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霞，我们家乡的别称。多么美丽的
名字！

吾乡多红壤，城南南山寺背倚的南山就
是一座红土山，因此古代也称为丹霞山。《福
建通志》有这样的记载，“丹霞山，土石皆赤，
晨夕映日若丹霞，故名，下有南山寺”。这一带的红褐色
小山包，在旭日夕阳映照下，朝色如丹，暮色如霞，灿若丹
霞，瑰丽壮观。南宋时有一首诗云：“笑凭诗句说丹霞，城
廓人民数万家。礼接紫阳风俗厚，学传邹鲁道源赊。”《漳
州府志》说漳州城“郡之四郊皆称霞东、霞南、霞西、霞
北。”可见，“丹霞”很早就已成为漳州的雅称。

我家西面几百米处就是古时的丹霞书院，这可是漳
州古代文脉之所在啊！丹霞书院旧址北头现在是漳州电
大校园，校园里的丹霞记忆馆最近被公布为市级党史学
习教育参观学习点。丹霞书院、丹霞记忆馆，充满漳州家
乡韵味，多么让家乡人神往！

丹霞书院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历史不会被遗忘。
翻开厚重的漳州史册，穿越漫长的时间隧道，其曾经的辉
煌仍在闪烁。清乾隆二年（1737年）漳州知府刘良璧倡建
丹霞书院，后世多次修缮扩建，规模很大，东起新华南路，
西至北京路，北自炮仔街，南到博爱道，濒临南门溪（九龙

江西溪）。书院中设朱子祠，外有魁星楼、半月楼。历代
修缮扩建都是以朱子祠为中心，逐渐扩大完善提升。这
里水系发达，渠塘相连，风拂岸柳，鱼翔浅底，莺飞草长，
蛙鸣不断，风景十分幽静优美，真是一块读书人的风水宝
地。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谕令各地停办书院，改办
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漳州就顺应历史潮流，在
这里创办“汀漳龙师范传习所”，成为漳州现代新式教育
之始。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改为师范简易科，并设附
属小学。宣统三年（1911 年），改称为汀漳龙初级师范学
堂，季永绥、许地山等著名学者曾在这里任教。后来，学
校分分合合，数易其名，抗日战争期间还曾迁南靖县，到
1946年才迁回原校舍，改称省立龙溪师范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接管龙溪师范学校，增办师范速
成班，复办附属小学。由于历史原因，师范学校停办，改
办为普通中学，到 1972 年才复招师范生。2003 年，龙溪

师范学校、云霄师范
学校与漳州教育学院
合并，校名仍为漳州
教育学院。 2007 年，
漳州教育学院改为漳
州市城市职业学院，
转型为全日制高等职
业院校。 2008 年，城
市职业学院与漳州电
大进行校园置换。原
龙溪师范学校校址归
漳州电大与龙溪师范
附小两所学校。这块
风水宝地延续着漳州

古城的文脉、学脉。
当我看了《闽南日报》报道丹霞记忆馆

被公布为市级党史学习教育参观学习点，更
深切感受到这方风水宝地不仅吹拂着传统
文化的暖风，还打上了红色基因的印记。

丹霞记忆馆在丹霞书院旧址漳州电大
校园内一座建于半个世纪前的砖木结构二
层小楼。一层五间展室分别是霞漳正学馆、
文脉绵延馆、信仰之光馆、英才辈出馆和丹

霞流芳馆等，二层则是彭冲、苏静、闽南公学和杨骚等的
专题馆。馆前一块园林石上镌刻着彭冲题写的两个大
字：“奋斗”。参观了丹霞记忆馆才更详细地了解到这里
是漳州革命的摇篮之一，是中共闽南部（特）委旧址，这里
曾经诞生过漳州第一个共青团支部、漳州市区第一个中
共党支部。才更详细地了解到这里是季永绥、苏静、李兆
炳、彭冲、翁泽生、高捷成、王占春、沈柔坚、黄稷堂、杨骚、
许地山等革命前辈、文化名人曾经就学、任教和从事革命
活动的地方。1925 年 1月，从武昌国立师范大学（现武汉
大学）毕业的季永绥来到漳州，以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文史地教员的身份，秘密开展革命活动，酝酿漳州的建团
工作，到次年年底发展了学生积极分子王占春、王德（曾
宗乾）、陈进德、邱启明、黄炽光、林义民、郑静安等加入共
青团，建立了漳州地区第一个共青团支部。1926年底，在
上海大学读书的翁泽生、谢志坚受中央指派到闽南开展
革命活动。1927 年 1 月，共青团漳州支部首批团员转为
中共党员，随后宣布中共漳州支部成立，这是漳州市区第
一个中共支部。1927 年 1月中共闽南部（特）委在这里成
立，罗明为书记。同年 2 月，中共闽南特委在这里创办农
工运动讲习所。丹霞书院旧址成为漳州红色文化的主要
传播基地。

