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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间说法云，福州
2200 多年的历史中，能享
春秋二祭者仅有 3 人：无

诸、阮弥之、王审知。阮弥
之是福建历史记载中有具
体事迹的第二人（第一为

严高），开福建文化先河。
从前屿站 B 口出来，穿过
马路右行百余米的一条小
路进去，便可以看见阮公
祠，“八闽奉旨第一祠”的
碑刻格外醒目。据庙中碑
刻资料显示，乾隆二十四
年（1759 年），阮公祠奉旨
重建，改二进为三进，帝赠

“闽瓯师表”牌匾以旌其
功。光绪年间，又重修一
次，木构，硬山屋顶，穿斗
式构架，其间梁、枋等施雕
刻，两侧筑以砖土夹墙，具
福州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
一直沿存至今。

汉晋以后，中原士民
陆续迁闽，所带来的中原
文化及生产技术，带动了

福建地区的发展。南朝宋
元嘉二年（425年），阮弥之
任晋安郡（今福州）太守。
任上在乌山南麓择 30 多
亩地，建 20 多间房，请中
原名士和阮氏后裔来闽讲
学，传播中原文化。元嘉
十三年（436 年），阮弥之
病卒。朝廷赠资政大夫，
谥“忠惠”，钦赐祭葬，官
设有春秋二祭，立祠主

“忠惠阮公祠”。阮公祠
最早位于乌山南麓，明万
历七年（1579 年）倒塌，后
迁于此。祠堂内文化史料
丰富，募捐名单、活动用
品等物品随处可见，足以
感受到前屿阮氏至今的活
跃兴旺。

坐上4号线， 身边的“闽都”往事
N海都记者 吴雪薇 文/图

8月27日，随着4号线首通段正式载客运营，福
州地铁迈入“环线换乘”时代。福州人坐地铁可以
去到的地方，又变多了。作为一座有着2200多年建
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除了众所周知的“东街口”站
有着连外地人都爱去的“半部中国近代史”三坊七
巷，地铁 4 号线的一些站名，也记录了不少福州往
事，贯通了好些小众人文景点。

下面就跟着海都记者，一起来走走地铁4号线
上的“福州故事”。

作为 4 号线首通段的
起点，帝封江站的名字可
谓霸气十足。

民间传说，南宋末年，
元军南下，陆秀夫、文天祥
等大臣，协同大军保护益
王赵昰、广王赵昺一路南
下于福州登基。半年之
后，元军围攻濂浦（今林
浦），二十万南宋水军封锁
江面，与元军殊死作战，保
护少帝顺利逃脱。后人遂

把义江至螺洲一带的江面
称为“帝封江”（意谓“卫护
少帝封江而战”），以纪念
宋军将士合力掩护少帝、
封江决战的事迹。

福州文史专家、省文史
馆原馆长卢美松注意到，义
序的浦口村江边有将军庙，
祀宋殉国忠臣张世杰、李庭
芝、杨亮节。种种周边民俗
传说与遗迹构成的蛛丝马
迹，似证此传说所言非虚。

4号线附近，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城市角落，也藏
着一些有趣的古迹。下面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

这些站点的名字有故事
4号线站名保留了不少耳熟能详的福州老

地名，这些地名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大家却不
一定知道。

林浦村位于福州市
南台岛东北侧，北临大闽
江，南靠九曲山，隔江与
鼓山相望。从林浦站 A1
口出来，沿着公路走上十
几二十分钟，便可看见村
口古朴而硕大的“尚书
里”牌坊。自五代开始林
氏就在这里聚族而居，并
且日益兴盛，因此称为

“林浦”，距今已有千年的
历史。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
学院教授林焱向记者介
绍，明朝中叶，林氏家族
出了以林元美为首的“七
科八进士”，以林瀚为首
的“三代五尚书”，一时传
为美谈。如今，这里还有

福州保存最为完好的宋代
书院——濂江书院，朱熹
曾在此讲学。

村中社庙泰山宫，传
说 在 宋 恭 帝 德 祐 二 年
（1276 年），临安府（今杭
州）被元军攻破后，陆秀
夫、陈宜中、张世杰等大臣
簇拥着年幼的宋端宗赵昰
在福州城内登基，以此为
行宫，当时称作“平山堂”，
有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小的
皇帝行宫之称。

漫步林浦村，小巷中
有沉淀着岁月的老建筑，
邻里坐在门前攀谈，孩子
在巷中嬉戏，老人在树下
下棋，人文气息与村庄闲
景相得益彰。

竹屿站的建成，将好
吃好玩的东泰禾广场加
入了地铁商圈大家庭。
不过，就算是竹屿站的工
作人员都不一定知道，东
二环繁华所在的这一片
竹屿村，也是一片人杰地
灵的文化之地。

