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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康群(郑州)

((彬庐文选》、 《(汀州风物志》著者邹子彬师来函
索序。

邹老是小时街上见面都要鞠躬的校长，也是我的祖
父康小园“忘年交”的诗友。前长汀诗坛有黄敬斋、谢
雪堂、程玉藻、许南屏、游子光等等。邹子彬师当时是
年轻才盛的诗人。当时我读过他写的《长汀风光》，至
今依然觉得“亲不够的故乡人，恋不够的家乡水。”

钱玄同说过：人之患好为人序．
作序确乎很难，就长汀历史风物而言，就本书而

言，不懂的东西很多，要一下子对全书说出个子丑寅
卯，难哪!但师命又不能不从。

邹老来信说：
“风物志，出自史实，博中有精，典而有故，言而

有事”，传奇则采集志籍，野史、轶文趣事，以通俗的
笔法加以演述，因此，我看这本书就汀州区域贯穿古
今、包罗万象，文化、学术、科学、山川、风情人物诸
方面，对题材的去存、叙事的尺度、人物的爱憎、可谓
长汀当今方志类书之绝唱。别小看传奇，传奇是民间流
传的历史，历史是经过文人概括的传奇．邹著可以说是
长汀某些社会横断面，带着时代特色、艺术魅力、泥土
气息的长汀地方志的上乘补充。

写方志难，写有文采的方志传奇更难。’小时我的祖
父参加编修《长汀县志》，他秉笔直书，不畏强权，在
当时是有困难的。

他对“匪”的看法：什么是“匪”：以抢劫为生是



“匪竹，压迫敲榨人民，绑票勒索也是“匪”．邹老知
难而进，致力于研究长汀地方史约五十年，涉海探骊，
攀梧引凤，甚有造诣。古人说“亡史之罪，甚于亡
国”，孔子作春秋以一字之褒贬，刘知儿提出写史才、
学、识之法，还有章大炎的识、明、公之论，邹老都力
行之，探索之．

长汀蕴藏着客家史、闽越族史研究许多未知的宝
库，大有可为!大有可为!大有可为!

邹老富有诗人的秉赋，且有“阎里新闻”历史传奇
的文艺家考据家的实学与才能，特此祝贺本书、形象地
再现辉煌过去的汀州、长汀，鼓舞今人和后人创造更加
辉煌的长汀．

想到这些记之以告读是书者。
(康群、中国散文、杂文家， Ⅸ郑州晚报》主编。曾留学

莫斯科大学哲学系．)

序
张垣

年届九旬的邹子彬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远离汀
江，扯帆历潮汕，后驻足琴冈曾任文艺旬刊Ⅸ幸福报》
主编，正当抗战军兴，抗日情绪高涨，邹老编发文稿多
以激励民众奋起救亡运动为主，深通民意，报纸的进步
倾向鲜明：我投一稿： 《愤怒之歌一纪念鲁迅先生逝世
七周年》，蒙其刊载，彼时敢于刊发这样的文章要有勇
气．从此，我们虽无缘见面却成文字之交．

邹老数十载工于诗词，研墨诗稿五百余首，1993年
汇编成集出版《彬庐诗稿》，拜读之后，觉声韵铮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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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年诗词深受琴冈诗词泰斗“南社”巨子丘荷公及李
步青影响，诗格走向淳朴，创意立新．晚年退居梓里，
编辑地方文史，创诗社、主编《汀江诗词》，并致力于
民间文学之编纂，奉献殊多．其创作丰硕，出版有诗集
《在星夜底下》、《彬庐诗稿》、《临汀散叶》、((汀
水汇灵集》；散文集有《长汀风光》、《长汀地名与风
光》及《客家母亲河的传说》、《彬庐文选》、Ⅸ汀州
大观园》、((It-家风情》等．可谓之文情并茂，色彩纷
呈，风格独具，可读性强．