丹霞记忆馆收藏展示许多手稿、拓片、历史图片、史
料书籍和重要实物，其中有彭冲、苏静等革命前辈的后人
捐献的珍贵文物，特别是苏静的“北京和平解放协议书手
稿”及将军大衣等文物弥足珍贵。丹霞记忆馆已经成为
漳州市党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基地，经常有人来这里参观学习。

丹霞记忆馆门前有一副楹联：“丹著春花知品格，霞
明秋水见文心。”我们的家乡有厚重的传统文化，也有浓
郁的红色文化。丹霞有记忆，我们应知晓。

1953年，老林当时还在念小学，四年级。一天早上，走在
乡间的小路去上学，路面很窄，只够两个人并排走。迎面走
过来一队解放军，步伐整齐统一有序。老林赶忙退到一条与
路面垂直的田埂上，立定站好，大声喊道：“解放军叔叔好！”
并敬了个标准的队礼。解放军看他胸前飘着红领巾，左手臂
上别着三条杠，步伐虽未停顿，却齐刷刷地给他敬了个军礼
喊：“大队长小朋友好！”

老林侃侃而谈。快八十岁的老人记忆清晰、思维敏捷、
声音洪亮，根本不像是来市医院检查身体，倒像是旅游来
了。除了安排好的各项检查，其余时间他很少呆在病房，走
出医院，四处走走看看，感慨说才几年没来，漳州变化真大。

老 林 是 哥
哥的岳父，嫂嫂
的 父 亲 。 一 辈
子 教 书 育 人 诲
人不倦，退休后
一 直 在 县 老 年
大 学 继 续 发 挥
余 热 。 我 有 好
多 年 没 见 着 他
了。趁着周末比较空闲，我邀请他来家里喝茶聊天，听一
个老党员讲述儿时的经历，说到和解放军互相敬礼，他哈
哈大笑。

老林又说他还很小的时候，大约五六岁，村子里驻扎着
很多国民党兵。我默默地算了一下，大概 1949年左右。其中
有一队国军占据了他们家的厨房，煮饭烧菜，还经常欺负他，
所以一看到当兵的就害怕。有一次肚子太饿了，看大铁锅里
结了一层厚厚的锅巴，老林壮着胆子跟火头军要点锅巴充
饥。国民党军排长看到，不但不给，还推搡着把他轰走。这
件事被他母亲知道后，很生气，但又敢怒不敢言。第二天下
地干活，趁着当兵的还没来，他母亲拿了把锁头穿过门上的
两个铜环，把门给锁好。这显然不起作用。后来国军排长拆
下枪上的刺刀，用刺刀把将锁头砸开。现在老房子的木门和

铜环上还留有被砸过的痕迹。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历史的
印记终将无法被岁月抹去，也留在老林的脑海深处。

几个月后的一天，老林在家门口玩耍，有个当兵的弯下
腰递给他一个大大的馒头。老林盯着馒头看，根本不敢动。
邻居二婶说，娃啊，拿着吃吧，他们不一样，是解放军。讲到
这里，老林有些激动。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解放军，抬头
一看，帽子上别着的是红色的五角星，不同于之前看到的是
十二角星。

老林接过大白馒头，美美地啃了一上午，肚里饱饱的，心
里暖暖的。从那以后，经常能看到戴着五角星帽的解放军，
他们保卫着东山岛，守护着一方安宁。

老林喝了口
茶，说他还经历
了“ 东 山 保 卫
战”。当然不是
指战场上。可能
是 以 孩 童 的 视
角，以时过境迁
的回想。当时东
山岛上有部队。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村里叫念小学四年级的老林代表整个村
子给解放军写慰问信，写完的慰问信交给村长修改确认，再
用毛笔抄正在一张大红纸上。这么重大又光荣的任务交给
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可想而知，当时老林是多么认真多么
忐忑不安地完成。

慰问那天，锣鼓喧天。村长带着村民们，村民带着慰问
品，每个连队两捆甘蔗、两桶挖好的牡蛎。老林则当众读那
份慰问信。这也是老林这辈子难以忘怀的事。从那以后，老
林的胆子逐渐变大了起来，再看到当兵的，不但不会感到害
怕，反倒觉得可亲、可敬。

时光如梭，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但有些往事永远不会苍
老。长在红旗下的老林深深感到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

此时，手中茶香正浓，窗外阳光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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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
100周年诗词选

