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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7

杨乃琦

陈高，元代爱国诗人，苍南县钱库镇小河川底村人；民

族英雄林则徐，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一个元朝，一个清

朝，相隔四百七十年，他们之间有什么姻亲关系？

陈帙（1769—1824），字文华，福建侯官人（今福州），祖

籍平阳州金舟乡咸通里（今苍南县钱库镇小河川底村，撤并

后称钱斗村）。她是福建侯官县宿儒陈圣灵（陈高后裔入闽

第十二世）的小女儿，幼读书，晓大义，勤女红。十八岁嫁与

林宾日为妻，家贫，以制彩草花佐家计。直至林宾日入贡，

林则徐中举，成进士，女红之事未尝一日辍，淑惠仁德，闾里

称颂。

刘绍宽先生在《不系舟渔集》校记（《敬乡楼丛书》本）中

说：“福鼎林滋秀《双桂堂文集》有《怡亭赋》，注详侯官陈司训

之家世云：陈氏始祖高，元至正甲午进士，任庆元路录事。元

末，弃官图匡复，流寓福州。明求之不得，戍其二子于侯官，

第四子遂家焉……’据此，则先生之后昌于闽者多矣。”可见

陈高有儿子后来到福州发展去了。

乾隆《福州府志》卷六十四《流寓》：“据《福建通志》载：

陈高，字子上，浙江平阳人，元至正十二年进士。以亲老便

养，授庆元录事……著有《不系舟渔集》。洪武初，子从军入

闽，因家焉。”

最后定居福州的是陈高的儿子陈霖。林滋秀《怡亭赋》

说：“厥后代生孝义，志凛纯修。甲第则绵延鹊起，词华则络

绎蚕抽。或捧檄就官，唫讴花县；或忤珰罢职，纂述林邱。”

共有七个进士（包括陈高、陈一元、陈亨等在内），几乎每一

代都有一个以上举人（贡生），系“仁让世家”、“科第世家”

