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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村位于晋江市西部、磁灶镇西南方，距
市区和镇政府所在地仅3公里；东邻磁灶镇大宅
村，南界内坑镇黄塘村，西连内坑镇刺园自然村，
北至磁灶镇瑶琼村；包括官田、芳山、新后坑3个
自然村；村形地貌大都为丘陵地带。从土地资源
来看，土地总面积1.7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86
亩、水田 80亩；从森林资源来看，山地面积 130
亩，其中生态公益林23亩。这让我们很难一下
子把它与“芳菲官田”的“一村一品”联系起来。

或许可以从《晋江市地名志》找到一些踪
影：“官田，据称古时为当官或中科甲者所拥有
之田地，故称。官田由官田、草头山、新后坑等
自然村组成。草头山，意为草莽之山。又名‘芳
山’，草木芬芳之意。新后坑，意为新开辟的后
坑村。由芳山析出另立之村落。”

一本当地编撰的《陶泽文史》则为官田村的
来历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陶泽地区拥有包括
官田村在内的十三乡，为陈姓聚居地。官田原
名“蓝田”，后来叫“官田”。这是源于一个姓史
的大夫退休回乡，逝世后被敕封为“国老”，其墓
葬在官田地界，当时有一个家族后裔为国老看
墓，史国老的后裔即购置田地，给看墓人耕种，
因此得名。陶泽陈氏开基祖庚郎公的后代还未
开发官田村之前，这里原有六姓居住。直到陶
泽陈氏到官田村开发，原有六姓才开始慢慢没
落，而陶泽陈氏却一枝独秀。

总之，历史上有田并以田命村名，有草莽之
山、有芳山，“芳菲”总算有了初步的依据。

这里倒是交通十分便利，有四条出村水泥
公路：一条通至双龙路；一条通莲山路；一条是
从官田村至大宅上跨桥连接线；一条通至晋石
高速、疏解公路。这里还是晋江市区通向动车
站和陆地港的要地，公交车15路、21路、39路每
天往返数十趟，都在这里停靠；自驾车、货车、集
装箱车更是络绎不绝。用“四通八达”这个词来
形容，十分恰切。所以，尽管官田村全村没有一
家规上企业，但不少村民跟大多数磁灶人一样，
背着行囊闯天下，在外办企业、跑供销，也出了
不少成功的商界“芳菲”人士。

村干部介绍，这些年，不管是村里的各项建
设，还是配合做好磁灶实验小学陶英校区建设
征地、莲山路项目征迁工作，村里的爱心人士都
做出很大的贡献。仅磁灶实验小学陶英校区建
设中，乡贤捐资助力项目建设，几天内就如期筹
集了755万元；人居环境整治资金近70万元，也
是发动乡贤捐资筹集的。而早在 2016年 9月，
村里就成立了慈善协会。从当年7月正式组建
慈善协会筹备组到协会成立之日的短短一个多
月，筹集资金超过 60万元，参与捐资的村民达
到280多人，金额从100元、1000元到10万元不
等。就连家庭经济并非十分宽裕的村民，也有
人带头捐了款。

谈到村里的建设，官田村还是不乏亮点。
原来官田村还是陶泽地区唯一的革命基

点村。1948 年，这里建立党支部，组织了 80
多人的武装自卫队，参加石刀山阻击战和打

伪交警、攻打苏垵谷仓等的战斗，清算了伪保
长，收缴了 80多担大米发给群众。闽浙赣人
民游击纵队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宣教队曾驻
扎在官田村四五十天。为此，官田村党委、村
委会计划在环村路大涵洞路口建设一面官田
村老区党史展示墙，用于展示官田村革命老
区村文化遗存及历史沿革，开辟老区党史学
习教育新阵地。这，应该也是“芳菲官田”不
可磨灭的内涵。