家乡南靖，自然景观、历史景观丰富，
有世界文化遗产景点，是原中央苏区县。
党的十八大后，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富美、
越来越宜居，生态环境好，生产生活条件
好，人们安居乐业，民风淳朴，一派繁荣昌
盛的景象。

正值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推进
学习教育的深入，南靖发挥原中央苏区县
优势，创建以党史教育馆、科岭红色党校
为轴心，319 国道、山梅沿线红色资源为两
翼的“一轴两翼”党史教育基地，为广大党
员学习党的历史、加强党性锻炼、弘扬革
命文化、赓续红色血脉提供了重要阵地。

党史教育馆充分挖掘南靖红色资源，
融入党性教育元素，集党史、国史、现身说
法和行为体验等多种方式，为各级党政领
导干部、广大党员学习党史国史、体验党
内政治生活提供重要党性教育平台。馆
内分为“醒起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
来”四个板块，全方位展示中国共产党百
年的发展史。

科岭革命旧址地处南靖、永定、龙岩
三县交界。1934 年春，为配合中央苏区第
五次反“围剿”，中革军委所属的红八团、
红九团先后挺进闽西南地区，开展远殖的
游击战争。中央红军长征后，红八团、红
九团留在闽西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在闽
西南军政委的领导下，红军游击队先后建
立了岩永靖、岩南漳、永和靖等根据地。
科岭革命旧址如今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省级国防教育基地、省级重点革命遗
址、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获评国家 3A
级景区，入选福建 100 个党史学习教育参
观学习点。

奎洋镇仙岭村红色教育基地位于南
靖县奎洋镇西北部，与龙岩适中交界，汀
漳古道穿村而过，是福建省最早的农村革
命根据地之一。

1929年 8月闽西革命领导人邓子恢派
人 到 仙 岭 成 立 了 南 靖 县 第 一 个 红 色 政
权——仙岭乡苏维埃政府，并组建南靖第
一支红色武装——闽西游击大队仙岭赤
卫中队。修建有“仙岭苏维埃政府旧址”、
汀漳古道红军入漳路、苏维埃纪念馆、邓
子恢纪念室、红色传习所、红色主题公园
等。树海中共闽南地委旧址跨越南坑、船
场、书洋、梅林四个乡镇。1942 年，闽南特
委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
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将一批党的骨

干分散隐蔽在南靖山区，领导人民群众进
行反顾自卫斗争。1944 年冬，闽南政保队
在南靖山区开展游击活动。1945 年夏秋
之间，陈天才、卢炎率 20 多人的武装工作
组，到南靖大岭、北坑等山区开辟新区，同
年 12 月，王涛支队带司令员郑金旺、政委
陈仲平率第一大队 100 多人和陈天才带领
的武装工作组在大岭系山扎营，展开波浪
式军事行动。1946年 11月，中共闽南特委
改为地委，机关转移到树海，随后相继组
建中共树海支部、树海武装工团、中共永
和靖边区县工委、中共南靖县工委。1949
年 6月，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中共闽南地
委机关整体迁进树海大岭白咏，成为领导
闽南各地革命斗争的前沿指挥部。树海
中共闽南地委旧址为漳州市十大革命遗
址之一，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党
史教育基地、省级重点革命遗址。

南坪十字岭教育基地，位于南靖县龙
山镇南坪村内洞自然村，是以漳州战役主
战场遗址为依托建立的全面介绍漳州战
役南靖决战历史过程的红色教育基地。
目前，基地建设有漳州战役南靖决战纪念
室、红军井、红军桥、红军东征路、红军亭、
内洞寨前山东路军前沿总指挥部、宣誓
墙、接待中心等，保留有完整的五峰山、十
字岭战地遗址、炮台、碉堡、战壕。十字岭
主战场的胜利宣告了漳州战伇的伟大胜
利，对鼓舞苏区人民的革命士气、巩固和
发展中央苏区、开创闽南革命斗争新局面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革命史册
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看今天，从烽火中走过来的南靖呈现
一片岁月静好的景象，连续两年获评“全
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获评“全国县域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百强先进县”；入选“全
国农产品电商销售 50 强县”“省级农村电
子 商 务 示 范 县 ”“ 福 建 省 全 域 旅 游 试 点
县”；荣获“全国森林康养基地建设试点
县”“国家级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省
级乡村振兴重点县”“全省首批水生态文
明 建 设 试 点 县 ”“ 全 省 河 长 制 工 作 示 范
县”“省级双拥模范县”等称号，连续两年
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单”。土楼景区荣
获“中国最佳乡村旅游项目奖”，蝉联两
届“全国文明风景名胜区”。

