追堵截，打通前进道路，
得以进屯梁山之外的云霄火田，并在此一带建宅落
居。陈政不负朝廷厚望，带领中原将士出生入死，历尽
艰辛，“靖寇患于炎荒，奠皇恩于绝域。镇守闽粤之吭，
泽被泉潮之野”，但因积劳成疾，于唐仪凤二年（677
年）病故于军中。时年21岁的陈元光子承父业，执掌帅
印，继续带领将士开发南蛮之地。

同年，广东陈谦联合“獠”民苗自成、雷万兴等人攻陷潮阳，潮州刺史
常怀德飞檄向陈元光求援。陈元光接信后即挥师入潮，在饶平县黄冈镇石
壁山南麓乌石鼓安营扎寨，以此为军事基地和要塞，为此后胜利平乱奠定
了“地利”上的基础。

为了纪念陈元光，当地百姓在当时的“军事基地”原址上，开建饶平县
陈元光纪念馆，并设立威惠庙，供世人追思。

饶平县陈元光纪念馆馆长陈俊杰告诉采访团：“这里北面背靠石壁
山，南面地势开阔又临大海，向东毗邻诏安连通云霄，有利于粮草兵马军
需后援，向西不远处便是蛮獠聚集地，可以形成威慑态势。由此可见陈元
光的军事才能。”

据《东里志·卷二·境事志》和《广东通志》记载，陈元光数次入潮，俘获贼
寇万余众，最终于683年迫寇投降，平定粤东啸乱，使岭南岭东自潮州至循

州，得以安宁。陈元光因平寇有功，继任岭南行军总管。
陈俊杰介绍，潮州一战成为当时闽粤由乱入治的历史分水岭，此后二

十多年间，从今福建莆田以南直至广东潮州、饶平，西至龙岩漳平，均无战
事，为地方的文明进步、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1168年，宋孝宗赐
陈元光为“灵著顺应昭列广济王”。三年后，被称为“中国四大名桥”之一的
潮州广济桥开建，时任潮州知州丁允元，便是陈元光麾下丁儒的后代。

找到了“开漳圣王”与“广济”的联系点，是我们潮州之行的一大收获。
此后，在漳州诏安县陈元光纪念馆采访时，我们也看到了石刻的“广济王碑
记”。此外，据漳州市委党校原历史学教授何池介绍，在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
也曾建有祭祀陈元光的广济王祠，只可惜的是已毁于20世纪70年代。

“广济”二字，含义主要源自佛教经典，意为心怀慈悲，济世救人，同时
也蕴含了儒家“兼济天下”的仁爱思想和宽广胸怀。而这，也正是千百年来
闽粤人民对陈元光不断追思怀念的根源所在。

广东揭阳古溪祠堂：
陈氏后裔在此开枝散叶、繁衍成族

南宋绍兴之初，陈元光第十七代孙陈文隐从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入潮任
揭阳县令，任满后携长子回归故里，留下次子陈十一定居揭阳，在此创“古溪
里”，后裔繁衍成族，遂以地名代称，世称“古溪陈氏”。

古溪祠堂也称陈氏家庙，位于揭阳市榕城区仙桥街道永东村涂库古
寨内。步入其中，最吸引人的无疑是梁架间保持完整的木雕装饰，其中的
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形态各异，历史人物、山水景观生动逼真，展现出高超
的雕刻技艺。

揭阳市政协委员、文史工作者陈奕波介绍，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古溪
祠堂创建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左右，在明末清初被山贼烧毁后，
经历多次重修。现存概貌为清雍正年间重建时的建筑体系，主体梁架结构
部分为清光绪重修时更新。而家庙左右两边的木雕，分别由一师一徒两班
人马相互斗技、雕刻而成。“正因家庙完整的建筑体系，体现特殊的艺术价
值和历史价值，古溪祠堂于2002年被广东省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从
这里走出的陈氏族人，更是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是出仕为官的人才。”

龙岩漳平嘉应庙：
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的“九龙三公”

