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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宝岛台南市体育公园
有座亭叫罗公亭，亭前有条路叫罗
公亭路。这亭，就是为了纪念曾主
政台南，造福一方的首任知府“罗
公”而修建的；路也是以之而命名
的。

罗公亭，修建于 1982年，亭体
八角八柱，亭顶翘角隆檐，朱柱紫
瓦，富丽堂皇。每当明曦初启，罗
公亭沐晨露，浴曙光，滋红润紫，熠
熠生辉。亭冠上那颗红顶珠欲圆
又尖，就象是一颗搏动的红心。拾
阶临亭，方亭中央树有一方石碑，
碑上立有一尊罗公半身铜像，铜像
慈颜善目，身着便装，一百多年前
的三品正卿已塑造得完全平民化
了。像下碑石刻有时任台南市长
苏南成撰写的《罗公亭记》。

“罗公亭者，前清台南知府罗
公甘棠之余思也……殂谢后，台南
士民，感激讴歌，思之不置建专嗣
祠之，长志衷思。惜遭日据，祠毁
而址莫考……今以本市体育公园
新建，竹溪展翠，南坛迹近，盖公旧
题咏所及者也。台南市延平狮子
会吊怀旧德，爰建斯亭，以彰善政
不朽之义。”亭记开宗明义记述了
修建罗公亭的来由，称罗公亭就是
台南人民为了缅怀前清台南知府
罗公的政绩和功德而修建的。罗
公谢世后，台南人民为感谢他的恩
德，歌颂他的政绩，曾经修建了一
座专祠来供奉他。只可惜在日本
统治期间遭到毁坏，故址也很难找
到。现在修建本市体育公园，正临
近罗公曾题咏的南坛、竹溪佳境
处，台南市延平狮子会发起在体育
公园修建罗公亭，以彰显罗公政
绩，表达台南人民永远怀念他。

亭主罗公，名大佑，号谷臣，清
代江西省九江府德化县白鹤西乡
（今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狮子街
道）人，一位积劳成疾，死在任所的
台南首任知府。览阅思人，肃然起
敬。顿悟造亭设计者良苦用心：这
亭体八角有方，寓示着台南同胞对
罗公的敬仰和缅怀乃民心所向，八
方归朝；那亭盖顶珠洁如玉，赤如
心，表明罗公署政台南，恪尽职守，
鞠躬尽瘁，他把那颗赤诚之心献给
了台南人民，台南人民也将世世代
代把罗公留在心中；尤其是那尊铜
像的造型，隐去了罗公戎马守边的
威武，秉公执法的威严，在台南百
姓的记忆里，罗公为民请命，替民
作主，脱去官衣官帽，身着便装则
使这位平民知府更为和善，更加可
亲可敬！

方志有载：罗大佑，清道光二

十六年（1846年）生于九江府德化
县白鹤西乡牌楼下书香之家。父
裕琳，饱读诗书，为地方名儒，诰封
朝议大夫。罗大佑自幼以聪颖著
称，名冠庠序。十九岁拔前茅考取
秀才，二十一岁再以优等成绩高中
同治丁卯（1867年）科举人，二十
五岁应礼闱试，中辛未（1871年）
科进士。历任福建省建安、惠安、
永安、晋江、闽县等知县。

光绪十年（1884年），法军入
侵福建，闽江、马江等海防要塞频
频告急。朝廷派张佩伦以三品卿
衔出任福建海疆会办大臣，统军抵
御法军入侵。据《清史稿》记载，张
佩伦入闽后，不听前线军官主动出
击的建议，调集十一艘战舰在马尾
船厂一带被动设防。直至法军集
合战舰，递交战书，发动进攻时，张
佩伦还在犹豫不决，派出他的学生
魏瀚去求和。在侵略者面前媾和，
其结果当然是招致“马江海战”的残
败，十一艘战船即被击沉九艘，参战
八营兵力，三营被歼，五营溃散，马
尾五虎山炮台基地也被全部摧毁。
他自己也落荒而逃，当逃到鼓山脚
下时，被当地百姓阻拦，他称自己是

“会办大臣”，百姓也置之不理。他
只好另择生路，逃往彭田乡。

马江战败，省城福州自巡抚大
员，到杂役小吏都惊惶失措，惶惶
不可终日。时任闽县县令的罗大
佑上马守边，下马安民，早把生死
置之度外，衣不解带，马不卸鞍，日
夜奋战在海防前线。十一年（1885
年）初，罗大佑因战功卓著擢升福
建海防同知。不久又领沙县令，兼
行沙县政务。

