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空中俯瞰，镇海卫城仿佛

一只盘踞在巨象头上的神龟，居

高临下地望着万顷碧波，后人曾

赋诗“白象渡江似龟形，五星奎聚

镇鸿城”描述这里的地理风貌。

村民何振田说，村里的祖祖

辈辈流传着一个说法：镇海卫就

像是个圆桶，守护我们的祖先，聚

着我们村里的运气、人气，不能让

它散开。

今年 71 岁的何振田，当了大

半辈子的垒墙师傅，曾是镇海村

南门社第七生产队队长，管理着

生产队 200 多号人。有技能傍身，

又有号召力，何振田义不容辞地

揽下镇海卫南门的维护组织工

作。每当南门有石块脱落或墙体

倾斜，他就马上敲锣打鼓，组织生

产队成员一起来修缮。

600 多年来，怀着对卫城的感

恩与敬畏之心，附近村民们自发

维护城门，镇海卫城才得以历经

沧桑仍保留完好。

2013 年 5 月，镇海卫被列入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后，卫城的保护修缮工作由龙

海区文旅局牵头，聘请有专业资

质的机构执行，先后进行了东城

门、南城门抢险性加固工程，城门

遗址本体保护修缮工程。

如今，卫城内的城隍庙、东岳

庙、孔庙、妈祖庙、南门古街、父子

承恩坊等古迹仍静静伫立，向来来

往往的后人们无声地讲述着六百

多年的兴衰更迭。攻炮城、跳火、抬

神明海边巡境等从明代军营活动

演化而来的风俗也延续至今。

近年来，随着毗邻的镇海角

走红，镇海卫城也被唤醒。

2020 年起，多辆观光电瓶车

穿梭在镇海角，将城门景点与网

红打卡点串联。随着民宿数量增

加，隆教乡成立民宿产业发展中

心，从定价、市场运营、商业区等

方面统筹考量，规范经营。

当地还结合镇海卫文化，在

主要路口摆放卫城士兵卡通雕

塑，在通往镇海角的道路两侧民

房墙体上，喷绘主题彩绘。

2022年，凭借“明朝四大卫”之

一镇海卫和“福建小垦丁”镇海角，

镇海村入选第六批全国传统村落

名录，发展乡村文旅大有可为。

海浪翻涌，海风飒飒，历经六百

多年风雨，镇海卫屹立不倒，傲然寰

宇，仿佛还在诉说镇海安澜的往事。

从海防卫所到古城遗址，这里

继续传唱爱国主义的英雄颂歌，怀

揣固本兴邦之志。

（赵文娟 黄俊杰来源：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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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夕阳如血，寒风中传来

一个消息：池田大作先生逝世了。

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实。

两天前，我与丝绸之路艺术

协会负责人访问创价学会总部，

路过那片绿树环绕的寂静住宅

时，还在想念着池田大作先生。

我们回想了父亲常书鸿与

池田先生的友情和整理出版他

们的对谈《敦煌的光彩》，我作

为往来中日之间的使者和助理，

在整理文稿过程中，第一时间看

到了他们闪闪发光的思想，像一

盏明灯指引我前进。这是我最

珍贵的人生和艺术的教科书，因

此我提议明年在纪念父亲诞辰

120 周年、母亲诞辰百年之际，

在敦煌戈壁一块巨石上镌刻“敦

煌的光彩”五个大字并留下两位

先生的话，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

的支持。

这是因为他们两人一生对丝

绸之路敦煌艺术的热爱和诠释，

影响了许多学者、艺术家。

50 年前，当我看到池田先生

的《夕阳》摄影集时非常震撼，我

那时还不知道他与中国有那么深

的渊源。后来，夕阳也成为我写生

创作的源泉。

1984 年我赴日留学，一年后

我和父母参加了盛大的琦玉文化

节，当池田先生向两万观众介绍

常书鸿、李承仙并引起全场欢呼

时，我看到父母脸庞上流下的晶

莹泪水，因为这是对他们一生守

护敦煌的褒奖。

旅日 40 年中，我 5 次见到池

田先生，这是难得的殊荣和聆听

教诲的机会，他每次见面都给我

热情的鼓励：努力学习，为日中友

好、为世界和平，创造新的文化艺

术。

1997 年，当母亲带领我向池

田先生报告在敦煌开凿新石窟

时，池田先生马上说：“新的石窟

壁画的制作是敦煌文化复兴，是

重大的和平文化大事业，是作为

世界文化交流的据点，是使人类

的心更加宽广的原点。”

