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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乐县现存《玉华洞志》完整版4册，包括明
天启王之柱版、清顺治孔兴训版、清康熙廖鹤龄
版、清雍正陈文在版。

年代最久的洞穴导游图集

将乐县档案局保存的一套清康熙廖鹤龄
版，其中 80 幅玉华洞明代导游图由明甲辰年
（1484 年）将乐书法家、画家、诗人萧慈所绘，以
玉华洞内外实景为依据，将 176 处古迹和景点
以诗解意、以画示形。此志入《福建省档案文献
遗产名录》，2008年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认定为

“年代最久的洞穴导游图集”。这本文献是最早
介绍玉华洞地形地貌、游览史及诗词歌赋等的
书籍，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学价值。

在“2007年中国溶洞旅游论坛”上，中国工
程院卢耀如院士、中国地质学会洞穴研究会会
长朱学稳教授等专家看到图文后，惊叹《玉华洞
志》为“世间罕见的瑰宝”。卢耀如院士欣然亲
笔赋诗以赞：“玉华古洞的溶洞奇异景观与文化
珍迹，不仅仅是属于福建的，而是属于全中国
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自然景观与悠久文化珍
迹相和谐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玉华洞因其

独特的区位性和科学性，以及文化上的独特内
涵，被评为“中国四大名洞”。

图诗合璧 名洞增辉

2008 年，为打响中国四大名洞——玉华洞
品牌，由将乐县玉华洞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和县
旅游局组织、将乐县本土老学者吴福瑞先生编
注、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做序的《最早溶洞画
诗——稀世瑰宝》一书出版。这本书以明代萧
慈手绘的80幅明代“玉华洞古导游图”为骨骼，
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从将乐县城出发到玉华洞旅
游过程中的176处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以图中
标明的古迹和景点为肌腱，以古人为其所写部
分诗词歌赋为肤发，辅以精练的文字注解，展示
了玉华古洞奇特的自然景观、悠久的游览历史、
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一本融图画、诗词为一体的
精美之作。

2019 年 6 月，将乐县举办《稀世瑰宝》书法
展。共征集到书法作品50余件，从中精选了38
件共42幅优秀作品参加展出，作品取材于《稀世
瑰宝》一书中描绘玉华洞景的经典诗词，以行、
楷、隶、草等多种字体，以精妙的书法艺术语言再

现了玉华洞景之美妙绝伦及深厚的文化内涵。
去年10月，吴福瑞在将乐县文化馆举行了

《话说将乐与玉华洞》专题讲座，受到了与会者
的好评。“除了诗词歌赋，玉华洞相关文章中有
很多关于环境保护的词句，也非常值得我们后
人借鉴。”他说。

两千年来，数以千计的文人墨客与高官名
宦有感于玉华洞的胜景，或抒情，或赞美，留下
千余首诗词画作和百多处摩崖石刻，现存宋、
元、明、清和民国时期清晰可辨的题刻就达 17
幅，使玉华洞成为最富文化底蕴的溶洞。

三十多年来，吴福瑞一直致力于收集玉华
洞题咏，从宋朝到现代，共收集469名作者的980
件作品，其中诗词联赋717首，序记跋文80篇，
图154幅，摩崖石刻、碑刻、墨书29幅。

研究挖掘 传承文化

此外，在将乐县玉华洞管理委员会的策划、
指导和支持下，吴萧和瞿绍荣还整理和复制了
明天启、清顺治、清康熙和清雍正《玉华洞志》。
由将乐县旅游事业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纂的地方志《玉华洞志》，吴萧整理校订、瞿绍荣
复制的清周于仁《玉华洞纪游诗》、吴萧编撰的

《玉华胜景图记》等文献先后面世，进一步丰富
了玉华洞的文化内涵。

琼楼玉宇、渴龙饮水、朝天曙色、蓬莱叠翠、
风飘泪烛.……时至今日，玉华洞仍一直沿用古
人留下的名称命名景点，完整保护原有的文化
资源。

“《玉华洞志》的研究，为全国溶洞文化研究
提供素材，深入挖掘玉华洞文化底蕴，对传承保
护历史文化遗产起到重要作用。”将乐县玉华洞
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乐县加强《玉华洞志》保护研究利用

让稀世瑰宝万古流芳
●本报将乐记者站 陈雨丽

元宵之际，65岁的四川老汉从高速服务区走失。
沙县青州派出所民警黄伟和同事们，历经15个小时终
于将老人找到。“真诚感谢黄伟警官，人民的好卫士
……”老人的亲属邹先生在微信朋友圈里道出了感激
之情。