近来，官田村最大的手笔是计划将黄枝山
区域内 347个坟墓实施迁移平整，建设集休闲
娱乐于一体的黄枝山公园。公园占地面积
2万平方米，预计投资 500万元。与此同时，对
村庄150亩农田进行土地平整，建设田耕路，对
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争取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落地。

黄枝山位于官田村的南面，在全村最高视
线控制点，视野十分开阔，隔路与高标准农田相
望。公园用地南北走向，落差达 11米左右，南
北长 186米，东西宽 84米。东面与北面均临靠
村居，西边接着耕地。目前的山体上，就有不少
高大榕树和观姿乔木，自然植被良好。公园将
建成“一环、两区、三广场”：“一环”，沿黄枝山公
园外围设置一条环公园游步道，起到连接各个
活动场所的作用；“两区”，即高标准农田观赏区
和林间休闲区；“三广场”，即集会活动广场、林
荫广场、纪念广场。这，就更有了“芳菲官田”的
模样！

很多媒体都在宣传洋尾村传承家
风家训与弘扬宗祠文化、新时代文明实
践相结合，成效十分显著。那里的谢氏
大宗祠不只是一村的宗祠，而是被称为

“泉州谢氏大宗祠”。其本来是在泉州
金鱼巷，年久失修已经颓圮，加上历史
原因，很难在原址上重建。而洋尾村是
谢氏人口最多的单姓村落，交通位置便
利。为了泉州谢氏族人追根溯源、缅怀
先人、不忘祖德、敦亲睦族有一个新的
根基，谢氏族人就把新的大宗祠选址于
此，按照闽南传统规制营造成五开间三
进带双护厝建筑。

泉州谢氏家风家训馆就设在大宗
祠内，面积 1888平方米，分谢氏演变
区、“文能富国，武能保家”名人区、“宝
树传芳”“金鱼世第”典故区和谢氏家
训展示区，留存着谢氏一族的历史渊
源、优良传统和当代传承。去年底，成
为第六批泉州市家风家训馆。

洋尾村地处晋江市磁灶镇西北
部，村面积284公顷，现总人口约8000
人，其中流动人口约3000人。据说古
时有俗称“洋人”的外国人来此经商，
居住于村尾巴，故名“洋尾”。“洋”在闽
南话中有田园之意，“洋美”有田园美
好之意，所以有段时间村民也以此称
之。而现在，为了传达对美好品质的
认可，表达在地人的精神期许，他们更
乐意用“扬美”二字来体现。在村口的
一块路碑上，他们就刻上了大大的“扬
美村”村名；在村里，以“扬美”命名的
地方也比比皆是。

泉州谢氏先祖发端于河南南阳，
自唐末历经宋、元、明、清，循江浙、越
赣入闽，定居泉州至今已千余载。宋
时谢氏祖先、获赐佩戴“金鱼袋”的名
宦谢仲规在泉州建了一座“金鱼世第”
宅院。宅巷初称“谢衙”，曾经开一口

“谢衙义井”供周围居民饮用。有块义
井的残碑现在就搬立在泉州谢氏大宗
祠的门口埕边。后来谢衙改称“金鱼
巷”，为泉州城内谢氏族人聚居地。后
世裔嗣把“金鱼世第”改为“金鱼祖
祠”，奉祀入闽居泉始祖谢瑫及其派下
支系列祖列宗牌位。

对于谢氏，“宝树传芳”是一个重
要的典故。《世说新语》记载，有一次，
东晋太傅谢安问子侄：“孩子们，你们
认为怎样为人处世才是最好的呢？”长

大后成为名将的谢玄说：“我想将来应
像芝兰玉树一样，生于庭堂之前，亭亭
玉立，风采无比。”谢安听后，高兴地
说：“你说得好，圣贤与一般人之间并
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孟子说
过，‘人皆可以为尧舜’，希望你们努力
为之。”后来，“宝树”就被确定为谢氏
世袭冠用的族徽标志。

