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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海都记者 吴臻

近日，“坊巷百年 英雄丰碑——三坊
七巷红色记忆”展览在福州光禄坊30号刘家
大院开展，此次展览由福州市委宣传部、福
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福州古厝集
团、福州农商银行、三坊七巷名人家风家训
馆等单位承办，将展出至10月16日。

展览按“坊巷先贤醒世启蒙”“坊巷英杰
前赴后继”“坊巷新生激情岁月”“坊巷春临
改革开放”“坊巷蝶变砥砺奋进”划分为五个
部分，系统展示了党领导下的三坊七巷儿
女在百年征程中，初心如磐，矢志奋斗，写就
浓墨重彩的一笔，留下宝贵的红色基因。40
多位三坊七巷走出的英雄人物，200多幅珍
贵照片，百年历史脉络清晰，内容翔实，不少
人物线索资料和照片首次展出。

方尔灏烈士的侄儿方正教授告诉记者，
方尔灏这个名字很多年轻人也许并不知晓，
他是中共福州地委首任书记，1922年在福
州组织了第一个进步社团，创办了进步刊
物，这是福州最早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
党主张的刊物。三坊七巷名人家风家训馆
闻进馆长介绍说，一片三坊七巷不仅是半部
中国近现代史，更是半部福州的党史，通过
参观学习，让市民从三坊七巷一个全新的角
度看清楚、弄明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的伟大征程。

到三坊七巷
看“红色记忆”

建立水上秘密交通网
在闽江上开辟出一条地下航线并不容易。闽江中游地

下航线的基地在闽江轮船公司，这是一个由中统特务控制
的航运企业。1946年，在这就已成立了闽轮党支部。

侯贞诚介绍道，同年，省委派饶刚生在闽轮公司成立
了“中共福建省委闽江下游地下运输船队党支部”，以台江
码头江滨路魏依妹家为据点，利用林森官驾驶粪船的有利
条件开展工作。闽江上下游地下党组织的成立，沟通了省
委与闽东、闽北的联系，从此在闽江上建立起一条安全可
靠的“地下航线”。

1948年3月至1949年6月，苏华和陈德义回省委工
作，省委联络总站工作全部由饶刚生一个人负责，他为省
委机关与各地特委之间传递情报，输送枪支弹药、电台、药
品、军需物资，掩护过往的领导同志，搜集敌特情报，掌握
敌人动向等。

“1948年，饶刚生获悉省委有一批枪支要运往南平，
他立刻通知林森官等同志马上行动起来。”侯贞诚说，当时
闽江口岸敌人戒备森严，到处是明岗暗哨，为确保这批枪
支安全运抵南平，饶刚生亲临码头指挥。当船驶至第四码
头，准备与闽江上游轮船公司党支部派来的人员交接时，
被伪侦探队特务林天枢盯住。饶刚生见情况紧急，当机立
断，示意在码头以卖饼为掩护的地下党员上前纠缠林天
枢，同时暗示埋伏在周围警戒的同志们拥向林天枢，以赔
偿为由拖住他，让交接的同志甩掉特务，驾驶着满载枪支
的船只离开码头。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时，饶刚生等隐蔽战线的
同志在万寿桥头（原省交通银行门前）迎接解放军进城。
第二天在河口里4号王扆禹的祖屋，迎接新省委派来的张
鼎丞、叶飞，与地下省委的曾镜冰、苏华、王扆禹、饶刚生等
人办理移交手续，并召开会议，布置福州解放之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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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8月 17日，福州万
寿桥桥头的枪声还未停止，福州
市区内街头巷尾已贴满《中国人民
解放军布告》和地下党组织办的
《小火星》报，街道两旁为解放军设
立了许多敬茶站，地下党、学生、各
界人士守在桥头，喜迎解放军入
城。迎接的队伍中有一位叫饶刚
生的福州人。饶刚生，这个名字并
不熟悉，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福建革
命斗争中隐蔽战线上的重要领导
人之一。这一期《慢读》，我们来说
发生在福州的真实版“潜伏”故
事。故事主讲人是饶刚生的三女
儿饶少敏和她丈夫侯贞诚。

壮大党组织
1935年 6月，在永泰考湖村担任

私塾老师的饶刚生，在中共闽中特委
方子明指引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
时也开启了他的“暗战”革命生涯。

“1936 年，闽中特委在凤落村成
立了中共凤落党支部，父亲任支部委
员，他以农村为阵地开展地下活动。”
饶少敏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父亲参加了乡保长和联保主任的
竞选，成功当选永泰县泉山乡联保主
任，此后，他就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作。

