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人有难，或事遇麻烦，能够站出来

给予帮助，匡扶正义，这也是一种行善。

在这方面，郑谌同样有突出表现。

1939 年，红军浙南挺进师刘英率部

从温州平阳山门开往丽水青田驻扎，途经

马屿时，同该镇资本家孙玉山有过交流，

孙支持革命，暗中购来 10 支短枪和几箱

子弹，派 4 人秘密送往青田交给挺进师。

不料在途中被青田县国民党地方自卫队

缉获，并被认定资敌，要枪杀 4 名送货

者。郑谌闻讯，立即赶到青田营救。适逢

青田县县长系郑谌在浙江法政学校学习

时的同学，经他解释求情，4 人被保释放

回，枪支弹药经秘密通道运到挺进师驻

地。

郑谌无党无派，为人正直，思想进步，

与中共瑞安县南区区委书记虞正仁时有

接触交流，因此他常常为共产党的一些活

动打掩护。1942 年，国民党在基层搞“清

乡”，军警包围了马屿江上村，郑谌在虞正

仁授意下，出面协调。他对“清乡”头目

说：“如果剿灭了江上这个地方，附近一带

绅士、乡保长都会因此而遭殃，你们的基

层政权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对方无言以

对，只好撤走了“清乡”的队伍。

瑞安大南乡进步群众曾思慕，平时为

人正直，因琐事得罪了当地恶霸。为打击

报复，恶霸设毒计诬陷，到乡政府举报曾

思慕是共产党员，因此曾被当地军警带

走，命在旦夕。郑谌义愤填膺，寻找朋友

关系和依靠法律依据双管齐下，全力营

救，终使他转危为安，幸免于难。

海安青石山冈禁坟碑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该石碑。需要

说明的是，原碑无题，“海安青石山冈禁坟

碑”系笔者根据文意编题。

该碑青石质，楷书，阴直刻，无碑座，

高 148 厘米、宽 75 厘米、厚 17 厘米。正文

8行，满行33字，全文188字。另附6行16

姓氏35位士民姓名。

碑文如下：

特调温州府瑞安县正堂加三级纪录

五次陈

勘得青石山冈者，确海安之来脉，为

一所之奠居。尔杨逈、许椿等，身在同舟，

理应共命。既系千家之荫，宜保无伤财，

泎一人之私，所得独利？荀念心地之好，

可悉人情之安。况从来止见青山，岂今日

妄觊白塚？廼因偶误，众乃挴攻，须思事

悖，乡评当顾，名厕国学。倘其仍然眯目，

无救迷途。幸尔遂已回头，即成乐土。盖

知窝行之有害，便是彼岸之将登。捐诸

公，俾此山永为清白。山同乎物，令斯域

常臻仁。寿域在本县，姑宽三尺，勉追畔

之夙愿。尔等坚守一心，勿误！同井之

谊，各宜凛遵，须至刊著。

乾隆拾叁年玖月 日给

该碑立于清乾隆十三年，距今275年，

它进入公众视野，最大的意义在于，让人们

知道，早在清乾隆时期，瑞安人就有“珍惜

土地资源、建设美丽家园”的意识，而这，也

与瑞安这座有着1780多年悠久历史、文风

鼎盛的江南滨海城市的特性相关。瑞安人

深受“事功之学”的影响和熏陶，形成了“恋

乡不守土、敢冒知进退、自信不自满、重利

不守财”的秉性，特别能创业，而对原来就

稀少的土地资源，也特别珍惜。

纠纷的妥善调处
根据碑文内容，翻阅史书，及多次实

地考证，笔者梳理出一些信息。

当时的情况应该是，县令陈永清接到

众多士民反映，在当时的海安所青石山冈

上，有人乱建坟墓。青石山冈是与海安辖

域连贯的、自然形成的山脉，陈永清实地

勘查发现，的确存在个别人为谋私利、侵

地乱建私坟的现象，使得这片青山被一片

白色坟墓所覆盖，严重“白化”。

为保护自然环境，陈永清按照《大清

律例》卷九《户律·田宅》条例之规定：“凡

民人告争坟山，近年者以印契为凭⋯⋯其

所执远年旧契及碑谱等项，均不得执为凭

据。即将滥控侵占之人，按例治罪。”决定

严令阻止，还青山面目。

在具体处理方面，他认为海安所杨

逈、许椿等，是一群命运相同、利害一致的

亲朋邻里，理应同舟共命。为了达到和谐

邻里关系，让当事人能够心平气和地解决

纠纷，他召集最能代表各氏族决策议事的

海安16姓的士民，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调

解。

在调解过程中，陈永清处处从士民的

角度予以劝诫：“该地系千家亲邻的庇护

之处，宜应保护，即使不损钱又能不失

财。”

