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濂 

黄濂，莆田县灵川镇硋灶村人。清同治元年(1862 年)生。因排行十六，村里人称他为

“十六叔”。 

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间(1902～1903 年)，黄濂组织乡民抗粮抗捐。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入城时，被官府逮捕下狱。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吃麻醉药，假装病死，由同党半

夜背出城，躲藏起来。 

福州光复前夕，黄濂加入同盟会，响应省垣举义。 

民国元年(1912 年)，袁世凯窃国，捐多税杂、莆民苦难深重，濂发动群众起来反抗。

端午节那天，他在壶公山树起“壶公寨”的义旗，聚众起事，以壶公山为大本营，改清静寺

为“黑虎忠义堂”，自称“大元帅”，发布《临时大元帅通告》，揭露袁世凯窃国害民、共和

名存实亡的黑暗现实，号召民众起来反抗。附近民众纷纷加入起义队伍。 

七月十七日，兴化府知事佘文藻领兵攻壶公山，濂率众抵抗，击败官军。濂在壶公山麓

的昭灵宫加紧整训，准备攻城。旅长孙葆　奉省命带兵来莆剿抚，派人到锦墩招降，濂拒不

接受。八月十一日，孙葆　领兵进攻壶公山，开枪打死群众数十人，在沈塘、沟尾焚毁民房

300 余间。这时，有两支农民军赶来救援，黄濂发起反攻，打得官军狼狈而逃。 

八月二十五日，黄濂率众数千人，分 3 路进攻兴化城，失利，撤围而去。 

九月，濂率二千余人再次攻城，仍不克。十一月，濂率众攻陷仙游县城，县知事孙时雍

逃。濂军入城后，释放狱囚，取当铺财物周济贫民。第二天，从东门退回壶公山山寨。 

十二月，厦门提督郑杰率兵经莆田，请求攻打壶公寨，被黄濂击毙。 

民国 2 年二月，黄濂率军退出壶公山，转战沿海一带。孙葆　派兵焚毁大仑、赤岐两村

民房数十座，打死群众 2 人。三月二十七日，濂军再次攻进仙游城，焚烧县署，开仓赈民，

住城 13 天，民众无扰，人称“仁义之师”。四月十一日，官兵从南门攻入，濂率众退回莆田，

义军解散。黄濂躲藏在东汾村王红家中养病。消息走漏，莆驻军包围东汾，他转移到侯厝妹

夫王尧才家中隐藏。九月，濂病卒，终年 51 岁。他的家属怕被官府戮尸，把真尸秘密埋藏，

而把假尸公开葬于吴田里。 

廖熙 

廖熙，莆田县城内坊巷(今城厢区凤山街坊巷)人，清同治二年(1863 年)生。 

熙出生于雕刻世家，五世祖明山“善用寸木镂人物、花草、虫鱼等。”熙自幼聪敏，师

承家教，妙得精传。他长于刻花，刀法挺拔。他对技术精益求精，只要所刻作品略有瑕疵，



 

代理分队司务长期间，经常抽空开荒种菜和捕鱼，以改善连队的伙食。 

春霖从小就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尽力给予帮助。在西沙

服役期间，有一次路经广州轮渡码头，碰到有母女俩盘缠丢失，无法回到海南岛三亚市橡胶

厂。春霖一路上负担她俩的食宿费用，到三亚场站时，又买车票送她们到达目的地。 

春霖公私分明。有一次回西沙时遇上台风，船只停开，留住场站招待所，他每天到炊事

班帮厨。离开时，他把伙食费交给招待所，司务长说：“你干了十五天活，换个饭吃总可以

吧。”他答：“不能。公家把伙食费给我了，我再不交钱，不是得了双份吗?” 

