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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永宁古卫城中的
陈有纲墓建于明代，至今
依然保存完整。据市博物
馆馆长李国宏介绍，当年
时任广东南头副总兵的陈
有纲是石狮第二位武探
花。

陈有纲，字用谦，号豫
庭，为永宁镇人。陈有纲
不仅武艺了得，而且素有
儒将之誉。据民国《鳌城
陈氏六房三支漓江公家

谱》记载，有纲“五岁能作
斗大字”，先治《易经》，改
习《春秋》，与泉州名士苏
茂相、李叔元等结“莲社”，
师从杨剑塘先生。凡《四
书》《史记》《资治通鉴》《三
苏文集》，他一诵即了其大
意。因倭寇时常来犯，永
宁习武风气浓厚，怀有一
颗报国之心的陈有纲弃文
习武，于1603年中武举人，
次年中武探花。不久后，

陈有纲钦授南京、荻港守
备。他在任期内忠于职
守，擒盗贼，禁私盐，人称

“长江东控”。
1610年，陈有纲改任广

东都司南头副总兵。次年
夏，岛外倭寇纠集一百余艘
舰船突袭南头，陈有纲果断
率部出击，发炮先登，斩首
百颗、俘敌六十，东南一路
倭寇荡平，人称“广海奇
功”。 （占婷）

在明嘉靖年间，
倭寇不断侵扰我国
东南沿海一带，朝廷
为了防御倭寇，在泉
州 府 设 置 了 永 宁
卫。据《永宁镇志》
记载：当时永宁卫配
以兵额6900人，十八
衙门，“封家不下三
万，官印七十二颗”。

在永宁卫的抗
倭史上，除了俞大猷
与镇海石的传说，还
留下了多位本土抗
倭英雄的感人故事。

王世实，字德孚，号宝
峰，因先祖宜兴人王荣于明
朝永乐中任永宁卫镇抚，世
居永宁。

王世实自小师承家传
武艺，且喜读诗书，师从著名
文学家晋江人王慎中，深受
教益。1538年，世实袭祖父
王纪之职，任永宁卫指挥使
司镇抚。他自感责任重大，
立志“振家声、巩国祚”，以

“扫尽妖蜮酬国家，攘除贼寇
慰平生”自励。军事驰骛之
余，仍不辍习文，并告诫部
下：“军旅不废诗书道艺。”

1561年，倭寇从江浙窜
入福建，永宁卫城首当其
冲。世实指挥卫城军民奋
勇抗击来犯之敌。有一次，
倭寇集中战船，蜂拥而至，
世实退守高地，占据上风，

发炮击沉倭船30余艘，迫使
倭寇遁逃。世实又亲率舟
师追寇于海上，勇擒贼首。
此役官兵射杀倭寇180名，
获兵器301件。

1567 年，起自广东海
丰、惠来的海贼曾大肆攻
掠广东、福建沿海。时任
两广总兵都督同知的俞大
猷特调世实往广东会剿，
并以其骁勇授为前锋。世
实向俞大猷献策，建议多
造闽式大海船以制敌，并
作《拙速解》以说服持有异
议的两浙总督张瀚。俞大
猷采纳他的建议后，屡战
屡胜。1568 年，官军于潮
漳附近的龙眼沙海围攻曾
一本，任前锋的世实身先
士卒，奋勇冲阵，“旬日三
捷”，是役获贼首百余级，

并生擒曾一本。世实却在
血战中身受铳伤，殁于战
阵，年仅49岁。

俞大猷在《呈两广军门
吴公书》中道：“猷先成天下
之事得遇知己士者，受委托
尽心力以任之，生死利害，
付之不顾，又能忠以成谋，

智以集事，世实与泰山争
重。”

王世实殁后，墓葬永宁
北门外北山。明廷追谥“忠
勇”，加升二级世袭指挥佥
事，下旨为他立祠。永宁百
姓为其建“昭忠祠”于卫城
关帝庙旁，春秋祭祀。

王世实：攘除贼寇慰平生

永宁城隍庙后殿拜亭
正面基台有一长方形石条，
上面留有两道刀剑砍划的
痕迹和一些血红斑点，据传
是一位明代抗倭将军留下
的，故称“将军血”。在坊
间，盛传抗倭英烈尤天爵即
是永宁民间流传的“将军
血”故事中的英雄原型。

