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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福州。两天的游览都

跟严复有关。

福州阳歧村严复祖居中，有一台留声机，游

客可以听到大清国乐。歌词是严复写的：“巩金瓯，

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

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1911 年 9 月 28

日，严复日记中记录：“到禁卫军公所，定国乐。”

这里说的“国乐”就是“国歌”，清廷从康熙和

乾隆使用的皇室颂歌中选了几个调子，请严复填

上歌词。“国歌”确定十来天后，辛亥革命爆发。

辛亥年 12 月 12 日，严复由汉口渡江到武昌。

他三天前登上火车从北京赴武汉，列车上是袁世

凯指定的各省代表，12 月 11 日

到汉口，满城都是战火迹象，

北洋军纵火焚烧汉口，严复说

“民心大抵指向革军”。渡江

之后，严复与唐绍仪等人一同

到了青山织呢厂，严复见到了

北洋水师学堂轮管科 1888 届毕

业生黎元洪，师生相见，“感

动之深，至于流涕”，黎元洪

那会儿是湖北军政府都督。南

北双方代表磋商，严复记录下革命党的底线：极

端反对君主立宪辅以袁世凯内阁，但若实行共和，

袁世凯可以当大总统。

此后几年，民国政坛动荡，严复支持袁世凯

称帝，一生清誉受损。1920 年，严复告老还乡。

1920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11 点，一艘客船驶

入闽江，在马尾罗星塔前抛锚停下，严复回到家

乡，两天前他从上海登船，这几年来他肺病时时

发作，这次是回乡避冬。他在船上能看见罗星塔，

塔高 31 米，七层八角，明朝时罗星塔就已经成

为世界公认的重要航标。1866 年，时任闽浙总督

的左宗棠在马尾创办福州船政，船厂和学堂就在

罗星塔下，1867 年 1 月，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 

学堂中开设的课程有英语、几何、代数、三角、

光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等，入

学三个月后就有甄别考试，不合格者劝退，而后

每个季度考试，成绩一等获十元奖励，二等不奖

不罚，三等记“惰”一次，连续三次三等就开除。

10 月 29 日，罗星塔下，严复也许会想到他年少

苦读的日子。10 月 30 日，他搬入郎官巷的宅子，

那是福建督军李厚基为他安排的住处。

如今，每个到三坊七巷旅游的游客，可能都

会去郎官巷严复故居看看。大堂上有一副对联，

写的是“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

吾言。”对联是严复的笔迹，

落 款 处 是 严 复 的 名 字。严 复

非常喜欢以这十六个字自况，

1906 年 6 月 20 日，郑孝胥日记

中记载：“严又陵来，请为书，

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

不易吾言。”此后这副对联总

是被严复挂在书房里。郎官巷

故居还有一副对联：“起傍梅

花读周易，就书新竹记离骚。”

读中国古书，能获得一种带着点儿虚无的沉静。

由三坊七巷到马尾罗星塔公园及船政博物馆，

大约 20 公里。由三坊七巷到阳歧村，大约 10 公里。

阳歧是一个安静的小村子，严复祖居“大夫第”及

严氏宗祠都在村中，由祖居沿小溪走一公里，就到

了严复墓地。严复在世时就建了墓地，并手书“清

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碑文，“侯官”是福州的

旧称，“清”这个字表明严复自认大清子民。墓碑

前方的横石上刻着“惟适之安”四个大字。严复在

1921 年 10 月 27 日去世，葬于此，原来墓地只有两

百平方米，1988 年动工扩建修葺。现在墓地四周正

在建严复公园，规划面积是 132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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