漳平，地处九龙江上游。历史上，漳平归漳州管辖达1000多年，直至清
雍正十二年（1734年），改属龙岩直隶州。

古时闽南地区森林茂密、山路崎岖，因此开通航道，成了获取山区资
源的一大途径。为此，陈元光派遣部将刘氏三
兄弟，率领将士开辟九龙江，“疏而达之北溪
以上”。

九龙江成为沟通漳平山区与闽南沿海的
主要通道。后人将刘氏三兄弟疏浚九龙江河
道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称“功追神禹”。

为纪念九龙江北溪开拓者刘氏三兄弟，宋
时朝廷敕封刘氏三兄弟为“九龙三公”。百姓则
取《汉书·礼乐志》“至于万物不夭，天地顺而嘉
应降”中“嘉应”二字，自发修建嘉应祖殿，祭拜
三人。“九龙三公”也成了民间信仰，广泛流传
于福建中南部的永安、大田、漳平等区域。

除此之外，在芗城的官园威惠庙、龙文的
郭坑篁卿云英庙、李氏宗祠，诏安的岑头威惠
庙、春官家庙，仙游的陈洪进故居，漳平的清
香庙等地，我们都可以看到历史上各地百姓
纪念固始南下87姓将士的文化遗迹。

历史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脉。
在漳州、在台湾、在东南亚地区，遍布各地的威惠庙，让
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名字代代相传，也一直在提醒我们，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开漳圣王文化是一份十分宝贵的优秀传统文化。进
一步挖掘、弘扬开漳圣王文化，具有现实而又深远的意
义。今年7月至8月，漳州组织开展“寻访陈元光入闽开
漳文化足迹”主题调研采访活动。在各地宣传部、统战
部、文旅部门、史志部门以及专家学者、文史工作者的大

力支持下，调研采访团行程四千多公里，走访福建、河
南、广东三省六市三十多个点，开展一场文明溯源、文化
寻根，深刻感悟开漳圣王的文化张力。

我们深知，解读有着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文化现
象，并非易事。诚如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涂志伟
所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融合在一起，
已无法截然分开，这也造成了人们在研究过程中不容易
分清文化现象和历史实事”。因此，调研采访团不拘于历
史的源流细脉，而是从“文化足迹”入手，以记录者的身

份寻访，记录所见所闻的“文化现象”，探求每个故事中
蕴藏的“文化意识”，力图通过新闻报道抛砖引玉。在采
访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学习、借鉴了一些干部、领导和专
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让开漳圣王
文化发扬光大。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人将目光聚集开漳
圣王文化，共同守护传承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增加
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漳州加快建设世界闽
南文化交流中心提供文化支持。

造福于人民 于是为人民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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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巨变，但精神不变。
寻根，是为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更为知道自己走向何

方。只有了解开漳历史的纵深，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正如固始根亲馆的结语所写：所有的迁徙都凝结着关

于故乡的印记，正是这些印记、梦想、奋斗和精神，照耀着
后来者踏上前路，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成为梦想的火种。

——漳州“寻访陈元光入闽开漳文化足迹”主题调研采访活动纪行 ☉陈惠贞 杨瑞 文 李林 图

追寻千里开漳路追寻千里开漳路 再叙千年圣王情再叙千年圣王情

血脉跨海峡 文化传两岸

漳州是台胞主要祖籍地、闽
南文化重要发祥地。开漳圣王文
化是两岸共同的民间信俗。相同
的精神寄托，相同的祭祖祈福方
式，使开漳圣王文化交流成为两
岸往来沟通的重要载体媒介。

2006 年，应台湾高雄净明道
教协会的邀请，龙文檀林威惠庙
开漳圣王神像和芗城官园威惠庙
两尊魏妈金身经金门前往台湾巡
安，并驻跸14家开漳圣王庙。近十
年来，作为两岸人民的友好使者，
云霄威惠庙的陈圣王神像两度赴
台巡境交流。云霄威惠庙内，题刻
着“漳台圣宗”“圣德覃恩”“惠泽
四海”等制作精美的牌匾，均由台
湾“开漳圣王庙”馈赠。2010年，漳
浦威惠庙与台湾云林古坑慈灵宫

