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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上，偏处
东南一隅的福建侯官诞生了一群引领时
代的杰出人物，有“开眼看世界的第一
人”林则徐、“中国船政之父”沈葆桢、中
国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他们如璀
璨群星，照亮了近代中国的天空。

侯官，是怎样的一片土地？为何诞生
了这么多的精英群体？又怎么形成如此
辉煌的侯官文化？

今天 ，让我们跨越时间的长河 ，跟
随一幅幅生动的图画，追寻侯官
文化的历史源流，在当下，更好
地把握侯官文化的精髓、深入践
行侯官文化的当代价值……

中
国
近
代
海
军
摇
篮

一
八
六
六
年
，
福
建
船
政
学
堂
在
马

尾
创
立
，
它
是
中
国
近
代
航
海
教
育
和
海

军
教
育
的
发
源
地
。船
政
学
堂
倡
导
﹃
中
学

为
体
、西
学
为
用
﹄
，采
取
入
学
招
考
、借
才

异
域
、严
格
管
理
、师
夷
长
技
、学
用
结
合

的
新
式
教
育
模
式
，别
于
科
举
之
旧
学
，为

国
家
培
养
了
一
大
批
有
用
之
才
。

在
四
十
余
年
的
办
学
历
程
中
，
福
建

船
政
学
堂
培
养
了
启
蒙
思
想
家
严
复
，
外

交
家
罗
丰
禄
、陈
季
同
，
造
船
专
家
魏
翰
、

郑
清
濂
，
矿
务
专
家
林
庆
升
、林
日
章
，
轮

机
专
家
陈
兆
翱
、杨
廉
臣
，海
军
将
领
萨
镇

冰
、邓
世
昌
等
一
系
列
杰
出
人
才
，铸
造
近

代
海
军
骨
干
，
培
育
大
批
科
技
英
才
…
…

从
船
政
学
堂
走
出
的
五
百
一
十
名
学
子

中
，许
许
多
多
个
名
字
，在
中
国
近
代
史
上

都
如
雷
贯
耳
。

心
怀
家
国
以
诗
言
志

一
八
四
二
年
八
月
，
林
则
徐
从
西
安

启
程
赴
伊
犁
，
临
行
前
，
将
诗
作
《
赴
戍
登

程
口
占
示
家
人
》
留
别
家
人
。
诗
中
的
﹃
苟

利
国
家
生
死
以
，
岂
因
祸
福
避
趋
之
﹄
，
成

为
百
余
年
来
广
为
传
颂
的
名
句
。
它
表
现

了
林
则
徐
刚
正
不
阿
的
高
尚
品
德
和
忠
诚

无
私
的
爱
国
情
操
。

到
达
伊
犁
后
，
林
则
徐
不
顾
自
己
年

近
花
甲
、
体
弱
多
病
，
仍
奔
波
于
勘
垦
一

线
。他
带
领
民
众
修
建
水
渠
，成
功
将
喀
什

河
水
引
入
阿
齐
乌
苏
大
渠
，
解
决
了
当
地

种
植
的
缺
水
问
题
。
这
条
被
当
地
人
称
作

﹃
林
公
渠
﹄
的
水
渠
，
至
今
仍
发
挥
着
引
水

灌
溉
的
作
用
，造
福
当
地
百
姓
。

在
林
则
徐
的
倡
导
下
，新
疆
吐
鲁
番
、

哈
密
等
地
开
浚
了
一
批
新
型
坎
儿
井
，
使

自
古
以
干
旱
闻
名
的
火
洲
赤
地
逐
渐
变
成

了
沃
壤
绿
洲
，
百
姓
把
林
则
徐
改
进
推
广

的
坎
儿
井
称
为
﹃
林
公
井
﹄
。

林
则
徐
在
新
疆
度
过
了
三
年
时
光
，

他
抱
持
﹃
苟
利
国
家
生
死
以
，
岂
因
祸
福

避
趋
之
﹄
的
胸
怀
，
为
新
疆
的
经
济
、
文

化
的
发
展
和
边
防
巩
固
等
作
出
了
重
大

贡
献
。

昙
石
山
文
化

昙
石
山
文
化
是
我
国
东
南
沿
海
地

区
最
早
被
认
定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新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文
化
，
也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福