原来，邹先生开车带着65岁的大舅哥蒋大爷等3
名亲属，从四川广安老家赶往福州和家人团聚过元
宵节。他们长途赶路，2月4日凌晨到达沙县青州高速
服务区停车休息。蒋大爷想在服务区透透气，就一个
人下车，此后便没回来。众亲友在服务区里里外外找
了近4个小时，也没找着。蒋大爷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几乎无自理能力，身上没带手机及身份证明等物品。
邹先生一行人慌了神，赶忙拨打110报警。

接警后，青州派出所民警黄伟、辅警林文皇赶到服
务区，了解事情经过后，他们围着服务区仔细走了一
遍，发现周边围挡设施完好，老人有可能走出服务区，
步行沿着高速公路离开。但服务区监控系统因改造无
法查看。

情况紧急，青州派出所立即安排其他警力沿着高
速公路寻找，黄伟驱车50多公里，到三明交通监控中
心求助。监控发现，蒋大爷下车后，径直走上高速公
路，朝南平方向走去。沙县公安分局立即向三明高速
交警通报情况。高速交警核实，一名老人沿着高速公
路行走，但凌晨4时许通过低矮护栏离开高速，走向铁
路方向。

青州派出所即刻编发寻人启事，通过三明北车站
派出所，向铁路沿线投放。很快接到反馈，当日7时，
青州铁路站工人巡路时，发现了一名老人。为安全起
见，工人将老人劝离，老人走向青山纸业厂区。经辨
认，老人正是蒋大爷。

青山纸业厂区方圆近 2 平方公里，厂房、楼房林
立，仅仅生活区就有近百幢居民楼，如何快速找到蒋大
爷？黄伟发动青纸社区全体网格员共同寻找。22时
许，一名网格员反映，在青纸基地小区附近发现蒋大
爷。黄伟立即赶到现场。此时，蒋大爷因连续十几个
小时冒雨行走，饥寒交加，体力耗尽，连话都说不出来。

民警和邹先生等人将蒋大爷扶上车带回派出所，
为他换下湿透的衣物，给他拿来开水和面包食用，老人
才慢慢恢复了体力。这时已是2月5日凌晨。

提醒：家中如果有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可为他
们制作身份信息卡，注明姓名、家庭住址、病史、家庭联
系人及联系电话，放在老人衣袋或挂在脖子上，也可将
标有身份信息的布片缝在老人外套上。条件允许的，
可以让老人使用电话手表或定位器等电子设备，以便
查看、追踪。 （李光祯）

沙县：路网搜索
找回迷路四川老汉

2月6日，一位市民给永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送来
锦旗，感谢交警快速破获肇事逃逸案件，打击了交通违
法，维护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知事发那天永安交
警日以继夜破获两起逃逸案，这位市民连连点赞。

1月14日17时58分，一名群众报警称，其亲属驾
驶摩托车被自行车撞到受伤，自行车逃逸。民警郑泉
生、郑寒冰赶到现场，调取路段监控查看。经查，驾
驶二轮摩托车的司机为躲避逆向行驶的二轮自行车，
碰到路沿，车辆摔倒、司机受伤，后经医生抢救无效
死亡，肇事自行车司机逃逸。民警到永安市公安局监
控中心，沿街调取监控，锁定肇事自行车已逃到附近小
区，但无法确定具体楼栋。临近春节，若无法迅速破
案，可能造成社会治安不稳。大队长林希宁与事故中
队长张隽、办案民警郑泉生赶赴小区分头走访调查，最
终在肇事逃逸者彭某家中将其抓获。这时离事发仅过
2小时。

凌晨1时许，永安市城东大道一市民驾驶摩托车
摔倒，昏迷在路边，摩托车损毁严重，地上残留许多碎
片。民警郑泉生赶到，将伤者送医院抢救，因救治及
时，伤者脱险。

现场勘查中，郑泉生察觉地上残片有些蹊跷，进一
步勘查确认是汽车保险杠的碎片。民警判定事故并非
骑车摔倒，而是与汽车发生碰撞所致，汽车肇事后逃
逸。深夜调查难度加大，林希宁得知后，联系永安市公
安局指挥中心“情指行”（视频监控）一体化专班协助，
很快锁定逃逸者冯某。办案民警电话联系其家属劝其
投案自首，无奈家属不配合。林希宁亲自到其家中，说
明法理，家属终于同意配合。次日，冯某到大队投案，
并支付了伤者治疗费用。1月16日，受害人家属到交
警大队送锦旗致谢。