根据道光《晋江县志》
记载，尤天爵的先代是福建
福清人。他的父亲尤美发
因立下军功，明代调任永宁
卫，担任卫城镇抚。尤天爵
少年时代勤奋攻读，文武双
全，众人经常把他比作唐代
忠烈颜杲卿（书法家颜真卿
的弟弟）。

弘治年间，倭寇时常侵
扰永宁卫城，尤天爵与卫城

守将通力配合，整修器械，
储备粮饷，做好各种准备；
同时，传令永宁卫下辖的崇
武、福全、祥芝、围头、深沪
等地守军严阵以待，互通信
息，要求一旦倭寇登陆，合
围剿杀，待敌撤退时，协同
追击。经过多次较量，进犯
永宁的倭寇屡屡失手，一时
留下“叮咛叮咛，勿犯永宁”
的警戒。

1502 年，倭寇纠集大
部人马，围困永宁卫城。
尤天爵指挥将士，自制扭
攻车、火炮、火鸡等器械，
多方抵御攻城的敌人；又
暗中派兵从城外突击倭寇
营地，打破包围，逼得倭寇
退兵。

然而，倭寇贼心不死，

卷土重来，再次包围永宁卫
城。经过几番激战，卫城粮
草告急，武器装备补给跟不
上，而城外援军一时无法及
时增援，形势非常严峻。有
人劝尤天爵及早撤退，遭其
拒绝。

尤天爵一面指挥部属
拼死一搏，一面疏散城中百
姓逃往晋江、泉州。由于援

兵无法解围，城中守军伤亡
惨重，尤天爵率残部坚持巷
战，宁死不降，最终力竭殉
节。除了长子在卫城沦陷
的前夜逃出城外，其余家人
也与其为国捐躯。

从此，永宁卫城流传着
“将军血”这一悲壮惨烈的
传奇故事，纪念这位爱国将
领——尤天爵。

尤天爵：为国捐躯 守护家园

陈有纲：长江东控 广海奇功

目前发现最早的侨批是，1885
年菲侨名商颜良瞒的叔父颜文钞从
石狮寄给在马尼拉的颜良瞒的回
批。

颜良瞒是石狮钞坑村人，年少
时与乡人南渡菲律宾谋生，重组源
美出入口公司，经营米、糖、海参、水
牛皮等土产业。源美公司在上海、
香港、安南、新加坡等地均有业务往
来，经营米、糖、海参、水牛皮等土
产。该公司把菲律宾的糖、海参直
接配运至上海；从上海进口金器、面
粉等物；从越南进口大米销往新加
坡。

源美公司是西班牙殖民后期创
建的，公司所在地为马尼拉。当时，
马尼拉已经成为东南亚最具活力的
港口城市和海外贸易的中转集散
地，源美公司经营范围扩大到包括
附近其他国家，如中国、新加坡、越
南等国的土产贸易。从跨越不同国
家的经营理念看，这家公司已经具
有跨国经营理念。

颜良瞒在马尼拉和家乡钞坑两
地辗转，后来回到家乡养病，将马尼
拉的公司交给侄儿美寿等人经营。
因此，美寿等人常常要写侨批向颜
良瞒报告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和主
要来往账目。这些侨批都在信笺末
尾盖“源美书柬”的公司章，称良瞒
为“东君”，是对东家的尊称。从侨
批中可以了解到，源美公司与新加
坡的瑞丰号、逢春号和长茂号有经
营往来。

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颜
良瞒常常到香港、上海等地考察商
务。华侨界的领袖人物如陈谦善、
蔡德浅、许志巧等敬其为商界奇才，
都乐意与之交往。

颜良瞒于1889年英年早逝，留
下3个儿子。其妻蔡氏继承其遗志，
并将几个孩子培育成才。此后，蔡
氏认为商业盈亏难以预料，主张收
回源美出入口公司的股金，并用退
出的股金培养孩子，著名教育家颜
文初正是其三子。 （占婷）

颜良瞒和源美公司

闽南老厝的木制窗雕中可见玉
兰花与知了，故为“玉鸣惊人”，意为

“一鸣惊人”。“一鸣惊人”一词，最早
出自《韩非子·喻老》：“虽无飞，飞必
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 （占婷）

闽南木雕中的
“一鸣惊人”

追忆永宁古卫城追忆永宁古卫城抗倭英雄抗倭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