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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闽台民间信仰源流》是一本研究福建、台湾两地民间信仰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作用的书。
全书共分12章，分别研究了闽台民间信仰的由来与社会基础，闽台两地的自然崇拜，闽台祖先与行业
祖先崇拜，闽台医药神与瘟神崇拜等。
　　一个多世纪来，台湾无论沦入日本的殖民统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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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播入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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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闽台民问信仰的由来与社会基础自古以来，闽台民间信仰特别发达，林立的宫庙、成百上千的
神灵、频繁的宗教活动、众多的信徒构成闽台民间信仰的基本内容。
闽台民间信仰的产生和发展，在深受中华文化传统影响的同时，与闽台地区的自然、社会、历史等密
切相关。
闽越族的“好巫尚鬼”的传统，与陆续从中原传来的巫术相结合，相沿成习，为闽台地区民间信仰的
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旱灾、水灾、台风等自然灾害和瘟疫等传染病，以及战争、盗匪、械斗等等
社会矛盾，促使闽台民间信仰的形成；随着汉代之后中原汉人大批迁徙福建，和明末清初闽人大批移
民台湾，民间信仰得到迅速传播；而南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又有力地推动了福建民间信仰的发展。
第一节“好巫尚鬼”的传统与民问信仰的滋生秦汉之前，中国大陆东南为百越族的聚居地，《汉书地
理志》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1.居住在福建境内的原住民称“闽越”。
同一时期居住在台湾的土著民族族属问题十分复杂，他们是不同时期，从不同地方迁徙人台的，其中
十分重要的一支是从福建迁徙入台的闽越族，这从其后裔高山族的文化特征如文身、断发、缺齿及蛇
图腾崇拜等与闽越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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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笔者在1996年曾经撰写《闽台民间信仰源流》小册子，收入“番薯藤文化丛书”，由台湾的幼狮文化
事业公司出版。
由于篇幅限制，全书不到10万字，所以不够全面和系统。
这次有机会重新审视闽台民间信仰源流，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比较全面和系统。
同时，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也努力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抛砖引玉，希冀将闽台民间信仰研
究引向深入。
民间信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从政治上看，民间信仰是一把双刃剑，其宣扬的宗教道德对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但大规模的民间信
仰活动如果失去控制，也会影响衽会稳定，因此，必须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管理；从文化上看，
民间信仰保存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并经常与民俗活动融为一体，成为百姓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然而，与民间信仰相关的各种文化形式往往不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更多的恐怕是糟粕，或者是
精华与糟粕并存，因此必须进行批判的继承；从宗教上看，民间信仰是宗教文化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阶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可预见的将来，民间信仰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但存在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合理的也不一定都是值得提倡的，对于民间信仰，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用科
学的态度去审视它，揭开其神秘的外衣，还其本来的历史面目。
尽管这项工作十分艰巨，但很值得有识之士努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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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闽台民间信仰源流》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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