1988 年，春霖回老家休假，每天坚持为邻村一个患癌症的老人送汤喂食。看到村里有

经济困难的患病者，他总是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挤出一点，给予资助。 

1990 年 6 月，春霖回家探亲期间前往黄瓜岛。从黄瓜岛乘船回汀港村时，遇上台风，

兴化湾风雨交加，行船触礁，乘客纷纷落水。他赶紧组织乘客抱住船板游向海岸。在狂风巨

浪中，忽然听到呼救声，发现有个少年没有抓到船板，他急忙游过去，把手里的船板推给少

年。此时一个巨浪打过来，把他淹没了。少年得救了，春霖却再也没有浮上来。这年他才

29 岁。 

同年 10 月，中共莆田市、县委员会同南海航空兵党委联合在春霖的故乡埭头镇汀港小

学召开悼念林春霖大会。12 月，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在福州举行命名大会，授予林春霖“爱

民模范”的称号。1991 年 1 月，林春霖的事迹以《一个水兵的故事》为名，拍成电视剧。 

 

第十一章 文化习俗 

莆田方言 

  莆田话（又称莆仙话，兴化话）的起源可追溯到西汉、西晋、东晋南北朝时，在隋唐形

成，来源以隋唐中原正统语言为主体。史书有记载过唐代就有人唱莆仙戏。莆田话和台湾话

有超过一半可互通。 

  兴化方言属汉语方言系闽海方言群，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兴化方言俗称“莆

仙话”，除了一些西汉中原人南迁到此外，西汉时期中央汉军在这里军事活动后有部分中原

将士留驻在此地，形成了最早的莆田话，是中原古汉语的活化石。兴化方言的特色是：八音

（包括白阳入）分明，保存着很多的唐以前中原古汉语。莆田话尽管受福州话影响但在文白

对应、语音结构、基本词汇、语法等还是保持和泉州话大体相同的，因此倘若一个莆田人很

长时间在泉州漳州，他能比较容易地学会泉州话漳州话，莆田是闽南中人地矛盾最突出的，



 

渡而是自己渡台。早在明末清初，福建就开始大批向台湾移民了。明朝天启四年(1624 年)

荷兰人窃居台湾后，曾招募沿海移民去台湾垦殖；这个时期漳、莆田（兴化）泉赴台者达

15 万人之多；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郑成功之孙郑克（王+爽）归顺清朝后，漳、泉、

莆田（兴化）沿海赴台又有几十万人之多；清朝康熙中叶，清政府放宽海禁，莆田和广东移

民也大批迁往台湾。1862 年，钦差大臣沈葆祯来台办理防务，以“开山抚番”为名，招徕

垦野，因而再次解除了长达近 200 年的渡台禁令。 

 

第十二章 知名品牌 

福建雪津啤酒有限公司 

福建雪津啤酒有限公司（前身为莆田啤酒厂、福建雪津啤酒集团公司）始建于 1986 年，

即英博雪津啤酒有限公司，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莆田市，占地面积 550 多亩，总建筑面积

13 万余平方米，现有资产总额 11 亿多元。自 2001 年起，雪津以每年超 10 万吨的速度发展，

2006 年产销量超过 100 万吨，各项经济指标均居全国前列，人均税利保持行业第二名，以

绝对的优势稳居福建省首位。 

体系标准 

企业通过了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HACCP国际食品安全卫生体系，ISO14OO1:1996

环境管理体系，OHSMS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ISO10012 测量管理体系，“C”标志定量包装商品

生产企业计量保证体系等认证，并被授予“国家环境友好企业”称号。主导产品雪津啤酒被

评为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先后获轻工部优质产品、全国啤酒行业优质产品等荣誉，雪

津纯生、雪津冰啤等系列产品被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A”级绿色食品。 

公司成长 

  2003 年 5 月，英博雪津（三明）啤酒有限公司全面竣工投产，雪津走出了对外兼并扩

张的成功第一步。2006 年 1 月，英博雪津（南昌）啤酒有限公司如期投产，为企业走出福

建， 挺进华东、中南地区和全国战略性市场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2006 年元月，雪津与

全球最大的啤酒企业英博实现强强联合，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

为企业进一步做强做大，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2007 年 5 月，雪津成功竞购莆

田金匙啤酒有限公司，对进一步巩固福建市场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超越，雪津将继续走品牌与规模并重的道路，建立完善的现代

企业制度，尽快实现年产 200 万吨啤酒的企业规划目标，实现由区域性强势品牌到全国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