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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湾问题是萦系在海内外所有中华民族子孙心上的一个最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
一个多世纪来，台湾无论沦人日本的殖民统治，还是处在两岸对峙的政治纠葛之中，都是作为祖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存在着，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压力下，都不能把它和祖国分开。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同胞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子民；台湾社会和祖国大陆
社会一样，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建构和发展的。
共同的文化，是一股潜在的、巨大的力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维系台湾与祖国密不可
分的精神纽带。
这一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各族
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中国人的纽带，也是实现祖国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台湾与祖国的文化亲缘关系，最先、最直接的就体现为台湾与福建的关系。
这是由地理和人文关系决定的。
福建和台湾，都是以中原南徙的移民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
稍有不同的是，在福建，中原移民南徙入闽，至宋代已基本完成；而在台湾，则是自明末清初开始，
才由南徙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再度大规模迁入台湾。
其文化也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化发展，再度播人台湾。
因此，闽台社会都先后经历过一个共同的内地化、文治化，实质也就是中原化的过程。
闽台被视为一个共同文化区，皆因其文化有着历史形成的密切亲缘关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闽台民间习俗>>

内容概要

丛书既名“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顾名思义，是以文化为讨论对象，以关系为切入点，在闽台的
背后，涵盖的其实是两岸，所涉及的也不单纯只是文化问題。
它是以闽台为中心，民文化为重点，来论析两岸关系的一套系列著作。
丛书的选題，包括了林国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闽台区域文化研究”，
刘登翰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项目“两岸文学艺术的文化亲缘研究”，以及福
建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大项目“闽台文化关系研究”等诸个课題。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闽台民间习俗>>

作者简介

方宝璋，1951年5月生，福建莆田人。
历史学博士，现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审计史研究中心主任。

    方宝璋长期从事中国财经监督史和闽台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共完成专著8部，代表作为《中国审计史
》、《宋代财经监督研究》、《中华文化通志·闽台文化志》、《闽台民间习俗》等；在《中国史研
究》、《审计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文史》、《光明日报》（理论版
）、《炎黄文化研究》等各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代表作主要有《中国古代审计史概论》、《
宋代审计机构若干史实之考证》、《论比部》、《略论中华区域文化》、《论闽台文化史中的几个问
题》等。
其中有十几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转载。
《中华文化通志·闽台文化志》获1999年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中国古代审计史话》获2000年
福建省社科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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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唐五代中原民俗对福建的影响唐五代随着中原汉人不断移民入闽，汉人与土著之间的融合加快。
由于移民中男性比例较大，特别是陈元光和王审知部属定居于福建，使汉民的男女比例更加悬殊，其
中不少汉族男性与土著妇女通婚，放弃中原籍，作长期落户于福建的打算。
陈政的部属丁儒《归闲诗二十韵》对唐中期闽南地区的民族融合在民俗上产生的影响做了描述：“漳
北遥开郡，泉南久罢屯。
归寻初旅寓，喜作旧乡邻。
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
辞国来诸属，于兹缔六亲。
追随情语好，问馈岁时频。
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
呼童多种植，长是此方人。
”①唐代时，中原文人任福建地方官，开启了福建民间崇儒重学的风尚。
如大历七年（772年）李椅都督福、建、泉、漳、汀五州军事。
到任之后，在福州城南另建新学，“以五经训民，考校必精，弦诵必时。
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竞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
，被于庶政。
”（2）建中年间常衮任福建观察使，“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钧礼，观游燕
飨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人中国后，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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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俗是一种俗文化，在民间可谓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其对人的影响几乎是“无微不至”。
就我个人来说，从小耳濡目染于此，闽台民俗对我诸方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闽台民间信神佛敬祖宗，几乎无节不祭祀。
我的母亲就是一位虔诚信神佛的家庭妇女，诸多神佛诞辰、得道日、祖宗的生辰忌日，每月的初一、
十五，都要烧香点烛拜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拜神佛祖宗。
母亲最信的是观音菩萨，她一生的宗旨就是慈悲为怀。
左邻右舍，无论哪一家有了事情她都要去帮忙，无论哪一家有了不幸，她总是流下同情的眼泪，尽她
微薄的能力去关心人家、安慰人家、帮助人家。
母亲的这个性格对我们下一代影响很大很深，使我们懂得如何真诚、热情、善良地对待世人，尤其是
那些弱者。
我的家乡莆田可谓是戏剧的王国。
母亲、舅母爱看戏。
记得孩提时，每年暑假我和兄弟们最爱回外婆家。
有时在晚上，舅母会带着我们赶到几里路外去看戏。
在空旷的晒谷场上，搭起一个戏棚，锣鼓喧天，人头攒动。
四周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吸着麦螺，嚼着花生，《陈三五娘》、《团圆之后》、《白蛇传》、《梁山
伯与祝英台》，人间真情、悲欢离合，震撼着我幼小的心灵。
这乡间的小舞台，使我懂得了很多，这是在学校课堂中难以学到、体验到的。
长大后，我们兄弟走南闯北，北京、上海、香港、巴黎、慕尼黑、纽约的歌剧院，高雅堂皇，令人赞
叹。
但是，我们对家乡的戏棚仍然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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