提醒：发生交通事故后要第一时间保护现场、救助
伤者并及时报警，等候交警处理，切勿心存侥幸，逃离
现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交通肇事逃逸终究难逃法
律的严惩。 （廖昌照 苏 悦）

永安：一日连破两起逃逸案

2月6日9时许，三元公安分局巡特警反恐大队巡
防组民警徐凯，辅警李少雄、王剑巡逻发现道路上车辆
拥堵至列西桥头路口。

民警驱车巡查，发现三元医院对面公交站路中间
停着一部轮椅，车上那名残疾男子正不知所措。这里
车来车往，比较危险。民警、辅警当即将男子和轮椅挪
到安全地带，该路段恢复畅通。

询问得知，男子姓舒，38岁，因小儿麻痹症残疾，
住在梅岭路某小区。当天8时30分许，他坐着轮椅出
来溜达，顺便买点生活必需品，走着走着，轮椅走不动
了，原来是前进后退的把手坏了。就这样，车辆堵到桥
头路口 。

随后，民警将舒某送回家中，舒某的家人连声道谢。
提醒：家中有残疾人外出最好有家人陪同，使用轮

椅车等交通工具时家人要提前检查是否完好，以免外
出时发生故障。 （邱 云）

三元：“抛锚”轮椅平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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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清流县嵩溪客家文献
馆发现雍正版将乐《玉华洞志》。

古时三明地区境内有两个玉
华洞，都是著名的溶洞式风景名
胜。清道光版《清流县志》中记
载：“玉华洞，在永得里 （今嵩
溪镇） 玉华铺之半岭，当孔道
旁。清之胜景也。”当地人为了
区别它们，把将乐县境内的玉华
洞称为“大玉华洞”，清流县境
内玉华峡处的称“小玉华洞”。
20 世纪 70 年代，为生产水泥，
清流小玉华洞的石灰岩作为水
泥的石料，慢慢被炸毁了，这
一景区消失。笔者还记得小时
候此洞中许多岩石上刻着古时
文 人 墨 客 留 下 的 石 刻 书 法 墨
宝。时过境迁，现在人们只知
道将乐县境内的玉华洞。

将乐玉华洞，在离县城南 7
公里的 天 阶 山 下 ， 总 长 10 公
里，主洞长500米，是福建省最
长最大的石灰岩溶洞，被誉为

“闽山第一洞”“华东第一洞”，
是闻名全国的“四大名洞”之
一 。 西 汉 初 年 乡 民 发 现 玉 华
洞，此后一直有人游览，明代
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曾盛赞玉
华洞“炫巧争奇，遍布幽奥”、

“ 透 露 处 层 层 有 削 玉 裁 云 之

态”。明代万历时将乐县令林熙
春于 1592 年编纂 《玉华洞志》，
为这一罕见奇观留下珍贵记录。
这是《玉华洞志》最早版本。此
志一册 10 卷，流传稀少。明天启
年、清康熙年、雍正年均有重刊。
目前收藏的以康熙版本较常见。

清 康 熙 五 十 四 年 （1715
年） 将 乐 县 乡 绅 廖 云 友 重 修

《玉华洞志》，此志入 《福建省
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被上海大
世界吉尼斯认定为“年代最久
的洞穴导游图集”。

最近，清流县嵩溪客家文
献馆在收藏古籍中发现雍正年

《玉 华 洞 志》， 书 存 卷 一 ， 一
册 ， 长 25.2 厘 米 ， 宽 15.5 厘
米，共 63 页，130 面。内有 80
幅精美的木刻版画。此志用珍
贵 的 将 乐 龙 栖 山 产 的 “ 西 山
纸”雕版印刷，精刻精印，古
色古香，赏心悦目。序文和跋
文显示，这部雍正版 《玉华洞
志》 是以将乐县乡绅杨潮、廖
鹤龄等为首的15人出资重刊。

《玉华洞志》 是我国古代少
有的一部专门为溶洞景观编写的
志书，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文献价
值，是三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弥足珍贵。

▲▼ 清流县嵩溪客家文献
馆发现的雍正版《玉华洞志》

将乐县档案局保
存的清康熙廖鹤龄版

《玉华洞志》刊印本

《玉华洞志》中精美的木刻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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