我有幸与邹老结识为友，他稍长几岁，自然以前辈
称之，其多才多艺，我难望其项背，愿踵其后教益得
之。邹老年事已高，孜孜不倦于文学，潜心著作，又见
鼎新篇章问世，书名日《彬庐文选续集·汀州风物
志》．邹老惠函约写“序言竹，不嫌谫陋，自当应命．
《文选》顾名思义，是邹老半个多世纪来见刊于报端之
卓荦文章，辑选精要结集成书，包罗渊博，细分文史、
人物、胜迹、风采、传奇、传说诸目，广泛涉致，可增
见闻，有文有质，佳构自成．

邹老行文一向严谨，构思不俗，此书刊行，当令读
者刮目相看．匆匆寄语，草草数言，期望读者正之．是
为序．

’

张垣于龙岩北斗室
(张垣：老归侨作家，前《福建IEI报》副刊编辑，中国作

协省分会会员，闽西文学院名誉院士．本篇为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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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州风物志》是《彬庐文选》的续集，是书的出
版，为闽西文史界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可喜可贺．

子彬先生是闽西现代文坛的长辈，早在抗战时期，
即参加闽西北新文艺运动，他与苏庆云、章独奇、张旭
高、童庆鸣、林默涵等文人一起，成为闽西现代文艺第
一批生力军和开拓者。1940年，他又在永安正式出版了
《长汀风光》专集。此后，他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退休返长汀后，仍笔耕不辍．主编、合编《长汀文史资
料》、 《汀江诗词》、 《客家风情》、 ((汀州大观
园》、《上官周》、《客家母亲河的传说》、Ⅸ长汀县
志·风土志》、 《(春雨诗词》、 《长汀传统食品》、
《长汀纸史》等书刊、可谓著作等身，令人钦仰。

子彬先生为文，内容上健康积极，旨在爱国爱乡爱
民．艺术上，条理明晰，平实自然。有关地方史的散
文、漫笔还力求做到言之有据，求真务实．为此，子彬
先生曾四次前往北京的一些图书馆，查找写作所需的资
料。《文心雕龙》云： “修辞立诚，在于无愧”， 。造
物指事，莫非自然”，我想，子彬先生就是这样做的。。

生活对那些不甘于平庸的人，总是一种奋斗．子彬
先生年寿已高但心还很年青，还在崎岖的文史道路上攀
登奋进．作为晚辈我们恭祝他健康长寿，祈盼他写出更
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文篇什来。是为序。

郭义山于龙岩师专
(郭义山：龙岩师专教务长、副教授， 袋闽西风物志》、

《闽西吟草：》、Ⅸ闽西掌故》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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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庚守泉州⋯⋯⋯⋯⋯⋯⋯⋯⋯⋯⋯⋯⋯⋯⋯⋯⋯(105)

河南少尹粱顾不艮权势⋯⋯⋯⋯⋯⋯⋯⋯⋯⋯⋯⋯(106)

闽学鼻祖杨时⋯⋯⋯⋯⋯⋯⋯⋯⋯⋯⋯⋯⋯⋯⋯⋯(106)

经史律数学家罗祝⋯⋯⋯⋯⋯⋯⋯⋯⋯⋯⋯⋯⋯⋯(107)

抗金勇将郑立中⋯⋯⋯⋯⋯⋯⋯⋯⋯⋯⋯⋯⋯⋯⋯(107)

宋代汀州名词人邓肃⋯⋯⋯⋯⋯⋯⋯⋯⋯⋯⋯⋯⋯(108)

罗进士守兴宁⋯⋯⋯⋯⋯⋯⋯⋯⋯⋯⋯⋯⋯⋯⋯⋯(109)

抗金骁将“黑虎”伍全⋯⋯⋯⋯⋯⋯⋯⋯⋯⋯⋯⋯(110)

南宋“包孝肃”杨方⋯⋯⋯⋯⋯⋯⋯⋯⋯⋯⋯．．．⋯(110)

翁熙5F反疑狱⋯⋯⋯⋯⋯⋯⋯⋯⋯⋯⋯⋯⋯⋯⋯⋯(1l 1)

吴雄办案⋯⋯⋯⋯⋯⋯⋯⋯⋯⋯⋯⋯⋯⋯⋯⋯⋯⋯(I 12)