（明当道名公卿赠匾）。据福州《平阳乡贤陈氏族谱》与有关

史料记载：陈高之子陈霓，字开先，号福一，曾入闽戍卫，后

返回平阳。次子陈霖，字道宗，号亚记，继兄来闽，勤劳王

事，定居于闽三山，遂繁衍生息，后发展成世家大族，奉陈高

为始祖，迁闽族谱以《平阳乡贤陈氏族谱》为名，以示不忘先

祖与故土，这是庞大的家族，后裔遍布海内外。

平阳陈氏入闽后，在福州世代传承不绝，繁衍支派众

多，其世次有记载者：第一世陈霖，字道宗，号亚记。第二世

陈官保，字留馀，号温泉。三世陈荣，字宗仁，号心田。四世

陈湮，字克恭，号梅岗。五世陈桄，字汝辉，号玉轩。（六受皇

封，历阶荣禄大夫）。六世陈志，字希尹，号任斋。（五世同

居，千指同食）。七世陈一元，字泰始，号志子，明万历辛丑

（1601）进士，历应天府丞，署府尹事。天启七年（1627）归拜

昆阳，瓯士为之赋诗，将《子上存稿》编成《不系舟渔集》十五

卷留传至今。

第八世陈兆盛，字繁伯，号玎生。九世：陈亨，字谦夫，

一字莲石，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任苏州知府，明亡不

仕，终老故土。十世陈声远（1665—1728），字又深，号海萍，

康熙辛未岁贡，任同安司训，林滋秀为其作《怡亭赋》。陈海

萍居住在福州城区边的晋安，共有兄弟十八人，都很长寿。

他从同安归来，在有杞堂前庭建怡亭，晚年自怡。《怡亭赋》

前面小序说：“先生没后，子孙聚居其地，累守书香，迄今百

数十年，彬彬乎称盛。”《怡亭赋》里说：“四库书藏，锡元季铮

铮之誉；三山派衍，诒子孙蛰蛰之谋。”前句说的就是陈高，

“三山”代指福州。

第十一世陈芳植，字直卿，号培林，清雍正乙卯举人，南

平县学教谕，其第三子陈圣灵（十二世）（1713—1789），又名

古曦，字尹梅，号时庵，闽廪生，乾隆乙未年（1775）岁贡，候

选训导。子四：文治、文蔚、文华、兰泰。女五：帖适廪生曾

新，幅适庠生石鼎，适方叔景，帆适张迎季，帙（林则徐母）

适贡生林宾日（即林则徐父）。

十三世陈兰泰，字功弼，号芷亭，南平教谕。是林则徐之

四舅父兼老师，因教导林则徐成才，入祀乡贤祠。兰泰生子

三：树枫，超陵，鸣昌。十四世：陈超陵，字越屏，改名福畴，道

光五年（1825）举人，惠安、崇安、台湾嘉义县教谕。十五世陈

翼谋，字珊州，举人，尤溪，松溪县学教谕，升内阁中书。十五

世陈宝增，字芗白，超陵子，咸丰九年（1859）举人。精医术，

曾任工部屯田司主事、郎中。

第十六世，陈境河，翼谋子，字金波（附贡生），历任县

丞、知县，奉委运河。生子（第十七世）世隆、世钟、世帧、世

英（号季良）世慕。

第十六世陈钦铭，号少希，树枫孙，清咸丰乙卯（1855）
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一品顶戴，光禄大夫、钦差

出使大臣、江苏按察使、上海道台。2001年6月在福州西二

环路“巴黎之家”工地上出土的《少希陈君神道碑》（现由福

州博物馆收藏）。上有：赐进士及第，太子少保，户部尚书，

毓庆宫行走，常熟翁同龢书丹。

另十六世陈钦镛（1848—1910），字静江，号熙甫，诰授朝

议大夫，晋封荣禄大夫，正二品封典，尝戴花翎，官直隶知州。

十七世陈季良（1883—1945）名世英。著名抗日英雄，

曾任海军部常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代行海军部长职

务，指挥了著名的“江阴保卫战”，民国三十四年（1945）四月

病逝，追赠为海军上将。

《怡亭赋》说：“数大历之才郎，首推卢李（陈氏中表兄弟

多名士）；成外家之宅相，可语孙吴（亦多女贵，六七代以来，

婿若甥，凡为士者，靡不聪明早达）。”也就是说福州晋安陈

家的表兄弟、女婿外甥都是非常杰出的人士，林则徐就是其

中的翘楚。历史伟人的成长离不开良好的家风与传统良好

教育。林则徐母亲陈帙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小受

父母的良好的言传身教。林陈夫妇共育11个子女，她善于

料理家庭生计，因为家境贫寒，家里人口众多，僧多粥少，甚

至三餐都无以为继。陈帙做纸花来贴补家用，才能维持家

庭生活，日夜不停。林则徐看到母亲辛苦，内心很不安，一

度想辍学以减轻父母的负担，但母亲则训导曰：“男儿务为

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

矣。”另外，尤为可贵的是，陈帙还富有同情心和好施之德，

尽管林家早已家徒四壁，自顾不睱了，但每当遇到比自己更

困苦的人，林则徐的父母总是慷慨解囊、热心救助，先人后

己，舍己为人。在《先妣事略》中，林公记述其母亲“平日济

困扶危，在人若己。必曲尽其心而后即安。亲族乡党缓急，

无不周恤”。贫苦的童年和严格的家教，使他日后升至高官

时都保持清俭的习惯和察民疾苦的作风。

后来，林则徐为子孙留的“十无益”格言更是彰显了林则

徐严谨的家风：“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作事乖张，聪明无

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时运不济，妄求无益。妄取人财，布

施无益。不惜元气，医药无益。淫恶肆欲，阴骘无益。”正因为

林则徐一生始终恪守着“十无益”格言，才能抒写下“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人生篇章，展现出“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伟大胸怀，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页。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人。父亲林宾

