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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挺考文档廊锯譬扣
障A名专



城门镇黄山村郑氏支祠

黄山尚宝庙

城门镇胪雷龙山太子庙

盖山镇吴屿村祖殿水云庵

盖山镇后坂凤pB女lJ氏宗祠

盖山镇照屿村八部庙

盖山镇郭宅村玉湖郭氏祠堂

盖山镇高湖地方文化

盖山镇高湖静益寺

盖山镇叶厦村郑氏支祠

盖山镇跃进村九龙寺

盖山镇北园村玉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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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螺江店前地方文化
089螺江孔庙

090螺江吴公祠堂

092螺江敖山陈氏宗祠

098螺洲镇天福村陈氏宗祠
100螺洲镇天福大法院

102螺洲镇洲尾地方历史文化

104螺洲镇杜园陈氏宗祠
106螺洲镇花园杨氏宗祠

107螺洲镇杜园侯王宫
108螺洲镇乾元张真君殿

109建新镇港头村港头仁惠尊王庙
110建新镇凤岗里叶宅泰山庙

111建新镇奠朱村真君殿·将军府
112建新镇莫来村林朱将军庙

114建新镇台屿陈氏宗祠

116建新镇台屿陈东村忠烈祠
117建新镇浦上村六桥林氏支祠

120建新镇旧淮安村普觉寺

122建新镇凤岗里上雁村院东境
}24建新镇东岭村古迹景福庵

126建新镇劳光村下店阊山大法院

127建新镇半道村龙翔胜境

128建新镇梅亭行善普德堂
130建新镇后巷村故宫

131建新镇施埔仙湖新境三圣王爷庙
132仓山镇藤山汉藩府三圣王祖庙

134仓山镇联建村白鹭岭长寿童兴堂

136仓山镇联建村和林寺
137仓山镇先农村白泉庵

140对湖街道长兴禅寺

142三叉街街道绿岛社区种福寺
144东升街道东南社区绿野寺

145东升街道东南社区天仙府

146金山街道凤岗里亭头古庙

148美墩流泽东境

150下渡街道天书院

151下渡街道美墩真武庙
152中墩水部尚书庙

153凤岗兴洲境祖殴玉封三圣壬庙

158先在昊氏宗祠

158南山古洞毓麟宫莲花寺

159金山寺
}59炒峰寺

160陈友荣的彩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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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安地方文化

下湖地方戈化

先农地方文化

先锋地方文10

∞边M#文化
东升士也#女1匕

金星地方文化

万里地方文化

霞湖地方文化

联连地方文化
*塘№#文化
淮安±屯方女化

金山寺

妙峰寺
龙：工寺

科贡将军庙
独山真人庙

妙峰i帝行e
劳光№#女1t
半道地方文化

洪光地方文化

冠洲地方文化
塘下地方文化

阵坂地方文1L

长±呈士也女文化
翁自E№^文10
羹朱№方女化
楼下地方文化

麦浦地方文化

岩洲№方戈m
梅亭№#文化
高宅士也方文m
冯宅士也#文t匕
红l±也方文m
i兰№女文化
A高№方文化
东岭地方文化
#边地方文化

透浦地方文化
上塘地方文化

湾边士电方女m
十截M^文m

目录
十青龙地方戈1L

台屿陈氏宗祠
建平№#女化
霞镜地方文化

港*№女文化
后巷M#文化
浦上地方文化

：工边士也方女m
_浦T士也#女化
仕宅士岜女文m
郭宅地方文化

叶厦地方文化

葫芦阵地方文化

北园地方文化

首_士也女文化
齐蜜士也方女1t
黎升№方文化
跃进地方文化

浦口地方文化
”榄№#文化
新安地方文化
爿毛目№#文化
中亭№方支m
；☆№^文化
白湖地方文化

柬兴地方文化

高‘湖士电#文化
天7K地方文1匕

№保№方文化
后坂地方文化
女A№#女化
；．目№#文化
中山地方文化

M日士屯女戈m
洋下地方丈1L

阳岐地方文化

X序士也方女化
天福地方文化

敖■士也女文化
店镕士电方女1匕

品厝M方戈化
杜园地方戈化

洲尾M方女m
胪雷地方文化
龙暑地方文化

浚边№#女化
清富士也方文化
洋坑M方女化
下洋地方文化

粱厝士电方女1匕

妻平№#文化
*±亢№女文R
厚峰士电方女1L
壁*士屯女文化
樟岗M方女1L
I番mM#文化
连坂地方文化

黄☆№女文化
胪厦地方文化

城门№女女化
敖里地方文化
白云地方文化

湖际M方文化
敖峰№方女m
前锦士电#女化
林-浦№女文1L
对湖地方文化

上渡地方文化

T渡M方女m
临：工№女文化
东升№方女1匕

=R街士也方文化
燎原地方文化

^雁№女文化
潘边地方丈化

i边№#文化
卢滨±也方女m

后1r№方文化
≈宅M方女m
新颐地方文化
曾屿地方文化

月lM#文化
金mM女文m
T≈许，；君n屡殳

仓山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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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角祈雨处位于闽江南畔，南台望北台岭下。据《八闽通志》卷四载： “闽江中有一潭，