又训诫谋私者：“不能以个人独享利

益而不考虑别人。如得独利，注定会招来

怨恨，最终无法成事。”又婉转地提醒他

们：“只因当时偶然错误，引起众人不满，

说明一件事悖于常理，往往是危险的前

兆。”“倘若仍然蒙蔽无救，误入迷途，应赶

紧回头才是。”又劝告他们：“姑念你们心

地还善良，知晓人情礼节，尚可安然。”“你

们应念前因后果，顾及众乡亲的评论，多

多参学国礼。”“所幸你们遂已回头，该地

则成安乐之地。如果你们行动迟缓，那是

很有害的。快捷登临快乐的彼岸才是道

理。”谆谆说理，给足肇事者面子，使得肇

事者个个口服心服。

至此，陈永清再次说：“山是自然万物

的产物，是有灵性的，要常常保持其美丽

的原始状态。今召集诸公，是为使此山永

保清白无污。”

最后嘱咐：“你们众等须坚守一心，既

保护青山勿误，又要保持邻里之谊，严格

遵循。”

至此，官民互动，刻石永遵，纷争画上

圆满的句号。

任劳谨政的陈县令
陈永清，号宁人，生卒失考，四川重庆

府忠州（今重庆市忠县）人，庚子举人。乾

隆十二年（1747）以文林郎调任瑞安。莅

任后，清廉谨慎，精明干练，百废俱举，政

声籍籍。

他在任内颇有建树。交通方面，同前

人一样，他整顿飞云江义渡，降低了隐患；

文教方面，振兴文化和教育，提倡“永嘉学

派”理学，认为“⋯⋯宜自汉以来，英才辈

出，贤哲挺生；今必有魁梧奇杰之士产于

其间，与止斋之理学，惟恭之忠贞，后先辉

映⋯⋯”，续聘教职郎训导署教谕章昱等，

训教生员和士子，还特别顾念、怜悯和救

济那些勤学的穷士、穷儒生；社会治安方

面，安排每夜巡察，严格缉盗，搜捕盗贼。

曾刊《文昌帝君阴骘文》以化导齐民，士民

追求心地仁爱、淳厚朴实的品质，盗贼亦

消失。此外，他公议纂修县志，“欣然以为

第一要务，不可缓”，力予支持；夏秋旱灾，

又亲自赴大罗山卧龙潭祈雨，不出三日，

“大雨如注贯长川，盈沟盈浍自盈田”。

自古以来，瑞安人民对那些勤政为

民、建功立德的官员都是非常崇敬的，还

特地在孔庙戟门左设立名宦祠，专门祭祀

历代名宦。陈永清升职离任后，邑人深感

其德，入祀名宦祠，并建祠于西岘山文庙

侧（民国修志时原址已无存）。

青石山冈与赤岩焰壁
介绍了石碑与陈县令，笔者再补充说

明与石碑相关的情况。

经海安文保员李松林先生确认，该碑

原立于海安西南方和下（霞）湾交界的山

脊之处。本地普遍认为是山界碑，后移到

海安广霖庙（今革命烈士蔡雄纪念馆）。

青石山冈自古以来有诸多地方称谓，

如凤屿山头、青岙山头、青石宕、青龙山头

（因其甚似一条青龙，海安这边貌似青龙

头，以山脊为界，面海安，山那边是霞湾，

连绵不断，专产青石）。又因其有一片赤

色绝壁，亦称“赤岩山头”，为海安廿四景

之一，曾有两首《赤岩焰壁》诗赞其美景：

《海安蒋氏宗谱》七言绝句《松城二十

四景》之一，《赤岩焰壁》：

胜境天台擅赤城，雁湖赤嶂旧驰名。

谁知凤屿山头壁，自对朝霞映日明。

《梅头石坦周氏宗谱》七言绝句《海城

二十四景》之一《赤岩焰壁》：

昔年神女貌如花，媚嫚遨人洞里家。

不信丹砂留异气，岩头烧出一天霞。

据说，赤色绝壁能在“日月同辉”的天

象时，反映出一大片霞光，同“日月同辉”