日，母亲陈帙。十三岁便中秀才，二十岁考中举人，京官七

年，励志爱民，博击豪强，公正执法；赈灾济贫，纾解民困，大

兴水利，泽被生民；虎门销烟，威震中外，开垦南疆，屯田实

边。留下了林公渠，林公井、林公车；新疆群众感恩“林公活

我”建立“林公坊”来表达崇敬、爱戴之情。林则徐是尽瘁国

事，关心民生疾苦的杰出政治家，是廉洁自律，官德高尚的

清官。在他一生“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的从政生涯中，

勤政务实，锐意改革，兴利除弊，政绩斐然，推进了十九世纪

中国社会的发展。林则徐不只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

界。1850年11月22日在广东潮州普宁县行馆逝世。巨星

陨落，万众哀悼，林则徐的灵柩从潮州起运福州途中，人山

人海，为这位尽瘁国事的民族英雄作最后的送别。在美国

纽约街头矗立着林则徐铜像，还有“林则徐广场”和“林则徐

街”。1999年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将刚发现的一颗小行

星命名为“林则徐星”，以永远纪念林则徐的禁毒功勋和水

利成就。林则徐是一位世界性的历史人物，林则徐的精神，

不仅影响中国，而且影响世界。

林则徐的血脉中有一部分来自浙南的苍南。他是小河

川底陈氏八世祖陈高后裔“福州平阳乡贤陈氏”陈帙的儿子，

我们为此感到十分高兴和骄傲。

林则徐母亲陈帙是陈高的后裔

尤荣开

中药蛇床子，李时珍云：“蛇喜卧其下，食其子，故有蛇

粟之名。”蛇是蛰虫，惊蛰后开食，开食时食荤，如鼠、蛙、鱼、

虾之类，封食时吃素，如食蛇床子等。古今用蛇床子熏洗治

疗多种皮肤病、瘙痒症、小儿癣、恶疮、湿疹、过敏性皮炎、头

疮、阴痒、滴虫性阴道炎等均有奇效。蛇床子如何入药，还

有一个传说。

据说秦朝时浙江省苍南县南部有一个小村突然流行一

种怪病，病人的汗毛孔长鸡皮疙瘩，痒得不停地搔抓，有时

抓得鲜血淋淋，还不解痒。这种病还传染得很快，不要说穿

病人的衣服，躺病人的床也会被传染上病，就是病人搔抓时

飞起来的碎皮落在其他人身上，也会犯病。没过几天，全村

的人都被传染上了，吃什么药、抹什么药都无济事。

一位走方郎中说：“在百里之外有个海岛，听说那岛上

有一种长着羽毛样叶子、开着伞一样花的药草，用它的种子

熬水洗澡，可以治这种病。不过，谁也没有办法采到它，因

为岛上全是毒蛇，药被蛇压在身下。”

“老虎口中拔牙，毒蛇身下取药”。大伙听了，只好叹

气。

有一智勇双全的青年，决心为解除人们的痛苦而独闯

蛇岛。五月初五，青年背上干粮，划船出海了。但他走了很

久，也没回来。接着又有一个青年去岛上采药。可他离开

村子后，也同样没有了音信。

这两个人大概全喂了毒蛇，因此，人们全都打消了去蛇

岛采药的念头。可是，痒劲儿一上来，真让人受不住，搔来

抓去，有的人抓破皮肉露出了骨头；有的人伤口流脓，变成

了大疮。眼看全村人都在受这种怪病的折磨，第三年青年

咬咬牙说：“我非把药采回来不可！”

老人们劝他说：“算啦，身子犯痒强忍着吧，要去蛇岛可就

没命了！”

