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氏古墓坟头有一丘造

型奇特的山田，民间一向称之

为“关老爷刀田”。在山间建

造这么一坵总面积不过两亩

左右的水田，还需要截弯取直

修筑一条 200 多米长的山田

坎，要花很大的人力物力。它

既非灌溉的渠道，又不是饮水

工程，更无农业效益可言，当

地村民历代相传它就是为破

坏“刀”下这座坟墓之风水而

建造的。

那么，是谁建造这坵“关

老爷刀田”呢？过去民间一直

误传这是“温州张阁老用皇银

造的”，其实是把黄阁老（黄淮）

误传为张阁老（张璁）了。

黄淮，洪武三十年登进士

第，授中书舍人。建文帝当朝

时，他与高可逊既是同乡又是

同僚，平时关系如何不得而

知，但在对待朱棣篡位问题

上，两人的政治态度截然不

同。史书《国榷》记载：朱棣率

“靖难师”于建文四年（1402）

六月攻入首都南京城时，出城

迎降者 24 人，黄淮名列第 15

位。“朱棣入城后，黄淮复中书

舍人。接着由中书舍人首选

翰林编修，十一月又进侍读。”

（《国榷》）半年中连升三级，说

明黄淮由建文朝臣迅速变成

朱棣庞臣。而高可逊呢？据

商传著《永乐皇帝》记载：朱棣

率部攻入京城后，建文朝臣

“死节十余人，在任遁逃的

463 人，这些人中约有 100 多

人 被 逮 杀 ，大 多 数 下 落 不

明”。当时，高可逊既未出城

迎降，也未被逮杀，显然是同

多数朝臣一样逃亡了。

明弘治进士都穆的《都穆

公谈纂》记载：黄淮曾毁坏高

则诚墓碑。因为高则诚是“逃

犯”高可逊的爷爷，而黄淮则

是朱棣的宠臣。既为宠臣，黄

淮当然要竭力向主子表忠邀

宠了。由于没有抓到高可逊，

黄淮带人去毁高则诚的墓碑

也就不足为奇。黄淮投靠朱

棣后备受信任，官至内阁大学

士（阁老），后因故被囚禁于牢

狱 10 年，朱棣死后才被新皇

帝释放，并复其职，后又被恩

准带职回温州养病。

这时高可逊已经亡故，安

葬在下泽竹园山下。人死总会

走漏风声，真名实姓也会泄露，

而且时人纷纷传说高可逊墓地

是一块龙盘虎踞之地，会保佑

儿孙出大官。此事被黄阁老闻

知，岂能没有应对之举？联系

到黄淮20多年前曾为追捕高

可逊不成而去破坏其祖父高则

诚之墓的往事，在高氏古墓坟

头建造“关老爷刀田”的除了他

还能有谁？这一举动也有力地

证明，下泽竹园山下的高氏古

墓是高可逊之墓。

黄淮在高氏古墓坟头建

造“关老爷刀田”，除破坏高家

风水外，还有没有其他目的？

从高氏子孙悄悄向更边远的

瑞安、青田交界处山区山垉、

汤垟以及湖岭南坑（川）等地

及附近的大金山麓、峃口小口

村山间隐蔽迁移的史实来推

断，很可能他还想借此激起高

氏后裔起来反抗，以便仿照

朝廷对建文遗臣实施的“瓜

蔓抄”手段，动用权力将高

氏后裔一网打尽，彻底消除

高可逊的影响！当然，高氏

后裔谁也没有出来公开反

抗，而是除留一部分在下泽

外，大部分转移了。直到

330 多年后，清乾隆帝恢复

明建文年号，并追谥为“恭

闵惠皇帝”，高氏后裔才能抬

头。而到这时，高可逊的名

字早被遗忘了，他的后裔们

也不知竹园山下高氏祖坟安

葬的就是自己的祖先高可逊

了。如今既认定这座古墓系

高可逊墓，其历史、艺术价

值当然不可低估。

■李浙安

赏美丰湖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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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圻祥 苏尔胜