这句话支持着我克服任何困

难，砥砺前行，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将告慰两位先生：为了人

类和平和文化，我会继续做下去，

传承、发展敦煌艺术。

（常嘉煌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闽南海角的山顶上，矗立着一座龟形的

石头城堡，城南的象鼻山长伸入海。

这就是与天津卫并列为“明朝四大卫”之

一漳州镇海卫，至今已有 636 年历史。

故垒雄风，至今犹存。立于沧桑的城墙

之上，面朝邈无津涯的东海，数百年前的场

景随风而来：城墙上旌旗飘扬，刀枪锃亮，海

上舳舻相接，追逐如飞，来自五湖四海的将

士世代相袭，坚守着“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海

防精神……

明代初年，日本浪人、武士

横行海上，经常以贸易为名到

中国沿海骚扰、劫掠，使得沿海

居民寝食难安。

海防之议沸沸扬扬，朝中

不少有识之士主动筹划海防。

朱元璋采纳谋士刘基“奏立军

卫法”建议，在全国建立卫所，

常驻军队，控扼要害。

洪武二十年（1387 年），江

夏侯周德兴受命在福建各沿海

要地督建卫所，建立福宁、镇

东、平海、永宁、镇海 5 个卫指

挥司。

其中，位于漳州市龙海区

隆教乡镇海村的镇海卫，与天

津卫、威海卫、金山卫并称“明

朝四大卫”，管辖着南到广东汕

头、北至福州马尾的漫长海岸

线。全盛时期，这里曾驻军近万

人。

镇海卫城地处东南海岸制

高点太武山脉的南面，城内还

有后山、古山、召山、曜山、仓

山。

坐山面海，以东海为濠，不

仅视野开阔，还有陆上易守、海

上易退的绝佳位置优势。

《海澄县志》记载，镇海卫

周长 783 丈，城脊宽 1 丈 3 尺，

高 2 丈 2 尺，女墙 1660 垛，窝

铺 20 个，垛口 720 个，全部采

用花岗岩条石密缝干砌。

一开始，卫城开东、西、南、

北四门。其中，南门和北门是双

重城门，又称“瓮门”，设计颇有

巧思：倭寇从城外袭来时，士兵

将倭寇引进瓮城内，紧闭内外

城门，士兵就可以站在城墙上

来个“瓮中捉鳖”；两重城门之

间的空地是医疗队驻扎的地

方，士兵在城外一旦受伤，就能

在城门内就近治疗。

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寇

盗势力加剧，农民起义风起云

涌，烧杀劫掠。镇海卫军民在保

土安民的斗争中奋勇杀敌，出

现过桂福、徐麟、王麟、杨勋等

武臣数次大败倭寇、擒杀海贼

的快意场景。

正德年间，赣南、闽西南相

继发生农民起义，王阳明领命

南下平叛，镇海卫指挥同知徐

麒也带兵从镇海卫出发加入战

斗，辗转多地鏖战七个多月，终

于平定民乱。

在海防一线的镇海卫，也

曾因战火受到重创。嘉靖年间，

广东饶平人张琏发动武装起义

出击福建，从镇海卫东门突袭，

官军毫无防备。叛军在城内烧

掠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尽管出

现很多军民徒手搏斗、“三百丁

夫同日死”的悲壮场景，但卫城

仍难逃陷落，元气大伤。

直到隆庆三年（1569 年），

海盗曾一本引千余名倭寇停泊

云霄云盖寺、柘林等海湾，闽广

会兵驱船进剿，总兵俞大猷、李

锡等联兵合围，才基本平息了

漳州境内的倭祸。

到了清代，镇海卫辉煌

不再。

清军入闽 10 年，与郑成功