其中，凡岁旱，祷无不应”。相传陈靖姑为解万民之疾苦而在此祈雨。

陈靖姑是福州历史名人．出生在下渡，学法于闻山，拜许真君为师。艺成，除妖灭怪，卫国

雨救灾，护产保婴，功德无量。生伟大．死为神．敕封顺懿崇德夫人、顺天圣母、临水陈太后等

来，深受广大人民的敬仰，崇为J L童妇女的保护神。

陈靖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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阕一”七科八姑三代鞘∥的赧

}尚书，田此是著名的“t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的故里。石牌坊建于明朝．距今500多年历史，上书历代林氏尚书

i牌坊在“文革”中被毁， “文革“后把残留石构加“补修垂建，石牌坊上还保留十年浩劫中被群众珍藏的花岗石圣旨

就走进7林浦的村镇人家，墙砖水泥和轩窗雕粱互补，传统和现代交接得那么突兀，在街市中

这是福州唯的木牌坊，上面记载林氏由宋至清的1 5名进士的姓名。家庙祠堂与众不同从木牌

，就来到了林公家庙，在林公家庙内+最值得一提的是那副对联，上联为“进士难进士下难难

下联是“尚书贵尚书非贵贵在三代五尚书”。与众不同的是，其他庙宇讲究‘红淳白墙”，

薹|剁捆埔腓躺^醮枷黼驯赫礞鹏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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蹋踟稳居合
螺洲天后宫又名“螺女宫”，位于仓山螺洲

镇。天后宫建干明代中叶，清代多次重修，现为清

代建筑，为福建省规模较高的天后宫之一。

天后宫靠近清代刑部尚书陈若霖故居。宫殿为

三进单层，宫殿式。前有头门亭，上有藻井，门前

有护栅。门悬直竖“天后宫”匾额，珠门上有钉，

门楼斗拱出跳典雅，门廊两边立有清代重修天后宫

的石碑。大门两边有清末帝师陈宝琛亲撰楹联，

日 “潮汐接嵋洲风马送迎江峡月，帆樯弥建水神

灯下上庙门松。”进而天井，两帝神龛供金柳二

将，俗称千里眼与顺风耳，神像威武庄严。首进大

殿祀天后妈祖，殿墙上绘有记述妈祖生平壁画。二进大殿正中祀螺仙，关于螺仙有关美好的民司传说，传说有

一年青人，以捕鱼为生，朝渔暮归，一个螺仙怜其生活清苦，天天为其操作家务，后来这青年用计使其现身嬖

之为妻。后殿的一侧祀临水陈太后，一例祀陈太后御下虎婆江夫人和白鸡小姐。殿左右墙上绘肯自水毫三十六

婆官壁画，两殿之间后壁绘有临水夫人祈雨斗法与观音于“白花桥”上擒妖的壁画。

螺洲天后宫供奉主妈祖娘娘，亦称“天后”、“天上圣母”、“天妃”等。

天后宫自明代兴建后，嘉庆廿二年陈若霖倡修一次，清同治年间又予重修。天后宫历绎副风《毁损严重，

1993年在里人和台湾侨三胞的支持下，古宫得以重建。如今全宫雕粱画

栋，神明重塑金身，更育。后德齐尽弭风涛奋神力，母仪称圣遍

当年严复发起募捐重修此庙并亲题“尚书祖庙。门额。福州城内修 能工巧匠，造型综合闽、浙建翁风格，其华丽程

有多座尚书庙t此处最早修成，故被称为祖庙·据说当年陈文发从水路 度为当时福州各会馆之首。

被押解北上，曾弃袍于此地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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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池许真君祖殿，俗称下池法主庙。位于仓山区临江街道F池小区，始建于唐朝中叶。有史可稽，亦有百多

年之历史了。

相传，顺_无圣母、临水陈太后陈靖姑故里福州仓山下渡，有一法主庙，庙前有一大池塘，池中建一“点法台”

(俗称“戏台”)。陈靖姑自幼信奉观音菩萨，从小就在下池法主庙内敬香拜佛。她十三岁赴闾山大法院拜问山

道祖许真君为师。这既是“天意”，亦是“缘分”。陈靖姑=三年学得间山正法，当时就是在故里，已有的、唯·

的间山大法院，下池许真君祖庙内，勤学苦练，诚心修道，纯得许真君闻山派术。陈靖姑“出艺”后，直至出嫁

古田县。她每天早、晚均在下池法主庙内念经修道，在“点法台”上作法行事。故此“戏台”，历来被称为陈靖

姑“点法台”；F池大池塘，亦谓“法池”了。

一九九八年五月间，下池乡民在下池法主庙右侧旁，发现并挖掘出“巾帼衣冠不朽”六个大字石刻条石，并

保存在下池许真君祖殿内。从条石字眼上不难推测，就在下池法丰庙附近，明砬地留下了陈靖姑“衣冠泵(摹)”