“孝父母、友兄弟、敬长上、和邻
里、安本业、尚勤俭、明学术、明趋向、
慎婚嫁、慎交友、重忍耐、勤祭扫、戒溺
爱”，这13条39字的谢氏家训，凝聚着
谢氏先祖对子孙的谆谆教诲，是谢氏
族人立身、处世、为学的生活准则和行
为指南，不但铭记在谢氏的谱牒、家风
家训馆里，也烙印在谢氏族人的心
里。近年来，洋尾村整合各种资源，策
划生成谢氏家风家训文化节，开展“家
风家训伴征程”等群众喜爱、参与度高
的主题宣传活动。

正是激活了“宝树传芳”谢氏文化
基因，洋尾村以打造“闽南谢氏名村”

“产城人融合前沿村”为目标，在乡村
振兴路上迈开了矫健的步伐。他们先
人一步，划定以家风家训中的“和邻
里”为主题的“15分钟便民生活圈”：
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主线，涵盖“老
有所养、幼有所育、病有所医、食有所
安、居有所乐、事有所办”6项一站式、
便民优质服务功能，并依托家风家训
馆等特色平台，积极探索拓展群众所
需所盼的其他功能，推动村居共治“大
格局”。

洋尾村除了是远近闻名的“淘宝
村”外，也是极力探索以家风家训为底
蕴来谋划发展。村里现有耕地面积
1728亩，村委会引导产业绿色方向升
级，通过流转634亩土地，每年为村民
增加租金收入 80万余元。建成综合
性田园生态观光区，吸引了不少中小
学校、幼儿园和党建、工青妇团队前来
研学。目前，他们又积极寻找“乡村振
兴合伙人”，拿出稻香台、夜市小广场
项目运营需求进行发布，拟发展地摊
经济。同时这里也是洋尾村与华侨大
学建筑学院深度合作的项目，命名为

“五福衔鱼·福涌扬美”，结合磁灶当地
的地铺石高端工艺并融入金鱼元素，
致敬泉州金鱼巷，是一处讲好文化传
承故事的好所在。

打开中国电子地图，随着手指的
不断拉伸，我们的视线来到晋江市磁
灶镇五龙村。带着对磁灶这个陶瓷重
镇的好奇，带着五龙这个村“古驿五
龙”的历史命题，心中油然而生寻古探
幽之思。

然而，村民伸手示意：“喏，就在田
间大概这些位置，都荒废了，什么都没
留下。”我们大失所望，又心有不甘，径
直走进村道，试图感应一丝历史的回
响，捕捉一点潜藏的脉络。

五龙村地处磁灶镇东部，位于沈
海高速公路晋江出口处，晋江市的第
一个高速公路出入口就在这里。或
许，历史和现实自然而然地找到了重
合之处。它东邻西园街道苏塘社区，
西接印刷基地，南与磁灶镇张林村接
壤，北至高速公路，与西园街道车厝社
区划山为界。有嘉福、上五龙两个自
然村，近两千人。

小而精的五龙村，距离晋江市中
心约 5公里，不到 10分钟的车程。站
在村委会门口，双向 6 车道的水泥
路，常年奔流着运送瓷砖的大卡车和
行色匆匆的人群。左边半小时通向
机场，右边 15 分钟又可到动车站。
或许就是这一地理交通优势，为 20
世纪 90年代在全国各处“跑供销”的
磁灶瓷砖销售员们串通了陆空要道，
又在今日成长为新的“驿站”，绵延着
奔跑的温热。

建村300多年来，五龙村人习惯自
称“巴哈村”，或对外称“张林村”，并认
隔壁的张林村为“母乡”。只因五龙村
是从张林村莲池房分拆出来的，祠堂
至今也还在张林村。不管行政区划怎
么更改，那里也留存了“摇篮血迹”，始
终令人眷恋、慰人心怀。在两村共同
敬仰的人物中，都少不了张孙翼
（1873—1940）。从1921年兴办新学堂
热潮后创办儒林学堂，到更名为“儒林
小学”，再到1938年改名为“儒德中心
小学”，张孙翼身若巨榕，投身教育近
半个世纪。他和他的家族为五龙村培
育人才，如春风化雨，殷勤不止。