相互呼映，相当壮观。

玉海楼玉海楼3 2023年2月2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管舒勤 ▏编辑 陈良和

早在清乾隆时期，瑞安人就有“珍惜土地资源、建设美丽家园”的意识

275年前的“青山白化”治理
■何光明

几年前，塘下地方文史爱好者竺胜忠先生提供一张无篆额的无题碑照片，希望帮忙整理。笔者尊重他收集不

易，作了校对。去年底，竺胜忠撰著的《瑞安塘下碑刻文化》付梓，安置于海安革命烈士蔡雄纪念馆内的石碑也进入

人们的视野。

经笔者多番考证，石碑背后，还藏着一段珍贵的历史——早在 275 年前，即清乾隆十三年（1748），瑞安就推进

“青山白化”治理！

郑谌：

善行云江南岸
惠及十里八乡

■虞秋生

郑谌，又名郑大梁，马屿镇上郑村人，生于1880年5月，卒于1948年5

月。1899年考取瑞安县学（清代地方政府为培养优秀学子参加科举应试而

设立的教育机构）生员，1914年毕业于浙江法政学校。作为一名教书匠，他

以舍己无私的精神，以善启迪学生，用善培养学子，成就了一批人才；百姓遭

受洪涝灾害，他积极募捐赈灾，倡导并出资兴修水利设施；红军挺进师军需物

资遭劫，他积极巧妙斡旋，最终化险为夷。飞云江南岸民众夸他是个大善人。

郑谌出生于一个鞋匠家庭，从小家

境贫寒，年少时得亲朋资助，跟随马屿岩

头姜味秋先生读书。因他肯动脑又勤

奋，经过 7 年寒窗苦读，学业大进，19 岁

考取生员（也称秀才）。1904 年春，瑞安

知名人士虞廷恺父子在马屿江上村创办

瑞安县养正学校，郑谌被聘任为首任校

长兼教员。他以《礼记学记》“师者匠心，

止于至善；师者如光，微以致远”为宗旨，

用善行施教，倾己之力把棵棵幼苗培养

成未来参天大树。他以“学高为师，身正

为范”标准选择教师，飞云江两岸饱学之

士、社会名流被他招到学校任教，学校名

声大振，云江南岸少年才俊纷至沓来，求

学生徒甚众。由于学校釆取严格的管理

制度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加上教师

们悉心施教，学生学到了真知识，为以后

继续深造打下良好基础。后来这些学生

中走出了两名陆军中将（姚琮、黄雄）和

两名陆军少将（朱煌、姜一中），学生黄震

成为我国病理学家，任福建医学院院长，

还有一大批当时社会不可或缺的专业人

才。“漫道菊梅开岁晚，尚欣桃李得春

光。”郑谌总结这段教学经历，慷慨万千，

自豪感满满。

1925 年，瑞安县养正学校因经费难

以为继而停办。郑谌又到瑞安县立第三

乡村小学（后改名为瑞安县立仙降中心小

学）当老师并兼任副校长。他初心不改，

在七尺讲台上用言行诠释自己的善意和

善行。因要求上学的乡村子弟多，校舍严

重不足，他便四处化缘，一家一家走，一元

一元募，共募集资金4000元，新建校舍两

幢，扩招新生 300 名，解决了当地适龄儿

童学习需求。他还用剩余资金购买了 3

亩地，修建了学校操场，以改善教学条件。

历史上，飞云江两岸洪灾频发，尤其

是民国时期，政府腐败无能，水利设施建

设欠账很多。因此每年夏天，凡遇狂风

暴雨天文大潮叠加，必造成洪水泛滥，乡

民苦不堪言。

1930 年盛夏，凶猛洪水横冲直撞，

吞噬了马屿、仙降两地大片即将成熟的

庄稼，冲走农户家的牲口和家具，受灾面

积、财产损失难以统计，无数灾民挣扎在

饥饿线上。郑谌把救灾救人作为己任，

到处呼吁地方政府拿出切实可行的办

法，救灾民于水火，同时向有钱人家、富

裕户劝募，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粮出

粮，以解灾民燃眉之急。经过他和大家

努力，灾民渡过了难关，大灾之年没有饿

死一人。

飞云江上中游段河道迂回曲折，时

宽时窄，且因水流冲击河道走向漂移不

定，严重影响江水的下行速度，是洪灾频

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郑谌向当时的瑞安

县县长建议，开凿沙洲湾，疏导江水快速

东排流入东海。他自己先拿出 300 元，

然后同县长等人一起向殷实人家劝募，

共募集 3000 元作为开凿经费。经过一

年多紧张施工，工程圆满收官，有效缓解

了上中游两岸水患之害，受益农田达数

十万亩。1947 年，他又向县长建议开凿

修建曹村内港，经费由受益农田农户带

征解决。工程开工不久，因时局变化，工

程暂时搁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基

本上按照郑谌的设想重启建设工程，大

大提高了曹村片减灾能力。

巧妙斡旋 解难行善

赈灾募捐 救民行善

传道解惑 教书行善

大罗山卧龙潭

海安青石山冈碑海安青石山冈碑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
瑞 安 市 融 媒 体 中 心瑞 安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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