邹应龙锄霸记⋯⋯⋯⋯⋯⋯⋯⋯⋯⋯⋯⋯⋯⋯⋯⋯(1 14)

郑少卿慎法量刑⋯⋯·⋯⋯⋯⋯⋯⋯⋯⋯⋯⋯⋯⋯”(115)

罗良治漳州⋯⋯⋯⋯⋯⋯⋯⋯⋯⋯⋯⋯⋯⋯⋯⋯⋯(1 15)

洪武进士张子恭⋯⋯⋯⋯⋯⋯⋯⋯⋯⋯⋯⋯⋯⋯⋯(116)

明代汀州状元张显宗⋯⋯⋯⋯⋯⋯⋯⋯⋯⋯⋯⋯⋯(117)

布政司参政王中⋯⋯⋯⋯⋯⋯⋯⋯⋯⋯⋯⋯⋯⋯⋯(117)

巡抚御史陈详⋯⋯⋯⋯⋯⋯⋯⋯⋯⋯⋯⋯⋯⋯⋯⋯(118)

御史张澜⋯⋯⋯⋯⋯⋯⋯⋯⋯⋯⋯⋯⋯⋯⋯⋯⋯⋯(118)

长汀第一个翰林吴得全⋯⋯⋯⋯⋯⋯⋯⋯⋯⋯⋯⋯(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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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通判杭州知府王鉴⋯⋯⋯⋯⋯⋯⋯⋯⋯⋯⋯⋯