人们在家则为榕树、为龙眼树，扎

根赤土地，支撑起家庭日常四季；出外
则辛勤奔波，背靠磁灶瓷乡的优越资
源，打拼出一番新天地。2018年，村
副网格长张志勤还被福建省总工会授
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一些返乡
创业的年轻人也积极投入家乡的公益
事业中。

走进五龙村深处，随处可见的龙
眼树依山就势，舒展着浓密的枝叶。
村民告诉我，这些龙眼树都是有“名
字”的，村中记录清晰可查。在以往的
年月里，它们的收成足以应对重大节
俗日的开支，所以村民们将它们视如
珍宝,当作“家人”。

现如今，古老的驿站随着时光的
流转悄然而逝，守候在双龙路上的五
龙村委会俨然是新的路标。它与诸
多烟酒食杂、家电维修、汽车维修商
店交错而居。连同村里新建的两期
安置房，并立成新的风景。据悉，两
期安置房占地 1270 平方米，建筑面
积 14000平方米，共投入建设资金约
1816万元。五龙村目前已成立一支
4人环卫队伍，进一步加强村庄净化
绿化美化工作；成立一支 9人专职治
安巡逻队，配备 4辆巡逻摩托车，实
行 24小时巡逻。同时，还完成了全
村自来水普及工程，并启动无公害厕
所改造项目，实施祖厝整合工程等，
村民生活品质向城市居民看齐。策
划生成了五龙村连片改造，上五龙敬
老院、文体活动中心、豪信项目配套
商住小区建设，福安村道路铺设和治
安巡逻工作等 10个民生项目，村民
们期盼的美好新家园日渐显现。

古驿五龙，村庄虽小，从古至今从
这个驿站流经的人潮和事物，却已铭
记在时空中，累积成塔，照亮了生生不
息的路途。晋江的高速公路出入口，
也已从最初的这一个，延伸出晋江南、
池店、泉州南、龙湖、永和、东石、晋江
西……五龙村的学校和龙眼树，都做
好了承前启后的准备。奔腾的浪花，
不问来处，只要在大海里翻滚，总有一
天到达彼岸。这或许就是晋江人崇尚
的因时机变、奋勇向前的精神吧！

编者按：大美晋江，多彩磁灶！磁灶镇党委、政府以创建“乡村振兴整镇推进示

范乡镇”为契机，持续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策划开展“一村一品”系列活动，培育打

造主题特色村（社区），为此邀请一批知名作家深入全镇26个社区、村体验生活、采风

创作。今年3月起，在本报《五里桥》副刊开设“磁灶乡村”专栏，陆续刊发“一村一

品”文章。今天，本报刊发最后5个村居的作品，冀望能进一步深入挖掘磁灶乡村独

有文化内涵，增强乡村发展文化自信，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文化成果转化。

陶泽是包括大宅在内的磁灶陈姓的一个族
系。当初，此地并无地名，因陶泽一世祖、开基
祖庚郎公在此居住繁衍，逐渐形成众多房屋及
众多人丁，故称“大宅”。除大宅外，庚郎公后代
还分居到太昌、倒桥、杏田、官田、芳山、新后坑、
瑶琼、新乡、深沟、古塘头等十三乡。尽管“陶
泽”只是陈姓的一个堂号，但如果从字面上揣
测，磁灶是陶瓷之乡，应该可以解释为陶瓷润泽
了这方土地之意。

在磁灶，大宅村既不是“领头雁村”，也不是
“奋蹄马村”。然而，大宅村在磁灶镇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它的发展后劲更是值得寄予厚望。