一代代南靖人奋力谱写了小康新篇
章，使我对家乡的一史一迹、一荣一誉都
生出无限敬仰和爱意。

家乡的红色家乡的红色印记印记
▱蔡小燕

一个1953年的敬礼
▱赖理宙

万里江山万里红

▱陈燕松

一
海天茫茫阴雾稠，

山河沉沉狼烟浓。

多少先烈轻生死？

但悲不见九州同。

二
五四号角穿云空，

七一航船竞先锋。

南昌城头旌旗列，

漫卷长缨缚苍龙。

三
抗击倭寇齐奋勇，

解放人民显奇功。

我以我血荐轩辕，

喜看华夏舞彩虹。

四
改革冲破关山重，

开放推展四海通。

滚滚洪流敢弄潮，

恢恢故国翻新容。

五
百年历史百年风，

万里江山万里红。

千秋伟业大步走，

中华儿女尽英雄。

心香一瓣馨香一瓣

建党百年献颂
▱施榆生

百年奋斗业煌煌，赢得神州乐小康。
永葆初心知惕励，东方何日不朝阳！

建党100周年感怀
▱陈清仙

立党锤镰赤帜鲜，东风化雨百花妍。
红旗指向织魁梦，伟业创新书绮篇。
华夏除贫果丰硕，小康决胜捷频传。
丝绸之路赢寰宇，实践初心万世缘。

贺中共建党100周年华诞
▱杨文生

魂从马列出红船，身是工农担铁肩。
风雨百年旗帜引，家山万里岁时牵。
心中大爱填荒处，天下无贫有富田。
变局于今开好境，信能环宇奋当先。

瞻仰南湖画舫喜赋
▱何初光

南湖星斗正阑干，画舫轻摇夜不寒。
且喜井冈传圣火，犹怜延水泛微澜。
穿山跨海寻常事，揽月巡天蔚大观。
跋浪百年凭砥柱，神州万里起龙蟠。

百年党旗颂
▱陈 福

赤帜高擎赤县天，镰锤淬砺梦频圆。
昭铭使命千秋业，阔步康庄一百年。

建党百年感赋
▱张金荣

锤镰砸碎铁樊笼，禹甸山河瑞气融。
一路领航穿骇浪，百年追梦贯长虹。
心怀社稷潮头立，情系民生甘苦同。
鉴往知来重出发，巨轮致远彩霞红。

满怀豪情话百年
▱白金坤

帆满红船犁浊浪，狂飙一卷众魔哀。
燎原烈火三山过，遍地新桃九域开。
到处琼楼平地起，飞天巧手锦云裁。
中华崛起谁能挡，昔日黄龙今又来。

赏南湖红舫抒怀
▱曾庭亮

红船启碇济神州，荡海移山岁月遒。
崇仰匠心挥巨擘，喜聆砥柱激中流。
宣言慷慨貔貅训，血脉贲张志趣投。
革命锤镰薪火继，纪纲步蹑展鸿猷。

鹧鸪天·纪念建党100周年
▱方玉印

辟地开天上百秋，长江滚滚向东流，南湖犹记
同舟日，一缕曙光照九州。

谋大局，展鸿猷，国强民富乐悠悠。风光绮丽
江山美，伟绩丰功万古留。

风入松·访南湖
▱杨宝孝

南湖访客几曾停，总是慕贤情。百年不老红游艇，
其中有、信仰无声。云水当时缥缈，曙光一缕初明。

头颅捐剩守初铭，挥剑更前行。火烧雷劈凤凰鸟，
几回死，次第重生。记取董公联语，寻常激荡心旌。

注：南湖烟雨楼有董必武题联：“烟雨楼台，革命
萌生，此间曾着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
闻殷殷雷。”

水调歌头·百年光辉
▱谢金枞

华夏漫长夜，发曙在红船。燎原星火，红军兴义
井冈山。万里长征抗日，八载精忠救国，砥柱数延
安。导引睡狮醒，赤帜五星妍。

新时代，中国梦，奋争圆。东风北斗，强军持锐
国魂坚。重拓丝绸之路，再造资源互补，朋友遍瀛
寰。党盛国家盛，盛业谱新篇。

满江红·建党百年颂
▱徐志荣

百载芳华，春更艳、党旗晓日。川岳霁，晴空霞
染，万山红色。歌赞锤镰方向指，诗吟岁月蓝图画。
舵手明、指路领航程，天开辟。

思往昔，多贫瘠。怀社稷，平陈迹。看嫦娥揽
月，宇船环碧。亿万黎民歌盛世，千秋伟业挥椽笔。
喜如今，锦绣映春华，飘金帛。

丹 霞 有 记 忆
▱许初鸣

晨

练

庄
志
峰

摄

——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