青年说：“事在人为，我就不信没办法治服毒蛇！”他离

开了村子，但没直去海岛，他首先四处寻访治蛇的能手。

有一天，青年来到海边的一座大山，山上有座尼姑庵，

庵里有个一百多岁的老尼姑。人们传说，老尼姑年轻时曾

到蛇岛上取过蛇胆配药。青年就找到尼姑庵，问老尼姑用

什么办法能上蛇岛。老尼姑说：“毒蛇虽然凶恶，却怕雄黄

酒。你在端午节这天的午时上岛，见着毒蛇就洒雄黄酒，毒

蛇闻着雄黄酒味都会避开你。”

青年谢过老尼姑，带上雄黄酒出海了。他把船划到蛇

岛附近抛下锚，一直等到端午节正午时才靠岸。只见岛上

处处是蛇，有黑白花的，有带金环的，有几尺长的，也有碗口

粗的。青年一面走着一面洒着雄黄酒，毒蛇一闻到雄黄酒

味儿，果然都盘住不动了。他急忙从毒蛇的身子底下，挖了

许多羽毛样叶子、伞一样花的野草。

这位青年，终于活着回来了。他不但找到了用雄黄酒

制服毒蛇的好办法，还为乡亲们采回了治病的两大篓药

草。他把药草的种子煎成水，让村里的人洗澡。人们洗过

几次，病全好了。

后来，大伙把这种草种植在村边，用它做治癣疥、湿疹

的药。因为药压在蛇身下，故叫蛇床，它的种子就叫“蛇床

子”了。

注释：
【植物形态】一年生草本，高20～70cm。根细长，圆锥

形。茎直立或斜上，多分枝，中空，表面具深纵条纹。根生

叶具短柄，基部有短阔的叶鞘，边缘膜质；上部叶几全部简

化成鞘状；叶片轮廓卵形至卵状披针形，长3～8cm，宽2～

5cm，2～3 回三出式羽状全裂，末圆裂片线形至线状披针

形，长3～10mm，宽1～1.5mm，顶端有小尖头，边缘及脉上

粗糙。复伞形花序顶生或侧生，直径 2～3cm，总苞片 6～

10，线形至线状披针形，长约5mm，边缘膜质，有短柔毛；伞

辐8～25，长0.5～2cm；小总苞片多数，线形，长3～5mm边

缘有短柔毛；小伞花序具花15～20，萼齿不明显，花瓣白色，

顶端有内折的小舌片，花柱基稍隆起，花柱向下反曲。分生

果长圆状，长1.3～3mm，宽1～2mm，横剖面近五角形，主棱

5，均扩展成翅状，每棱槽中有油管1，合生面2，胚乳腹面平

直。花期4～7月，果期7～10月。

【性味归经】辛苦，温。入肾、脾经。

【功效】温肾助阳，祛风，燥湿，杀虫。

【应用】治男子阳痿，阴囊湿痒，女子带下阴痒，子宫 寒

冷不孕，风湿病痛，疥癣湿疮。

【用法用量】内服：煎汤，1～3钱；或入丸剂。外用：煎水

熏洗；或作坐药(栓剂)；或 研末撒、调敷。

蛇床子的传说

植物蛇床子

苍南县融媒体中心苍南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今 日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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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笑颖）城市的