建
省
第
一
个
被
确
立
的
考
古
学
文
化
。
据

专
家
推
断
，
昙
石
山
遗
址
距
今
约
五
千
至

四
千
三
百
年
。

三
坊
七
巷

三
坊
七
巷
起
于
晋
，成
于
唐
五
代
，至

明
清
鼎
盛
，
有
衣
锦
坊
、文
儒
坊
、光
禄
坊

之
三
坊
，
杨
桥
巷
、郎
官
巷
、塔
巷
、黄
巷
、

安
民
巷
、宫
巷
、吉
庇
巷
之
七
巷
。
古
老
的

坊
巷
格
局
至
今
基
本
保
留
完
整
，
被
称
为

﹃
明
清
古
民
居
建
筑
的
博
物
馆
﹄
。

﹃
一
片
三
坊
七
巷
，
半
部
中
国
近
代

史
﹄
，这
里
云
集
了
林
则
徐
、严
复
、沈
葆
桢
、

林
觉
民
、冰
心
等
名
人
故
居
，是
福
州
的
历

史
之
源
、文
化
之
根
、文
脉
昌
盛
之
地
。

千
年
侯
官

闽
侯
上
街
侯
官
村
，
一
千
多
年
前
曾

是
侯
官
县
的
县
治
所
在
地
。
侯
官
渡
口
不

远
处
的
镇
国
宝
塔
，
正
是
昔
日
侯
官
繁
华

的
象
征
。

承
接
悠
久
的
历
史
底
蕴
，
侯
官
村
赢

得
了
﹃
千
年
古
村
﹄
的
美
誉
。通
过
打
造
﹃
夜

泊
侯
官
﹄
品
牌
，侯
官
村
现
在
持
续
挖
掘
各

类
文
旅
资
源
，
逐
步
成
为
闽
江
岸
边
一
颗

璀
璨
的
﹃
明
珠
﹄
。

鳌
峰
书
院

清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七
）
，
被

誉
为
﹃
天
下
清
官
第
一
﹄
的
福
建
巡
抚
张
伯

行
创
办
了
鳌
峰
书
院
，
为
清
代
省
城
福
州

四
大
书
院
之
首
，堪
称
﹃
东
南
第
一
学
府
﹄
。

书
院
当
时
每
年
约
招
收
三
百
人
，
而
每
次

报
考
人
数
往
往
多
达
五
六
千
名
，
可
见
竞

争
激
烈
。

书
院
培
养
了
一
大
批
在
福
建
甚
至

中
国
历
史
上
都
十
分
著
名
的
人
物
，
如
林

则
徐
、
梁
章
钜
、
陈
化
成
、
蔡
世
远
、
蓝
鼎

元
、张
际
亮
等
。

正
谊
书
院

正
谊
书
院
的
前
身
﹃
正
谊
书
局
﹄
，
由

闽
浙
总
督
左
宗
棠
在
清
同
治
五
年(
一
八

六
六)

创
立
。
正
谊
二
字
取
汉
儒
董
仲
舒

﹃
正
其
谊
不
谋
其
利
，
明
其
道
不
计
其
功
﹄

之
语
义
。

正
谊
书
院
首
任
山
长
是
清
道
光
十
六

年(

一
八
三
六)