光绪十四年（1888年）春，台
湾建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召
罗大佑出任台南首任知府。台南
在设省之前历为台湾府治所，直到
台湾设省，刘铭传才把省治迁到台
北。由此可见，刘铭传对罗大佑的
信任与器重。当时，罗大佑德配冯
恭人溘然病故，正值“七七未满”悲
恸之期。然而，罗大佑还是以国事
为重，强忍内心悲痛，含泪赴任。
并顺路抽查彰化、嘉义两县税赋。
时方酷暑，沿途多积水，罗大佑冒
暑跋涉，亲履阡陌，按图抽丈，以

“丈量不确累及民生为虑”，不辞劳
苦，用两个多月时间清丈完毕。八
月，即赴台南履职。

到任之初，台南吏治不整，廪
库空虚，学馆荒废，社会动乱不
安。尤其是彰化偏居一隅，民风彪
悍，斗殴引发命案习以为常。民恃
强凌弱，官执法不公，致社会秩序

混乱，甚至连衙署门前也时常有恶
棍歹徒扰民滋事。罗大佑延续多
年从政经验，再度从整饬吏治着
手，理积案，白旧冤，伸张正义，除
恶扬善。接着又狠抓社会秩序治
理，涉远村，访巷里，问疾苦，济困
安民。不到半年时间，悍吏恶霸销
声匿迹。台南政通人和，百废俱
兴。从市井商贩，至村夫野老，都
奔走相颂，称新任知府“罗青天”名
不虚传。百姓还自发为衙署挂上
一块“青天白日”横匾。这年，罗大
佑也因政绩卓著晋升道衔。

光绪十五年（1889年），这位
大陆籍首任知府，又在台南大兴道
德教化之举，拨专银，办学馆，教育
兴邦。恰适这年府考，为端正考
风，他亲任主考。文童试，他坐镇
督察，亲自审批试卷；武童试，他也
亲临校场，现场面试步箭技勇。选
拔了一批文武兼备的可造之才，推
动了台南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年四月七日，正值罗大佑大
展鸿图之时，却积劳成疾，死于任
所，享年四十三岁。罗大佑英年早
逝，举台同悲。巡抚刘铭传、观察
使唐景崧等具疏朝廷，光绪帝下旨
诰封，追赠罗大佑为太仆寺正卿，
荫袭三品。

“旷野维舟地，孤村烟火遥。
月明惊宿犬，风急落寒鵰。往者忧
淫涝，漂流万户凋。哀鸿渐安集，
生计尚萧条。”罗大佑理政之余，工
辞章，乐咏吟，与同在台湾的施士
洁、丘逢甲、唐景崧等名士常有赠
答唱和，后人将他们的酬唱结集，
编成《四进士同咏集》。他个人也
有《栗园诗钞》行世，这是存录于诗
钞中的一首叫《泊野》的五言律，从
诗的意境中足可读出，这位首任知
府在主政台南期间，有多少个日日
夜夜是在访贫问苦中度过？在这
位“往者”的心中，他担忧的是百姓
的淫涝，操劳的是百姓的生计！

“罗公性情刚直，处事果毅，体
察民情，秉公理政。一生嗜书画，
乐咏吟，琴鹤相随。宦游二十余
年，处膏腴之地而不自阔，家无寸
土寸椽之增，囊无一分一文之积。”
这是史家对罗公的评价。他，是位
清官，也是位儒雅之士！

“一亭胜景纪先贤，缅当年尽
瘁台疆，巷里讴歌思太守；五马循
声怀祖德，存手泽增辉史乘，栗园
诗卷播清芬。”这是罗公侄孙罗其
濡为罗公亭所题的一幅楹联。罗
公亭，是大陆籍一位清官在台湾的
政绩见证，也是两岸同胞荣辱与
共，一脉相连的历史见证！

修水县水源乡位于湘鄂赣三省边陲黄龙山
脚下，在这偏避的山旮旯里，流传着一个名叫“冷
连英”的女子的英雄故事。

冷连英，1891年出生于修水县黄龙乡一个贫
苦农民家里。12岁时嫁给水源乡万盛里（地名）
14岁的朱子昌做童养媳。冷连英吃苦耐劳、泼辣
能干，丈夫靠打长工、做短工维持全家人生活，两
人苦命相连、情笃意深，有浓厚的阶级感情。