新建在大池塘旁的雄伟壮丽的“下池许真君祖殿”

热



下池许真君祖殿 法主许真君 殿内青石龙柱一合

信息n这都有力地佐证r里人时陈靖姑的赞颂、散意及陈靖姑与下池主庙之

间的不可分割的、长远的“情缘世故”了。鉴此，下池法主庙确属于千年古

庙无疑r。

问山大法院F池许真肴祖殿，历来香火旺盛，其信徒遍及闽、渐、台、

东南蚯诸罔。她早已是扛南一带久享盛名的闻山大法院法主许真君祖庙之一。

原祖殿规模较小，H』经过文革的破坏，殿已毁坏，经村民的努力初步建

起小殿c一九九四年奔节，香港乡民林美娜同乡过年。她耳闻目睹下池法主

腑如此历尽劫难、破损不堪、实感过意不去。她找乡亲们谈心，表明自己感

受和心愿乐意捐资三三万元，重建从小就熟悉、热爱的下池法祖庙。在她的

、斗5

船动F， ‘座新的股宁迅速建起r。为了纪念她的贡献，特在法主庙墙基上的一块特殊功德碑上刻六大字“捐款

修建旧庙”F打落款“弟子：港胞林美娜敬叩”。这是块不下凡的功德碑。几经沧桑，久历风雨，下池法主庙仿

佛就是一个时光老人，看人ll町花开花落，任天上云卷云舒，但不变的仍是平常心，自然情。以平常心做利民之事，

不求名难T占，这也许是优美的许真君传说留给世人一个永远的启迪。下池法主庙历史悠久，古意盎然，唯朝代

崇钟，历经沧桑，今为仪传藏挖掘

¨：“巾帼衣冠不朽”A个大字石劓

条石，甚为憾之，为固崇祀之典，

倡导许真君历史文化研究价值，保

护文物古迹，并礼庄严，寅虔神

祗，敦睦风俗。故重修下池法主庙

是势之必然矣，逢盛世郅治，民殷

物阜，聚颂升平。时千禧之年重

建。二00三年，祖殿管委会对殿宇

建行改建，扩建、霞修。现在祖殿

总面积达600 8平方米。

下池许真君祖殿，从“零”开

始，经“一波三折”，难乎其难，

走到今天，确不容易。“祖殿”有

今13，不容质疑，是“神”的恩

典、诸位信上的功德。

责任编辑：吴赵青
常务委员(从右至左)：刘光新陈建森俞继霖 曾金钗林金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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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程林氏宗祠位于福州西郊云程山南的洪塘瓦埕村前街，面临乌龙江，与独具一格的洪塘江

心，金山墙寺隔江相望。祠建于明洪熙元年乙已(公元1425年)，占地有3000平方米，砖木结

构，壮丽堂皇。祠的门口，两只大石狮戏球，栩栩如生。进大门有天井，三面环廊，上台阶乃殿

堂。殿顶高陡，屋面弯曲，翼角上翘，使用条砖砌墙。殿堂20米长，直径60公分的五根圆木为中

梁，8米长，直径50公分的四根方柱，以及二十二根圆柱组成木构架式。历经三次重修，仍然保持

着完整的明代木构建筑艺术风格，对研究我国古代建筑有重要参考价值。迨至前清为闽都名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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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春宗祠。近几年

来，这座祠在海外

宗亲大力捐助修

建，由于布局严

谨，规模宏伟，在

附近诸座宗祠中较

为罕见。

“云程林氏族谱》：始祖，国辅公于元末年间任闽镇抚使，驻守福州省城南关。元顺帝荒淫无

道，加上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政策导致天下大乱。波斯国(今伊朗)人赛甫丁·阿里密丁在泉州聚

众作乱，元王朝内讧无暇征讨，则招安授其为福建义兵万户，令其守泉州。可是，他很想在福建

沿海建立一个亦思法王国。他趁着两个蒙古权贵普化帖木兜和若木兜相互倾轧的机会，发动兴、

泉势力进攻省城，国辅公誓死保卫南关。赛甫丁·阿里密丁见城攻不下，便遣使奉重金贿之开城，

国辅公拒贿斩其来使。故酋大怒，调集大军攻城，终因敌众我寡，于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

五月南关陷入敌手，众降。国辅公仗节不屈，公被执，敌酋劝降，竟遭林公怒目严斥，全家八十

一口惨遭杀害，屋遂被焚烧。消息传出，闽都州民无不悲伤泣下，痛悼国辅公伟大的民族气节。

举家罹夷就义，幸义仆郭氏抱幼子林阳外逃，文身断发匿城西马铺，抚育长大成才。从而，保全

了林氏一脉独存。世代发祥，如今已有二十四代了。分布亭江洪塘、连江长龙洪塘、连江官坂洋

尾等村，以及台湾、海外各地。后裔贤达，明清出六位进士，民国以来，英才辈出，爱国爱乡。

责任编辑：吴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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