状
元
林
鸿
年
，
他
在
书
院

主
讲
十
九
年
，造
就
了
许
多
人
才
，如
叶
大

焯
、陈
宝
琛
、林
纾
、陈
衍
、吴
增
祺
等
杰
出

人
士
都
曾
在
书
院
内
就
读
。
正
谊
书
院
对

晚
清
文
学
界
起
到
了
积
极
的
推
动
作
用
。

﹃﹃
中
国
船
政
之
父

中
国
船
政
之
父
﹄﹄

作
为
首
任
船
政
大
臣
，沈
葆
桢
主
持
福
建

船
政
筹
建
当
时
远
东
最
大
的
船
厂
，并
力
持
船

政
﹃
重
在
学
﹄
，
创
办
船
政
前
后
学
堂
，
奠
定
了

中
国
近
代
海
军
、科
技
基
础
，
为
国
家
与
民
族

培
养
出
叱
咤
世
纪
风
云
的
一
批
精
英
…
…

一
八
六
九
年
六
月
十
日
，在
沈
葆
桢
的
主

持
经
营
下
，福
建
船
政
建
造
的
我
国
第
一
艘
千
吨

级
蒸
汽
动
力
军
舰—

—

﹃
万
年
清
﹄
号
完
工
。它
的

建
造
，标
志
着
中
国
近
代
海
防
工
业
起
步
。

一
八
七
四
年
六
月
，沈
葆
桢
作
为
钦
差
大

臣
奉
命
巡
台
，
督
办
台
湾
军
务
，
巩
固
台
湾
海

防
。
他
倡
导
开
发
台
湾
，
着
手
开
禁
、开
府
、开

路
、
开
矿
，
开
办
学
堂
，
并
开
发
台
湾
东
部
山

区
，
废
除
渡
台
禁
令
，
鼓
励
开
垦
。
他
的
到
来
，

开
启
了
台
湾
近
代
化
的
进
程
，因
而
他
也
被
称

为
﹃
台
湾
近
代
化
之
父
﹄
。

﹃﹃
里
程
碑
式
的
巨
人

里
程
碑
式
的
巨
人
﹄﹄

严
复
，
这
位
﹃
中
国
近
代
思
想
文
化
史
上

里
程
碑
式
的
巨
人
﹄
，
他
一
生
﹃
严
谨
治
学
，
首

倡
变
革
。
追
求
真
理
，
爱
国
兴
邦
﹄
。
一
八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
严
复
以
第
一
名
的
成
绩
，
考
入
福

建
船
政
学
堂
，
并
开
始
接
受
新
式
教
育
。
他
在

五
年
时
间
里
系
统
学
习
了
英
文
、代
数
、几
何
、

天
文
学
、航
海
术
等
几
十
门
课
程
，
并
以
优
异

的
成
绩
毕
业
。

一
八
七
七
年
，二
十
三
岁
的
严
复
作
为
福

建
船
政
学
堂
第
一
批
留
学
生
，前
往
英
国
格
林

尼
治
海
军
大
学
学
习
。
其
间
，
他
游
历
欧
洲
各

国
，
并
广
泛
考
察
英
国
社
会
。
在
欧
洲
的
学
习

经
历
，
让
严
复
开
始
探
寻
中
国
救
亡
图
存
、富

国
强
军
之
路
。

两
年
后
，严
复
学
成
归
国
，先
后
任
教
于
福

建
船
政
学
堂
、天
津
北
洋
水
师
学
堂
、上
海
复
旦

公
学
（
复
旦
大
学
前
身
）
、安
徽
高
等
学
堂
。一
九

○
二
年
至
一
九○
四
年
，严
复
受
聘
为
京
师
大

学
堂
译
书
局
总
办
，一
九
一
二
年
，京
师
大
学
堂

改
名
为
﹃
北
京
大
学
校
﹄
，严
复
同
年
五
月
由
京

师
大
学
堂
总
监
督
改
任
北
京
大
学
首
任
校
长
。

从
一
八
九
八
年
开
始
，严
复
先
后
译
介
出

版
《
天
演
论
》
等
八
部
西
学
经
典
，为
国
人
打
开

了
认
识
世
界
的
窗
口
。

策划：陈煜晃 李艳 郭金铭 制图：陈静 林蕙钧 陈羽晶 黄彦欣

侯官植根闽都沃土，以闽越文化为底色，以中原文化为
核心，融合海洋文化，兼收山海之包容，并蓄百族之多元，形
成了内涵丰富且特色鲜明的侯官文化。

这一文化，在精神层面凝结成以近现代侯官人士群体为
代表的特定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