“面积是展开的空间，人口是展开的基础，
产值是展开的实际效果。”在 3.4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入村便是良田绵延，溪水如练映带全村；
九牧王服装有限公司、晋成陶瓷有限公司，如车
之双轮推动大宅村民就业、增收；磁灶实验小学
陶英校区、晋兴职业中专学校，如鸟之双翼带动
大宅未来创新人才冉冉上升；公厕改革、微景观
如同剪之双刃，大力革新大宅人居环境，使之焕
发新时代新农村的气象、气魄。

作为乡村振兴示范村，大宅在磁灶镇乃至
晋江全市最大的看点是什么？一是村美，二是
人美。

村美润泽心灵，人美泽被后代。这也是“陶

泽大宅”的丰富内涵。
推门而出，南有灵源历史名山为屏，北有紫

帽氤氲云气环绕，东有罗裳山低回颔首，西面是
海天一色。泉州四大名山，大宅独拥其二。陈
姓先人于是称大宅“大乡地踞万山丽，宅里门迎
四海春”，自豪感跃然纸上。

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孟镭带领
下，大宅村成立经联社，现有股民2895人，正推
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积跬步,至千里；积小
流，成江海。大宅村，正一步一个脚印迈向乡村
振兴的新征程。

大宅村有一口罗汉井，是陈氏家族的摇篮
血迹，意在告诫子孙“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
者怀其源”。大宅人乐善好施蔚然成风，他们的
善心良举得到世人尊崇和社会肯定。2023年
12月 18日，陈孟坤、陈传基分获“晋江慈善家”

“晋江市慈善大使”荣誉称号。无论旅居海外还
是坚守家乡，将大宅建设成现代化乡村，是每个
大宅人的共同追求，并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建
设行动。这应该也是“陶泽”之名的最好阐释。

2019年，大宅村启动人居环境整治，当时
的大宅村“两委”站了出来，副书记陈清沛捐出
50万元用于起步资金。现在，5处富有闽南风
情的微景观，将大宅点缀得美轮美奂，成了村民

“乡村天天游”的打卡胜地。2023年，大宅再次

迎来新的契机：公厕革命！改不改？党总支、村
委会在商议过程中达成一致：改！大家表示，要
打造生态宜居乡村，旱厕改造势在必行。在全
体村民配合下，大宅村只用两个月就通过旱厕
改造质量关、监督关、验收关。

如今的大宅村，已成为泉州市乡村振兴试
点村、晋江市乡村振兴示范村。纵观其建设经
验，与大宅人世代关心支持乡村建设分不开。
现举两例：陈连权，“90后”，复旦大学经济学硕
士，作为长年奋斗上海的青年俊彦，听说家乡建
设资金有困难，他二话不说，捐资乡村建设9万
元，出资 1万元帮扶 5名大学生；厦门大学副教
授陈金亮，为乡村建设捐资6万元……

在我们眼前，陶英中学已更换为晋兴职业
中专学校；磁灶实验小学已经封顶，即将投入使
用。完全可以相信，大宅村的未来必将人才济
济，支撑起大宅村走向现代化。

采访的最后，陈孟镭激动地说：“大宅村向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磁灶镇企业办申请的光伏
发电项目即将动工，投资 60万元，预计每年可
创收 8万元。这样一来，村集体经济将进一步
壮大……”

出村的路上，我与大宅村“时光与影”微景
观擦肩而过，抬眼望青山，不由地感叹：大宅村
真美！大宅人真美！真是一方陶泽大美之地！

人依地而栖居，村留名以存志。在中华大
地上，村名是一方百姓与脚下土地最直接而深
刻的连接之一。在历史追溯与现实调查间探寻
磁灶镇的一个个村名，是对这方山水的一次纵
情游览，也是今人与古人的一场跨越千年的隔
空对话。