高则诚嫡孙高可逊归宿高楼下泽

高圻祥著《寻宗——高则诚后裔迁徙考》（以下简称《寻宗》）出版后获得众多专家学者赞
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教授曾来信称：“对你的先辈则
诚先生，我崇拜已久”、“您关于高氏后人销声匿迹于‘靖难之役’的考证，对我启发甚大……今
后补写永乐传记，建文逊国时又多一遗臣（指高可逊）”。如此看来，长期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
高则诚嫡孙高可逊终于可载入中国史册了。

“关老爷刀田”为黄阁老所造

高氏古墓系明代建筑

素描 白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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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起来漫步在瑞安老城区

的街道上，一边呼吸着清新的空

气；一边悠闲地浏览着一路的景

观，一直溜达到虹桥南路才折返至

古老的丰和街。

在宋代遗留下来的老硐桥旁

边，有一家在瑞城小有名气的“眼

镜粉店”。每次来此，早晨这里都

是吃客盈门，掌柜眼镜师傅总是

乐呵呵地招呼着众人，熟练地操

持着生意，他那油光闪亮的秃脑

袋始终冒着热腾腾的蒸汽。转眼

间，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便变魔

术般地端到你面前，性急的食客

总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连汤带粉

一咕噜吃光，然后急急地付了钱

就去赶上班或是生意上的场子。

也有人慢悠悠地仔细品尝其中的

滋味，尽量享受着这种浙南小城

传统的美味小吃。同时也领略着

小吃店这暖融融的喧闹氛围。一

些熟悉的人频频地相互道着早

安，充耳都是礼貌的相互道好致

意之语，好一派古镇小城和祥谦

礼的人文气息。

出得“眼镜粉店”，顺着丰湖

老街向东门漫步。和煦的朝阳迎

面而照，很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望

着塘河中缓缓而流淌的水，在阳光

的映照下泛着绸缎般的光泽，波光

淩动。河岸上的房子、树木等景物

倒映水中，在水波的变幻下闪着不

停的影像，煞是有趣，像一幅流光

溢彩的水彩画。

从现今尚且遗存的历史古迹

东安硐桥和白岩桥的建造年代来

看，白岩桥建于南宋绍兴年间；东

安硐桥据考亦为初建于宋代，其后

曾多次修建。重建于明朝，清康熙

修葺成现今规模。

“丰湖街”，顾名思义，应该是

偌大湖畔的一条街，而且是一条曾

经繁华喧嚷的商业街，所谓“丰”