蕴含“爱国兴邦”的家国情怀。侯官文化正是对儒家“以
天下为己任”家国情怀的继承和发扬。谪戍伊犁前，林则徐以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抒怀明志；维新变法中，
严复以“吾辈一身无足惜，如吾子孙与四百兆之人种何”笔醒
山河；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以“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
爱”这一北大最短就职演说寄语学子……

彰显“追求真理”的实践品质。林则徐“开眼看世界”，提
出“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沈葆桢坚信船政局的创始之意

“重在学”，倡导“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严复先后译

著《天演论》《原富》等八部西方学术名作，以进化论启蒙世
人。侯官人物心怀济世救时、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力促实现

“吾奋吾力，合群图强”的社会理想。
传承“严谨治学”的书院精神。宋时，侯官古灵、拙斋、三

山书院，为八闽大地首批书院；在朱熹推动下，南宋福建书院
大批涌现，大力提升了福建教育的水准。近代侯官名人林则
徐、陈宝琛、陈衍、张亨嘉等求学于鳌峰、正谊等福州四大书
院。其严谨治学精神通过为官主政一方、办学浸润一代、为文
传诵一时的方式散播传布。

投射“首倡变革”的创新精神。侯官人物直面时代危机，倡导
变革、振衰除弊。林则徐从政近 40年，历官 14省，“无一事不尽
心，故无一事无良法”；沈葆桢制造兵船、开办学堂、建设海军，成
为中国近代海军之父，并开启台湾近代化进程；严复振臂疾呼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翻译家、教育家的身份介入社会改革。

共 塑

今天，回望侯官先贤，接续侯官文化，以跨越时空、震荡
当下的侯官文化引力波，激发出昂扬向上的现代声响。

善用物质遗存深化实践育人。侯官之地拥有自古以来的
书院遗存、学堂旧地和众多名人故居，林则徐出生于侯官左
营司巷，严复成长于侯官阳岐乡，而三坊七巷中，沈葆桢故
居、严复故居、林觉民故居林立其中；当下则有汇集 13 所高
校、文史理工农医各类学科的福州地区大学城，有连接海峡
两岸、成为国家东南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福州高新区，定位

“东南硅谷、山水智城”的中国东南（福建）科技城加速推进。
它们都是教育领域侯官文化的“可视化”名片，需要保护好并
充分利用。

明晰制度精华促进组织创新。侯官之地宋时书院兴盛，

教学目标注重人格涵养，教学内容注重学业探究，教学方式
质疑问难、灵活多样；明清面向基础教育的社学、义学逐步建
立，坚守公益、覆盖孤寒子弟；清末福建船政学堂开启中国近
代科技人才培养新模式……弘扬侯官文化，即是需要系统梳
辨各类颇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将其创造性纳入今日教育
组织中。

聚焦精神内核浸润价值引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
代，正需要新时代青年弘扬侯官志士“爱国兴邦”“追求真理”

“严谨治学”“首倡变革”的伟大抱负与实践品格。福州地区大
学城毗邻古侯官所在地，当以侯官文化为主题推动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造就更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己任、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新时代青年人才。

