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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洛书与领导人格》

一把研究人格的镜子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B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4

荩荩荩

版

环君美编姚珑

唐高宗总章二年（

669

年）， 闽泉
州、潮州一带发生“蛮獠啸乱”，“生民苦
之”，危及地方政权。唐高宗诏命归德将
军陈政（陈元光父亲）为岭南行军总管，

率固始籍府兵
3600

名， 将校
123

员共
45

姓，南下入闽平叛。 因水土不服，寡
不敌众，退守九龙山奏请增兵。次年，陈
元光与伯父中郎将陈敏、右郎将陈敷奉
诏领固始籍府兵

58

姓近万人增援，后
来陈敏和陈敷死于道中，他们的母亲魏
氏足智多计划，代领其众。 援兵入闽后
与陈政会齐，击败蛮獠，屯兵于云霄。

垂拱二年
(686

年
)

，陈元光上表请
于泉潮问增置一州变原来的七闽为八
闽，并委派地方官吏。 朝廷同意了他的
请求， 于是因地为名在漳江旁建漳州，

辖漳浦、怀恩二县。 并且朝廷令陈元光
兼刺史之职，自别驾以下，得自辟置。建
置漳州以后，陈元光“乃率众辟地置屯，

招来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工，奏立行

台于四境，时巡逻焉”。唐景公二年（

711

年）十一月初五日，广东流寇东诚复起
于潮州一带，陈元光闻报，乃亲率轻骑
讨之，不幸为贼所刃，以身殉职。 公元
712

年， 朝廷剌建祠庙名陈将军祠，宋
王朝追赠“开漳圣王”。

从设置漳州开始， 陈元光用了
25

年时间，恢复发展社会经济。 陈元光死
后，他的部下和子孙继续进行开发闽南
的活动。陈元光的子陈晌，孙陈酆、曾孙
陈谟，历任漳州刺史。据记载，陈谟至元
和十四年

(819

年
)

卒，也就是说从公元
669

年陈政人闽至公元
819

年陈谟卒，

在长达
l50

年的时间里，陈家
5

代人及
其从固始带来的部下们，一直致力于闽
南地区的开发，直到陈谟的儿子陈泳到
外地做官为止。 《旧唐书》记载，到天宝
年间，漳州已有

5346

户，

l7949

人，更有
意思的是陈泳最后的任职是在河南老
家当光州司马。

通向三里店的河石板桥

老照片

▲

陈元光父子
开漳与固始人大规模南迁

陈元光开漳与光州固始人大规模南迁
随王审知入闽的，有不少是

中原的大姓，如郑姓、王姓、陈姓
等。 两次入闽共

87

姓万余人，这
些人都是固始人。 到陈政之子陈
元光任漳州刺史时，这些军校便
在闽地落籍， 建设与开发漳州，

陈元光父子因此被誉为“开漳圣
王”。 于是固始陈氏和固始

87

姓
便成为福建居民的重要组成部
分。 这个早期移民群体在此后的
几百年间陆续外迁到毗邻的台
湾岛和东南亚各地，繁衍生息成
为庞大族群。 据

1953

年台湾官
方户籍统计资料表明，当时台湾
人口较多的姓氏（数量在

500

户
以上者， 列入台湾

100

个大姓）

其中，就有
63

个姓氏的《族谱》

资料上载明其祖籍河南。 这些祖
籍河南的“河洛郎”族群，多数又
是“开漳将士”后裔。 这些开漳将
士的后裔凭借先进的科学文化
知识，促进了台湾的发展，并逐
渐在当地经济、政治生活中占据
主流地位， 同时“河洛文明”也
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使台湾
政治法律关系上历来与福建联
系在一起

,

历史上曾隶属于福建。

这就是固始与闽台之间地缘近、

血缘亲、文缘深、法缘久的重要
原因。

（据《中原文化记忆丛书·信
阳卷》）

“信阳”作为地名在历史上的首次出现
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

976

年），因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改义阳
军为信阳军，称信阳军，领信阳、罗山

2

县。 这是信阳作为地名在历史
上的首次出现。

信阳县前身有
2600

多年历史，西周，将信阳地增封申伯，史称申
国，春秋时期被楚国所灭，信阳属楚冥厄地。 秦朝时在此设立了
义阳乡，属南阳郡。唐朝为淮南道申州，五代仍称申州。宋开宝九
年（

975

年），改义阳郡为义阳军，太宗时又改“义”为“信”，属
西北道。 元朝时始为信阳州。 明朝时，属河南行中书省，

1472

年归属汝宁府，这种建制一直沿袭到清朝末年。因此，信阳
又简称“申”。

（浩石）

光州马万顺皮作坊， 是专
门加工军用皮革的手工业作
坊。此作坊创建于明末清初，中
兴于康乾盛世，衰落于清末，民
国三年（

1914

年）倒闭，前后经
历了

250

多年的人世沧桑。

清顺治十六年（

1659

年）

光州知州庄太弘任内， 因平定
“明太子”（新蔡人李奇）倡乱有
功，受到顺治帝的召见，升任陕
西凤翔府知府。 他认为自顺治
帝迁都北京以来，战事频繁，而
皮革又是战争所必需， 故向顺
治帝建议征用皮革， 以光州为
重点试办征用皮草革事宜，顺
治帝欣然应允，命他全权办理。

皮革加工本是回胞特长。

光州诸县多回族聚居， 征用皮
革成为光州五县重要任务。 光
州马致文祖传精工皮革， 当时
名闻遐迩。经人推荐，庄太弘同
意，由马致文弟马维礼承包。马
致文，字一彬，是光州副贡刘穆
之婿。 马维礼当时年仅十六七
岁，是光州文学世家刘嗣固（回
族，明广东参政刘懋霖之长子）

乘龙快婿， 年轻有为， 胆识过
人。 此后，朝庭军用皮革加工，

全权委托马维礼主办，包工、包

料、包运，资金充盈，马万顺皮
作坊正式开张。

马万顺皮作坊位于光州南
湖（今潢川县城关南湖）北岸马
宅，有收购店一处，坐南朝北门
面

5

间，后院正屋楼房
5

间，后
门临河，便于舟运，交通便捷，

很快成为皮革加工、集散中心。

皮革加工以牛皮为主，兼
有羊皮、狗皮、水獭皮，分扦毡、

熬胶、药水熟皮等工艺。主要制
作皮衣、皮帽、皮领，也生产虎
皮椅垫、虎皮床褥。有工人近百
人（仅熏制牛皮就有

40

余人）。

产品每次包运到京， 都会得到
工部的赞许。 光州马万顺皮作
坊的产品，不仅居河南首位，在
全国也独享盛名。 光州马万顺
皮作坊因清王朝军用而兴起，

因光州回族尤其是马氏家族苦
心经营而壮大。此后，由军需转
向民用，逐渐面向大众市场，产
品不断创新，品种不断增加，马
家皮革畅销中原、武汉、山东、

苏杭。资金高达数十万银，富甲
全豫。 河南最著名的罗山龚家
皮箱， 当时就是以光州马家皮
革为原料。

（浩石）

（中国摄影家学会会员张一帆提供）

清代河南省最负盛名的皮革作坊———

光州马万顺皮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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