者，盖因前朝大唐之基本审美标

准，犹如杨贵妃玉环丰腴婀娜之体

韵；另外，从瑞安古代文人对丰湖

的诗句描述中也可以看出大致情

形。由此可以推想，当时的丰湖绝

非现今人们看到的仅供水路通航

之狭窄水道。假若以东安硐桥和

白岩桥之中点为圆心，向南边画一

道大圆弧，大致接近如今隆山脚下

和西南侧的两面湖地域，才是符合

当时的基本事实。古人规划县邑

商业重地极重风水吉地，如此依山

临湖而筑街尽在情理之中。同时

丰湖又同双莲湖毗邻，视野开阔，

极目远望可观飞云江。难怪要在

硐桥上建一高高的望湖亭，让人可

于其上一览丰湖、莲湖、隆山、云

江大好景象。瑞邑历代都有文人

雅士吟诗作赋赞美此地风光，曾留

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妙文诗词。

东安硐桥和白岩桥之当中有

一座“涨落桥”，其实是当时一个

用于调节丰湖水位的装置，类似于

现在的水闸。当丰湖的水位下降，

将要露出荷塘泥土时，便开闸放上

游之水加以充盈；而湖中水位过多

时，则予以关闭，另开下游水闸泄

水，所以可使丰湖常年保持适当水

位，水位时涨时落，看似桥在变

化，老百姓口口相传，以至产生这

种口误，形象地称为“涨落桥”，沿

传至今。

据历史典籍记载，正在人们沉

浸在湖光山色大好景致、杯觥交错

歌舞升平的发财宝地时；一场从来

不曾遇到、人们万万不及始料的特

大灾难不期而至：南宋乾道二年的

某天夜里，忽然东海海水倒灌，排

山倒海般的江水漫入城厢，以至整

座县城霎时被浑浊的浪涛淹没。

绝大多数的人皆逃生不及，成了鱼

鳖的口中之食。大部分的民居都

完全倒塌，随浪而去。给瑞安这座

自东汉时期建县治的富饶之城造

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丰湖街也不

能幸免，完全被摧毁得不见踪影。

这场罕见的天灾也震惊了命运多

舛、临时定都临安的南宋小朝廷；

派员前来考察灾情，当这些官员到

了瑞安等地，看到遍地灾后一派疮

痍，杳无人烟。不禁感叹：一派泥

城，乃之如何。

后来朝廷下旨，从南北各地大

量往温州一带移民，以解空城乏丁

之虞。然之前原住民基本消失殆

尽，且满城的死尸、废墟亟待清

理。必须通过塘河运至城外丢弃

掩埋；不得已大都运到丰湖一带，

遂填埋得仅留下通行的河道，美丽

的丰湖再也不复存在，惜哉，惜

哉。尽管如此，可还是给后人留下

了许多丰富的猜测、遐想……

当我将目光从遥远的历史雨

幕中收回来，只觉得古丰湖街虽不

复在眼前，却还仿佛依稀留下些许

淡淡的印象。看见塘河中流淌着

日渐清澈的河水，联想到如今当地

政府和民间都在协力整治原先被

严重污染的“母亲河”，努力营造

昔往“十里塘河皆荷花，人家尽在

绿水滨”之美丽景观，造福瑞安百

姓，将为后人留下一笔丰富的历史

文化遗存。

云江水暖绕高楼，

珠瀑九潭引客游。

三月惊雷时雨急，

茗茶嫩笋遍山丘。

高楼
侨乡颂

■周建煌

高可逊是高则诚嫡孙，因

向建文皇帝进献十策条陈，受

封御史中丞。在发生朱棣篡

位的“靖难之役”后，他的家人

举族逃向高楼下泽等地。那

么，高可逊本人呢？现经进一

步调查，并据所得新资料，可

以肯定：“靖难之役”后，高可

逊同家人一道逃难到上曹村

（今高楼上、下泽村）隐居了。

高可逊传世诗作八首均

已载入《上曹渤海高氏宗谱》

和《上曹高氏诗集》及民国《瑞

安县志稿·诗徵》，并被辑录入

《瑞安唐宋元明诗词集》（陈正

焕主编）。其中，最后一首即

《万竹亭》颇值得注意：

绕坛种竺护幽亭，

傲尽冰霜色更青。

翡翠凝烟随意看，

琅玕敲月枕书听。

不图结实来双凤，

惟爱长竿钓巨鲸。

只恐春深雷雨作，

化龙一跃上青冥。

这首诗与前面几首的心

境全然不同，完全是遭受政治

打击后，隐居儒士的抒发失意

情怀之作。那么，诗中的万竹

亭在哪呢？应该在高楼镇下

泽村。

下泽村至今还有一片广

阔而茂盛的竹园山。瑞安方

言中，“万”与“茅”谐音，万竹

亭即茅竹亭，也形容茅竹之

多。此诗就是作者隐居在万

（茅）竹山中所作。为何他会

隐居万竹山呢？因万竹山南

连水月庵，北连古观，回旋余

地很大。水月庵即弘治《温州

府志》所载“在嘉屿乡，建于元

至治元年”之水月庵，古观即

今人称之为寨船的前身。如

今，仍留有水月庵“庵基”和寨

船旧址，面积均在 3 亩左右，

说明这两座庵（观）之大。当

时高氏后裔逃难到此所以能

立足，就得益于这些有利条

件。

下泽竹园山下有一座高

氏古墓，系明代建筑，“文革”

期间，坟面被毁，但四孔墓穴

及坟圈尚存，仍依稀可见，而

以前不知墓主是谁。据湖岭

《南川渤海高氏宗谱》记载，其

一世祖高世亮迁自高楼下泽，

高世亮曾祖高嘉谋是高氏迁

徙高楼第一人，其墓葬就在高

楼。因此，我们认定高嘉谋是

高则诚后裔迁居高楼下泽的

一世祖。既然高可逊曾经隐

居下泽，那么这个高嘉谋可能

就是高可逊的化名。据此和

《万竹亭》等诗作推断，这座高

氏古墓就是高可逊的坟墓。

把他的诗作列为《上曹渤海高

氏宗谱·上曹高氏诗集》之首，

概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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