太昌村位于晋江市东部、磁灶镇东南部，辖
太昌、杏田、倒桥三个自然村，距晋江市区 8公
里、磁灶镇政府所在地 4公里，东邻东山村，南
接上厝村，西连官田村，北隔张林村。因为交通
便利，从市区沿双龙路驱车十几分钟便可到
达。村道开阔平整，沿着九十九溪太昌段蜿蜒
向前，两旁扑面而来的是赏不尽的田园风光、小
桥流水、菜地池塘，时有鸥鹭惊起，翔集其间。

关于太昌村名，据《晋江市地名志》记载：太
昌村，古地名。因明末时此村有皇帝赐祭葬太
师史继偕墓于此，祈盼风水日昌，后来朝廷便赐
名“太昌”。元时属晋江县三都。

再查史继偕：史继偕（1560—1635），明泉州
晋江大房人，万历进士，历宦神宗、光宗、熹宗
32年之久。于明崇祯八年（1635）二月以奢酋
荡平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享年75岁，谥文简，赐
祭葬，又追赠左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特晋光禄
大夫、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墓在晋江磁灶
马四行山铺烛台山。

现在泉州市西街尚有史继偕父亲——当时
的布政使史朝宜的大方伯府，后改为史氏大宗
祠；史继偕的相国府第在现西街泉州影剧院
旁。只是在磁灶镇却查不到史家墓地。不少官
田村民却都知道以前有个“国老墓”，村子就是
因当时官方购置田地给守墓人耕种而得名。墓
虽查不到，却可以确定太昌、官田两个村都是因
这“国老墓”而得名。

名臣的光环、皇家的恩宠，让偏居闽南山野
的村庄也感受到了王朝的荣光，可仔细研究一
下村庄的历史，便会发现这里一直都蕴蓄着忠
义肝胆的家国情怀。

在我们遍寻国老墓地无果时，却发现另一
座古墓。墓在倒桥杏田山上，呈“风”字形状，墓
碑上书“明泉郡正统十四年讨贼血战忠节卫民
熊公墓，隆武二年秋士民勒石”，字迹较模糊。
左前方一亭内有“国殇公碑志”石碑，记载着熊
尚初带兵卫民事迹。

熊尚初带兵卫民而献身事迹，许多地方志
书都有记载。听闻熊尚初遇害，郡人无不悲痛，

“立祠古陵桥西祀之”。后张瑞图于明万历四十
八年（1620）返乡，特地到古陵坡瞻仰该祠，并为
之撰写“卫民祠碑”，表达当地民众的崇仰怀念
之情。

一百多年后，史国老被御赐祭葬于三都，此

处被赐名为“太昌”。这在表彰史国老为官耿
介、劳苦功高的同时，是否也表达对前人的赞
美，或者对这块土地的美好祝福——繁荣昌盛？

种种探寻，诸多猜测，“太昌”这一村名却是
沿用下来了。

几百年的光阴，宫阙万间都化作了土，曾经
的名臣将领都作古，赐祭葬的国老墓也湮隐于
历史烟尘，这御赐的“太昌”村名，村民们便赋予
其新的理解新的寓意。

如今的太昌村里小洋楼林立，又有九十九
溪穿村而过，便随处可见绿野田园。还有那因地
制宜微景观建设，聚贤亭、兴桥大道、育英桥等处
小景观总在不经意间让人眼前一亮。太昌村基
于农田资源、交通环境等区位优势，打造集种、
养、加工、产供销、农科教、乡村休闲旅游为一体
的乡村产业园，这已成为该村特色农业名片。

来太昌，不仅有新农村风光，还可探访国殇
公熊尚初墓，感受古人的英雄气节；或者漫步鹰
赶兔山上，体验鹰山禅寺的恢宏与壮观；禅寺边
上便是村中的老人会，且驻足大榕树下，听老人
娓娓道来土味生动的各种传说。

优美的田园风光，丰富的人文历史，走过路
过，便不愿错过。

无须御赐，忠义太昌，写在村庄世代耕耘的
田野上，流淌在每个村民的血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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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磁灶田园风光美丽的磁灶田园风光。。 刘翼刘翼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