从竹屿地铁站C口向
东行走数百米，抵达竹屿
与横屿路的交叉路口，一
片古朴的民居隐匿于新建
起的住宅楼群间，已被修

葺一新，却默然处于繁华
之外。这里便是迁建后的
近代海军著名将领邓家骅
故居、著名老一辈新闻工
作者邓拓祖居。除此之
外，竹屿邓氏还走出了著
名美籍华裔原子能科学家
邓昌黎，还有台湾著名音
乐家邓昌国以及中国科学
院院士、著名生物学家邓
叔群等知名人士。

竹屿村负责文史资
料整理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闽县乡土志》载：
“竹屿村有东野竹林书
院，宋时建。朱子避伪学
禁，讲学于此。”竹屿村的
竹林书院，传说为唐末五
代邓天祥将军创建。南
宋庆元二年（1196年），朱
熹避“伪学”之乱于此，受
其黄姓弟子之托，讲学于
竹屿。此后不少名士亦
来此讲学，如宋代陈孔
硕，元代邓定，明代状元
翁正春、宰相叶向高等。

此外，东泰禾广场附
近还隐藏有宋代建造，为
古时竹屿村通往岛外要
道的“坊兜石桥”；始建于
明嘉靖七年（1528年），旌
表邓迁、邓原岳父子“父
子贤良”，旌表邓应斗、邓
应珍两兄弟“兄弟孝友”
的“竹屿木牌坊”等古迹，
如同散落于闹市繁华之
下，连接时空的文化宝
藏，等待着寻访者的好奇
与怀想。

这些站点
藏着你不知道的古迹

林浦 传奇历史丰富的千年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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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屿 “大隐于市”的教育先贤祠

帝封江

鳌峰洲虽然位于台江，
但和鼓楼的鳌峰坊、鳌峰书
院关系可不小。

康 熙四十六年（1707
年），福建巡抚张伯行在鳌峰
坊建鳌峰书院。但由于书院
经费全赖官府拨饷，日久难
以为继，遂将位于现今台江

区瀛洲街道境内的一片田产
划归书院所有，以作经费收
入。据传，此洲田清代以前
原是一片沙洲，后被围垦成
大片田园，原未取名，既属鳌
峰书院，遂以“鳌峰洲”定
称。因此，虽名“鳌峰”，鳌峰
洲却不在鳌峰附近。

鳌峰洲

竹横前后屿

4号线上，连续4座车站
都带有“屿”，分别是竹屿、横
屿、后屿、前屿，这是为何？

福州市政协文史研究
员唐希告诉记者，远古时
的福州曾是一片巨大的海
湾，称“福州湾”，随着海水

退去，在漫长的时代变迁
中才逐渐形成而今的福州
城。因此凡是与“屿”有关
的地名，都是当年较早露
出水面的高地形成小岛，
人们围绕这些小岛与高地
繁衍生息。

三角池原位于岳峰镇岳后村，因过去在岳峰镇有一
口三角形的池塘而得名，附近的村庄也因此得名“三角池
村”。但因为城市建设，三角池不复存在，唯余地名。

三角池

北宋年间，侯官人陆宣、陆蕴、陆藻一门父子三进士，
二翰林，一侍郎，官阶三品，风光无限。嘉祐四年（1059
年），陆家父子不惜重金，购地百亩，兴建陆家庄园，经数
代经营，规模壮观，为“闽都”一大园林。为方便出行，北
面还建有一座通往庄外的石构平梁桥，取名“陆庄桥”。

如今只余陆庄河、陆庄桥等地名遗迹记录着曾有的
辉煌，陆庄花园早已踪迹无寻。

陆庄

凤凰池

找
寻

林浦村口的“尚书里”牌坊十分引人注目

竹屿木牌坊矗立于东泰禾人来人往的繁
华路口，谁能想到它已经历数百年风雨

曾经进出竹屿村落的交通要道坊兜桥，
如今破败难寻

位于前屿小巷弄中的阮公祠，记录着一段八闽教育
先贤的重要历史

凤凰池的得名来历众说纷纭。有一说称有人曾在凤
凰池附近看见凤凰在池中洗澡，因而得名；另有一说见于
清代林枫的《榕城考古略》，说凤凰池因凤凰山（古籍中作
凤皇山）而得名。

鼓楼区五凤街道境内有五凤山，五凤山有五座山峰，
在堪舆家（风水先生）的眼中，五凤山像五只展翅飞翔的
凤凰。其中一只凤凰向南延伸，在凤凰池附近形成凤凰
山。凤凰山即今日将军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