马都堂⋯⋯⋯⋯⋯⋯⋯⋯⋯⋯⋯⋯⋯⋯⋯⋯⋯⋯⋯

湖广参政钟文俊⋯⋯⋯⋯⋯⋯⋯⋯⋯⋯⋯⋯⋯⋯⋯

广州知府钟文杰⋯⋯⋯⋯⋯⋯⋯⋯⋯⋯⋯⋯⋯⋯⋯

长汀最早华侨谢文彬⋯⋯⋯⋯⋯⋯⋯⋯⋯⋯⋯⋯⋯

周元吉爱民事迹⋯⋯⋯⋯⋯⋯⋯⋯⋯⋯⋯⋯⋯⋯⋯

雷州知府戴惟端⋯⋯⋯⋯⋯⋯⋯⋯⋯⋯⋯⋯⋯⋯⋯

“神判”戴天相⋯⋯⋯⋯⋯⋯⋯⋯⋯⋯⋯⋯⋯⋯⋯

熊缨勇抗倭寇⋯⋯⋯_⋯⋯⋯⋯⋯⋯⋯⋯⋯⋯⋯⋯

海南知府吴廷云⋯⋯⋯⋯⋯⋯⋯⋯⋯⋯⋯⋯⋯⋯⋯

户部郎中陈鸣春⋯⋯⋯⋯⋯⋯⋯⋯⋯⋯⋯⋯⋯⋯⋯

朱永盛守赣州⋯⋯⋯⋯⋯⋯⋯⋯⋯⋯⋯⋯⋯⋯⋯⋯

参政黎士弘⋯⋯⋯⋯⋯⋯⋯⋯⋯⋯⋯⋯⋯⋯⋯⋯⋯

南昌县令黎士毅⋯⋯⋯⋯⋯⋯⋯⋯⋯⋯⋯⋯⋯⋯⋯

铁面侍郎黎致远⋯⋯⋯⋯⋯⋯⋯⋯⋯⋯⋯⋯⋯⋯⋯

贵阳司马俞文漪⋯⋯⋯⋯⋯⋯⋯⋯O U Q B O D⋯⋯⋯⋯⋯

清代名哂家上官周⋯⋯⋯⋯⋯⋯⋯⋯⋯⋯⋯⋯⋯⋯

清代名词人马廷萤⋯⋯⋯⋯⋯⋯⋯⋯⋯⋯⋯⋯⋯⋯

平越知州胡翘椿⋯⋯⋯⋯⋯⋯⋯⋯⋯⋯⋯⋯⋯⋯⋯

平南知州杨联榜⋯⋯⋯⋯⋯⋯⋯⋯⋯⋯⋯⋯⋯⋯⋯

清文史学家杨澜⋯⋯⋯⋯⋯⋯⋯⋯⋯⋯⋯⋯⋯⋯⋯

文史、韵学家杨浚⋯⋯⋯⋯⋯⋯⋯⋯⋯⋯⋯⋯⋯⋯

两江总督杨簧⋯⋯⋯⋯⋯⋯⋯⋯⋯⋯⋯⋯⋯⋯⋯⋯

袁子才门生胡云鹤⋯⋯⋯⋯⋯⋯⋯⋯⋯⋯⋯⋯⋯⋯

耿介不附的监察御史罗宸⋯⋯⋯⋯⋯⋯⋯⋯⋯⋯⋯

晚唐诗风的张廷赓⋯⋯⋯⋯⋯⋯⋯⋯⋯⋯⋯⋯⋯⋯

清廉同知江怀廷⋯⋯⋯⋯⋯⋯⋯⋯⋯⋯⋯⋯⋯⋯⋯

文学家江瀚⋯⋯⋯⋯⋯⋯⋯⋯⋯⋯⋯⋯⋯⋯⋯⋯⋯

诗人、法学家江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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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教育家康咏⋯⋯⋯⋯⋯⋯⋯⋯⋯⋯⋯⋯⋯⋯

中书郑克明与《扪襟集》⋯⋯⋯⋯⋯⋯⋯⋯⋯⋯⋯

二老峰樵张一琴⋯⋯⋯⋯⋯⋯⋯⋯⋯⋯⋯⋯⋯⋯⋯

青年诗人康古林⋯⋯⋯⋯⋯⋯⋯⋯⋯⋯⋯⋯⋯⋯⋯

36

37

37

38

[诗人笔下的汀州]
(唐)柳宗元梁藻李存真⋯⋯⋯⋯⋯⋯⋯⋯ (139)

徐夤⋯⋯⋯⋯⋯⋯⋯⋯⋯⋯⋯⋯⋯⋯⋯⋯ (140)

(宋)吴简元邓肃杨方⋯⋯⋯⋯⋯⋯⋯⋯⋯(140)

尹廷高黄庭坚陈轩 郭祥正 洪刍 张宪武

⋯⋯⋯⋯⋯⋯⋯⋯⋯⋯⋯⋯⋯⋯⋯⋯⋯⋯⋯⋯⋯···(141)

王宗哲邹应龙汤辛叟⋯⋯⋯⋯⋯⋯⋯⋯⋯⋯⋯(142)

郑文宝蒋之奇陈称陈了翁⋯⋯⋯⋯⋯⋯⋯(143)

罗从彦朱熹 (元)赵孟颊 吴思可 黄廷美

···························⋯⋯··-·⋯·····⋯······⋯⋯···⋯(144)

卢琦王梦麟(明)张显宗张履祥李梦鲤

⋯⋯⋯⋯⋯⋯⋯⋯⋯⋯⋯⋯⋯⋯⋯⋯⋯⋯⋯⋯⋯⋯(145)

钟文杰杨汉唐世涵马驯⋯⋯⋯⋯⋯⋯⋯(146)

周炬黄埕曾兰周冕⋯⋯⋯⋯⋯⋯⋯(147)

徐中行华孙宗子相邓于苏⋯⋯⋯⋯⋯⋯⋯(148)

高攀龙康宪 廖辅周元吉 顾梦圭⋯⋯⋯(149)

王瑛蔡隽黎有纲叶元玉王淮⋯⋯⋯(150)

李坚胡祖熹杨昱 伍禺⋯⋯⋯⋯⋯⋯⋯(151)

裴汝甲(清)王光宇杨联榜伊秉绶⋯⋯⋯⋯⋯(152)

华岩黎愧曾黎士毅胡学成⋯⋯⋯⋯⋯⋯⋯(153)

黄天锦吴辉章熊茂松王廷抡杨浚⋯⋯⋯(154)

任彩峰马在观朱石君汤志尧⋯⋯⋯⋯⋯⋯⋯(155)

戴良伟邹九仪刘国光黎良德廖鹤书 曾嘉楷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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