“义结金兰”成为兄弟宫庙。
除了文化交流，也有台胞到

漳州捐资建祠。
宋朝时期，辅胜将军李伯瑶

十七代孙李怀义，由云霄合溪里
磁磘村移居瑶山（今龙文区郭坑
扶摇），并建李氏祖祠。李怀义七
世孙李元杰，迁徙开基漳平。明末
清初，扶摇李氏后人跟随郑成功
收复台湾，并在台湾繁衍生息。
1960年，祖祠因洪水被淹，当地村
民决定原址重建。

“20世纪90年代，扶摇李氏后
人、出生台湾的开豊大师李焜泰
回大陆寻根，并于 2006 年捐资建
成郭坑扶摇李氏祠堂。”饮水思
源，认祖归宗，宗祠文化已然成为
闽南文化中乡亲乡情联系的纽
带。李伯瑶后人、现年81岁的李忠

标说，如今每年都有台湾的扶摇
李氏后人到此谒祖，这座祠堂也
成了两岸同根同源的见证。

和扶摇李氏后人一样出福
建、闯世界的开漳后人并不在少
数。据了解，明清两代，开漳将士
后裔追随着大规模开发台湾、南
洋的脚步渡海创业。由于道途艰
险，许多人为祈求一路平安，随身
携带家乡的神祇渡海谋生，落地
生根，成为他们开拓史上团结奋
斗的精神寄托、安邦护土的庇护
神灵和地缘关系的组织力量，对
移居地经济文化发展与进步产生
积极影响，在“闽南文化圈”和“唐
山民俗链”中架起了华夏民俗亲
缘纽带与文化桥梁，成了漳籍后
裔爱国爱乡的原动力。

1953年台湾人口统计资料表
明，当时全台规模在500户以上的
100个大姓中，有63个姓氏族谱均
记载其先祖来自光州固始，这 63
个姓氏共 670512 户，占台湾总户
数的 80.9%。而开漳圣王祭祀信仰
习俗也在不经意间跨越海峡，将
漳州与台湾的血缘亲情和文化传
统汇聚于一体，是台湾四大民间
信仰中最具鲜明祖根文化认同的
特色信俗，寄托着漳籍移民后裔
以神缘为纽带的原乡文化情结，
被尊为“漳台圣宗”。

清香一炷表虔诚。“开漳圣
王”的香火，从中原传至闽南，又
从漳州跨越海峡，飘荡在两岸民
众的指尖。在一请一送中，延续着

“开漳圣王”血脉根脉，见证着两
岸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

一千三百多年前，年仅13岁的陈元光追随父亲
陈政，带领87姓众将士，举家奉诏从河南固始南下，
戍闽粤、开漳州、固闽南，开启了漳州乃至整个闽南地
区文明发展的新篇章。

千百年间，这些中原汉人与当地归附的少数民族
不断融合，最终孕育出独具地域特色的开漳圣王文化。

一千三百多年后，作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重
点核心内容，开漳圣王文化在闽南地区影响深远，并
成为维系海内外，特别是海峡两岸同胞亲情乡谊、民
族感情的重要精神纽带。

开漳圣王文化源于以陈政、陈元光为代表的入闽
开漳先贤的戎马生涯和在开发建设中的伟大实践，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原文化与闽
粤文化、海洋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晶。以护国安民为核
心价值，以开漳治州文化、庙祀信仰文化、血缘祖根文
化、传统民俗文化等为主要特征，体现闽豫两地、海峡
两岸同胞，乃至东南亚等地部分华人同血缘、一家亲。

为更好了解开漳圣王文化的由来与发展、服务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加快建设世界闽南文化交
流中心，2024年7月至8月，漳州市组织开展“寻访陈
元光入闽开漳文化足迹”主题调研采访活动。一支由
宣传文化工作者、文史专家、新闻记者组成的采访调
研团跨越四千多公里，走访三省六市，用手中的纸笔
与镜头，回溯那段筚路蓝缕的入闽开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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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仙游枫亭镇莆田仙游枫亭镇““陈元光故居陈元光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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