反清武装长期争持不下。为裁

断沿海人民对郑军的支援，清

政府下令裁镇海卫，并入漳州

卫。

新登基的康熙帝下诏宣布

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大

规模迁界内地，镇海卫所辖范

围都成为弃土，城内民房被毁，

军民不得不背井离乡。

康熙七年（1668 年），随着

漳州卫正式裁撤，镇海卫成了

一个历史名词。但是，由于镇海

卫城战略位置至关重要，清廷

依旧设重兵驻防，并添设四座

炮台、二十门大炮。

镇海村目前有36个姓氏，这对

于习惯以血缘为核心进行家族聚居

的闽南传统村落来说，十分少见。

这与卫城历史密不可分，卫城

自建城到被毁的近 300年间，从全

国各地来的兵士一拨接一拨，不少

兵士在这里安家，形成了镇海村姓

氏众多的奇特人文景观。军户们与

当地百姓一起耕读、抵御贼寇。

正因如此，大量不属于司府州

县的田地和人口面临很多问题，军

士子弟的教育就是其中之一。

朱元璋曾经为此批示：“天下

府、州、县各立学校，军卫亦一并

设学。”但明初的卫所都是试点城

市，大多位于边疆或者僻壤，不是

所有卫所都能设立卫学，包括建

立之初的镇海卫。

随着镇海卫规制的不断完

备，军事防御、生产生活、商业贸

易逐渐稳定，卫所长官开始考虑

子弟的教育问题。

一场关于镇海卫教育系统建

设的接力赛由此开始。

首先发力的福建提刑按察使

司佥事林时槐，他建议镇海卫有

才智之士应该去学校接受教育，

并遵照常例参加科举。

意见到达礼部，经过勘合镇

海卫子弟可以前往漳浦县上学。

但镇海卫与漳浦县距离遥远，来

回通勤费时费力，于是巡抚成规

向上申请镇海卫自愿私设学校，

这是镇海卫学最初发端。

明景泰四年（1453 年），镇海

卫建置后诞生的第一个举人出现

了，也就是后来颇有名望的理学

家周瑛。后来郑普、陈珠相继中

举，极大地激发了当地长官的办

学积极性。

之后按察使司佥事周谟在镇

海卫创建文公祠，聘请老师上课。

巡抚御史王以旂应指挥同知徐麟

的请求，向吏部请奏建卫学，镇海

卫学正式成立。

当地长官建设了文庙、明伦

堂（孔庙正殿），置办祭器，设立书

院，并向上申请政策，确保生员、

贡生廪粮常态化，卫学各类资源

得到了充分保障。

作为明代卫所制度下的教育

机构，镇海卫学的命运也与镇海

卫共同浮沉。康熙年间，随着卫所

迁移，清廷也下令裁镇海卫学。

即便在战火纷飞、哀鸿遍地

的年代，镇海军籍士子依然坚持

读书，参加科考，出了 6 个进士、

10 个举人、13 个贡生。

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漳

浦知县汪绅文在镇海建义学（旧时

的免费学校，资金来源为地方公益

或者私人筹集），又增设鸿江书院，

海疆边城再次响起琅琅书声。

在崇文重教的氛围中，镇海

卫人才辈出。据《镇海卫志》记载，

明朝镇海卫共出进士 36 位、举人

85 位、贡生 72 位，人数直追龙

溪、漳浦、长泰三个大县，更是超

过海澄、南靖等县。

理学家陈真晟、周瑛、何楷等

都出自镇海卫，“武功慑海疆，文

教冠闽中”的赞誉当之无愧。

小城不小，镇海一方

文武双全，全能发展

延续与新生

怀念池田大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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