发展离不开通信技术的更新迭代。

昨日上午，龙港首家通信运营商

——中国联通龙港市分公司正式挂

牌成立。该公司将以服务龙港经济

建设为己任，全力促进龙港信息化

产业转型再升级，为广大龙港市民

创造美好智慧新生活。副县长李上

清出席揭牌仪式。

据了解，中国联通是中国唯一

一家在纽约、香港、上海三地同时上

市的电信运营企业，2017 年混合所

有制改革以来，中国联通始终坚持

“聚焦创新合作”的发展理念，依托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AI 等核心

技术，加快前沿技术领域布局。作

为其分支机构，中国联通龙港市分

公司将立足龙港实际，担负起龙港

市信息化建设主力军的职责，充分

利用 5G 正式商用的契机，用大数

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提

供高效、优质、全方位的信息通信产

品和服务，助力龙港信息基础网络

建设和城市信息网的合理布局。

中国联通龙港市分公司总经理

章显俊表示，龙港联通将积极向上争

取资源，加大对龙港技术网络的投

资、基站的建设和物联网的投入，助

推龙港信息化建设、数字政府转型和

产业数字化进程。同时，也将通过招

聘、选调优秀的技术人才、大数据人

才，充实到龙港分公司发展，助力龙

港智慧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

致力智慧城市建设

中国联通龙港市
分公司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林明明 通讯

员 卢文娜）村民为工作人员送

来自家土鸡蛋、蔬菜，这是日

前发生在沿浦镇牛乾村便民

服务点上的感人一幕。近日，

记者从市监局了解到，自我县

“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

运行以来，当地村民已十数次

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这项

民生实事工作的认同感、支持

度和满意度。

据悉，牛乾村是我县最偏

远、海拔最高的村庄，距离县城

大约 2 小时的车程，当地村民

也因此长期经受着“购药远、购

药难”的困扰。但自今年 6 月

28 日当地“送药上山进岛便民”

服务点运行以来，村民们迎来

了全新的购药方式，每逢服务

日他们都可在服务点等候工作

人员带着医疗设备和他们上次

下单的药品来为他们开展“上

门服务”。

我县辖 19 个乡镇 530 个村

级组织，全县虽设有村卫生室

416家，零售药店465家，部分偏

远山区药品供应仍存在难题。

今年以来，市监根据浙江省关于

设立“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

点”民生实事项目工作的总体部

署要求，紧扣“以民所需、办好实

事”宗旨，深入调研，对村居人口

情况、用药需求、交通情况等进

行全面了解，并通过实地走访、

村委座谈、听取民意等方式，最

终确定在距最近药品供应点 10
公里以上、常住人口 1000 人以

上、交通不便利或无公共交通设

施的牛乾村、云遮村、草屿村、崇

安村、三条溪村、拱桥内村等 6
个连点成片的偏远山村设立送

药便民服务点。截至目前，完成

配送药品 145 单、医疗器械 30
单，开展安全用药咨询、家用医

疗器械服务群众近 3500 人次，

切实为偏远地区居民解决“购药

远、购药难”问题。

下一步，市监将以切实解决

群众用药保障为目标，不断完善

“送药上山便民服务点”建设工

作，继续把实事做深、做实，用真

心换群众真情回应。

我县6山村设立“送药上山”服务点

山区群众不再购药远购药难

□蔺炳正

近日,笔者下乡调研发现,

有的村改厕很顺利,改建后的

厕所设施质量好,设备坏了有

人修,粪污满了有车抽,群众对

此很满意。请教村干部得知,

秘诀在于改厕过程中让群众充

分参与进来。

据村干部介绍,在改厕之

前,村两委进行了大量的宣传

发动工作。因为改厕后空气变

好、病菌变少,环境会更加卫生,

对群众的健康有益,群众们看

到了好处,自然而然便有热情

参加到改厕中去。此外,在施

工过程中,不少村公告栏张贴

着监督举报电话,相关部门对

查实改厕过程中偷工减料、草

率敷衍的行为进行处罚,对举

报者进行奖励。这样,从厕所

选址、材料设备选购、技术模式

选用,到施工建设过程、竣工质

量验收,都有群众参与,有效保

证了改厕质量。

反观有的地方改厕却不很

成功,事前没有充分征求群众意

见,相关部门匆忙招标采购材料

设备,施工队伍进场应付了事,竣

工验收草草收场,整个过程让群

众成了“局外人”。厕所建成后

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厕所设备坏

了没人修,池内粪污满了不知找

谁抽。

顺利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好

改 厕 工 作 是 题 中 应 有 之 义 。

厕所事关农村环境整洁与否,

更与农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让群众参与到改厕过程极为

重要。

农村改厕要让群众参与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