育 人

﹃﹃
开
眼
看
世
界
第
一
人

开
眼
看
世
界
第
一
人
﹄﹄

民
族
英
雄
林
则
徐
，父
亲
林
宾
日
是
清
嘉

庆
侯
官
岁
贡
生
。
青
少
年
时
代
的
林
则
徐
，
受

到
林
宾
日
的
教
诲
和
影
响
，在
良
好
家
风
的
熏

陶
下
，
潜
移
默
化
地
养
成
了
正
派
刚
直
的
性

格
。
在
他
出
仕
为
官
之
后
，
更
是
有
着
嫉
恶
如

仇
、爱
憎
分
明
、刚
毅
正
直
的
德
操
，以
及
浓
郁

的
家
国
情
怀
。

林
则
徐
从
政
近
四
十
年
，
历
官
十
四
省
，

从
翰
林
编
修
到
地
方
大
员
，或
位
居
要
职
或
身

处
逆
境
，﹃
无
一
事
不
尽
心
，
故
无
一
事
无
良

法
﹄
。
面
对
河
患
、灾
荒
、烟
毒
等
自
然
灾
害
与

社
会
积
弊
，他
疏
浚
河
道
、兴
修
水
利
、改
良
农

具
、救
灾
办
赈
、厉
行
禁
烟
、加
强
海
防
。

一
八
三
九
年
六
月
三
日
至
二
十
五
日
，专

职
禁
烟
的
钦
差
大
臣
林
则
徐
，下
令
在
虎
门
海

滩
当
众
销
毁
收
缴
的
鸦
片
。虎
门
销
烟
是
人
类

历
史
上
旷
古
未
有
的
壮
举
，展
示
出
中
华
民
族

反
抗
侵
略
的
决
心
。

鸦
片
战
争
后
，林
则
徐
迅
速
学
习
西
方
人

文
地
理
和
军
事
技
术
，
设
立
译
馆
，
翻
译
西
文

报
纸
和
西
方
贸
易
法
规
，
绘
制
外
国
地
图
，
主

持
编
译
《
四
洲
志
》《
华
事
夷
言
》《
澳
门
新
闻

纸
》
，
于
政
治
、
经
济
、
文
化
、
军
事
等
诸
多
领

域
﹃
开
眼
看
世
界
﹄
，
提
出
﹃
可
师
敌
之
长
技
以

制
敌
﹄
。

承
接
侯
官
文
脉
，

现
代
涌
现
出
﹃
侯
氏
制

碱
法
﹄
创
始
人
、
化
学

工

业

奠

基

者

侯

德

榜
；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和
教
育
学
家
、二
十
八

岁
就
担
任
清
华
大
学

法
学
院
首
任
院
长
的

陈
岱
孙
；
中
国
近
代

天
文
学
奠
基
人
张
钰

哲
；
中
国
小
麦
遗
传

育
种
学
科
奠
基
人
庄

巧
生
等
科
教
名
家
。

历史上的侯官，建置屡有变革，但侯官之称，历经千年，
弦歌不辍。曾几何时，侯官成为福州的代名词。

侯官文化以地得名。侯官之地，环山、沃野、派江、吻海，
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沛，有着丰富的物产与发达的农渔经
济，以及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海上贸易。北宋诗人龙昌期曾在
此留下名句：“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市垂帘。”

侯官文化自昙石山文化遗存起，在多源文化的滋养中，
形成层累叠加、兼容并包的气象。

闽越文化性格底色印刻其中。闽越既崇神重祀，又自由
奔放；在逐水而居、讨海而生的过程中，闽越先民世代积淀了
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血性与勇气，印刻出刚健明强、坚韧耐

苦的文化品格。
中原文化主流传统于此延展。福建尤其是侯官三面环山、

一面临海，在历史的湍流中形成一个平静的港湾，容纳下近千
年间北方汉人的三次大批入闽移民。明代著名方志学家黄仲昭
感言：“闽虽为东南僻壤，然自唐以来，文献渐盛。至宋大儒君子
接踵而出，仁义道德之风于是乎可以不愧于邹鲁矣。”

海洋文化地域特质深刻呈现。福建面向台湾海峡，拥有
3000 多公里的曲折海岸线。早期闽越族就以舟为车、以楫为
马，形成了悠久的对外交流传统。自汉至隋、由唐入清，福州
一直位居中国南方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促进了中外融通、
面向世界的典型海洋文化形成。

寻 根

侯
德
榜

陈
岱
孙

福
州
地
区
大

福
州
地
区
大

学
城
汇
集
十
三
所

学
城
汇
集
十
三
所

高
校
高
校
，，集
合
文
史
理

集
合
文
史
理

工

农

医

各

类

学

工

农

医

各

类

学

科科
；；
依
托
大
学
城

依
托
大
学
城
，，

定
位
定
位
﹃﹃
东
南
硅
谷

东
南
硅
谷
、、山山

水
智
城

水
智
城
﹄﹄
的
中
国
东

的
中
国
东

南南
（（
福
建
福
建
））
科
技
城
正

科
技
城
正

加
速
推
进
…
…

加
速
推
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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