侯贞诚对妻子的回忆和相关党史
记录进行了整理，尽力还原了饶刚生
在永泰县泉山乡打入敌人老巢引导群
众抗丁抗税的全过程：饶刚生当选联
保主任后，通过老同学关系，启发引导
赤埔乡联保主任参加革命。与此同
时，他利用保长身份在保内筹款，一旦
上头派丁，就用筹集的款项雇残疾人
员充数应付，并启发群众情绪，组织暴
动抗税。在他任保长期间，国民党没
能从保内抓走一名壮丁，他赢得了广
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不断壮大中共地方党组织是饶刚
生的主要任务之一。1940年，他在凤
落村组织了农会和治安委员会等农民
组织，办起了信用社、盐店，解决了群
众和游击队的吃盐问题。他还利用私
人关系做伪军工作，撤销了敌人设在
岭路坑仔里（永泰与莆田县交界）的岗
哨，为我党开辟了一条安全可靠的交
通线，保障了闽中游击区物资输送供
应，掩护过往泉山一带同志的安全。

1941年4月，侵华日军在闽江口
登陆，入侵福州、连江、长乐等地，闽中
特委决定组织武装力量开赴沿海各县
建立抗日根据地。特委机关决定从永
泰迁往长乐罗都一带，领导抗日斗
争。此时，由于饶刚生在永泰活动频
繁，身份已暴露，成为国民党顽固派的
眼中钉、肉中刺。为除掉这一心腹大
患，国民党重金悬赏通缉饶刚生，活抓
到赏银元一千，拿到头颅赏银元五百。

建立省委福州地下联络总站
为保存革命力量，特委指示饶刚生迅速离开永泰，奔

赴长乐抗日前线。因叛徒出卖告密，1945年，饶刚生妻子
程金兰和不到两岁的女儿饶玉珍被敌人折磨致死。1945
年12月，饶刚生强忍心中悲痛，同苏华、陈德义秘密潜入
福州，负责联络总站的组建工作。

侯贞诚告诉记者，当时省委联络总站的工作十分艰
巨，除了筹建省委福州地下联络总站，还要开辟闽江地下
航线。饶刚生到达福州后，化名林济群，在南教场（今五一
广场）附近，搭了一处不到3平方米的木棚，以贩卖柴火为
掩护，秘密筹建党的地下联络站，以小木棚作为临时联络
点，为过往同志提供饮食和住宿。

1946年初，联络总站搬到鼓楼西门城边曹12号。由
于联络站往来人员频繁，为掩护身份，组织上安排两位女
同志分别与饶刚生和陈德义组成两个小家庭、两对假夫
妻，以此为掩护。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侯贞诚说，饶刚生在“城边曹”站工作时，突然闯进一
群警察来搜查，并把两名女交通员黄梅英、黄瑞贞当场抓
走。在这紧要关头，饶刚生急中生智从后院翻墙撤离，另
一名地下党员则躲在厨房灶边烧《中国共产党章程》。住
在周围掩护的地下党人分头寻找苏华、陈德义想办法，很
快探听到消息，原来是隔壁甲长报案说这家来往妇女多，
有拐卖妇女的嫌疑，并由此得知拘捕的两个妇女，只要有
人保就能释放，意外终化险为夷。“当时真的就像如今谍战
片中所描绘的那样惊险。”侯贞诚说。

N海都记者 吴臻

N海都记者 张芬

处暑已至，夏秋交替之时通常也是养脾胃
的关键节点。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梅之
凌老师解释，“此时，人的气血开始向肠道聚
集，如果胃肠功能不好，气血不畅，就会出现例
如心烦、失眠、腹胀等不适，身体健康状况就会
亮红灯”。那么，如何养生？梅老师说，对于部
分由于情绪波动引发的疾病来说，依靠中药调
理或食补只能治标，中医主张养生以养心为
上，“心”代表情绪，只有心情保持愉悦，气血才
会通畅，才能实现真正的“养生”。

为了让更多的人解决情绪上的问题，梅
老师写了本《找自己》的书，其中有些观点是
梅老师的亲身体会。

梅老师表示，中医秉承“治未病”理念，在
疾病发生之前就介入干预。然而，很多人以
为“治未病”就是早睡早起、保温杯泡枸杞这
些养生之道，事实上，“心”门没有打开，任何
养生都是表面功夫。

多年来，主张综合体质调理的梅老师每
次问诊的时间都比较久，他说，他一定要和病
患“聊天”，在聊天中了解病人的症状、发病时
间、发病原因……慢慢地，梅老师发现，绝大
多数人生病的背后都有“心”病，或是焦虑、或
是悲伤、或是怨恨……

有一次，一位有严重失眠和心悸的病人
找到梅老师，按正常只需开一些安神的药，但
在聊天中，病人告诉他，“最近，股票市场不太
好，投了数百万进去，心率就像股票K线一样
忽上忽下，一想到这些就整夜睡不着”。听完
病人的倾诉，梅老师为其开了另一个方子
——“顺其自然是一种积极思维”，这也是梅
老师新作《找自己》悦篇中所写的。

有不少梅老师的患者读了《找自己》后
说，梅老师的书就如知音，解开了心中的困
惑，为未来指引了方向。

干了中医这碗
“心灵鸡汤”

解放军进福州城

饶刚生戎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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