1928年，行侠仗义的朱子昌在水源党组织的
教育和培养下，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
担任三区五乡（水源）苏维埃政府主席。受丈夫
朱子昌的影响，冷连英拥护苏维埃革命，支持朱
子昌的工作。

1930年修水“红五月”大暴动后，仁乡一带土
地革命红红火火。冷连英协助丈夫做群众工作，
经常走东家串西家，组织全乡会编斗笠草鞋的人
编织斗笠与草鞋、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筹集物资
支持前线，水源一带村村落落到处留下了他们夫
妻忙碌的身影。当年七月，三区五乡苏维埃在景
福殿召开了扩大红军的群众大会。由于“扩红”
工作扎实细致，乡苏主席朱子昌一声号召，景福
殿人山人海，一次就有 230人报名参加了红军，
取得了“扩红”大胜利，三区五乡被县苏表彰为

“扩红支前模范乡”。
1931年5月，盘踞在黄龙山的卢伯魁挨户团

在湖南平江县国民党常备队配合下偷袭攻打水
源苏区，由于叛徒告密，湘鄂赣边交通站“異品
斋”遭到破坏，干部群众近百人遇害。

“異品斋”交通站被破坏后，挨户团时不时来
偷袭水源。出于安全和保密考虑，区苏将联络点
临时安排在冷连英等几户可靠的干部和群众家
里。遇到党组织开会和商量工作，冷连英总是义
务承担望风、送信和烧水等任务，默默地支持党
组织、苏维埃和丈夫的工作。

1932年秋，红白相争形势急转直下，水源苏
区落入白匪手中。为避敌锋芒，三区书记朱庆隆
等考虑冷连英的安全，要她随朱子昌和区乡机关
转移，冷连英执意不肯。她对丈夫说：“子昌，我
身体不好，在你身边只会增加麻烦，影响你的工
作，我还是留下来！”朱子昌和朱庆隆都劝说：“你
留下来会很危险！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冷连英
反倒安慰他们说：“你们放心，我留下来你们也多
个耳目，谅挨贼也不敢把我乍样！”

一次，冷连英接受任务，打探挨户团四大“马
刀手”之一叛徒卢庆员的动向。她又找借口回娘
家，把卢庆员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赤卫队昼伏
夜出，铲除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刽子手。

挨户团受到打击后，卢伯魁似乎嗅觉到了异
常，冷连英经常往来黄龙与水源之间，引起了挨
户团的怀疑。他们阴谋捉拿冷连英杀一儆百。

1933年冬一个寒冷的下午，挨户团团副卢焕
梁带着爪牙突然袭击包围了万盛里。

冷连英正在烧水煮饭，来不及避开，白狗子就冲
进了家中……“土匪婆，老实交代是不是你给赤匪送
了信？赶快把你家子昌那个赤匪头头交出来！饶你
不死。”卢焕梁气势汹汹地威胁。一帮白狗子也张牙
舞爪、嚎嚎叫叫：“赶快把赤匪佬交出来！土匪婆、土
匪婆！”挨户团班长卢洪宿凶神恶煞朝冷连英就是一
枪蔸砸去。性格刚烈的冷连英忍无可忍，端起一锅
烧得翻滚的开水，连锅带水砸向白狗子，卢洪宿顿时
皮开肉绽，被烫得嗷嗷直叫……

“把土匪婆抓起来杀掉！”卢焕梁恶狠狠地下
令！白狗子疯狂般的一拥而上。冷连英顺手操
起一把菜刀劈向一个白狗子,白狗子被她的气势
一下镇住了。冷连英奋力冲向屋外，边骂边跑：

“挨贼崽，老娘就是死，也偏不挨你一刀！”“扑通”
一声，纵身跳进屋侧的水塘。白狗子紧追上来，
朝水塘中“突突”冒泡的地方就是一阵乱枪……
冷连英壮烈牺牲。

白狗子走后，乡亲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掩埋
了烈士的遗体。

1934年6月，在画坪苏区坚持斗争的朱子昌
不幸被捕。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朱子
昌、冷连英烈士夫妇的遗骸安葬在水源烈士陵
园。在仁乡一带，至今人们还称颂他们是一对生
死与共的战友，被群众誉为“夫妻双烈”。

□ 刘为珍

罗公亭与台南首任知府

巾帼英烈——冷连英

□ 朱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