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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　《闽南文化丛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我们之所以组织撰写这套丛书，主要基于以下的三点学术思考。
　　一、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极具鲜明特色的地域
文化。
闽南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磨合，以及东南沿海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
等多种因素逐渐造就的。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培育了闽南文化，而深具地域特色的闽南文化又使得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显得更加
丰富多彩。
当今，区域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一个学术热点，从中华文化整体性的角度来考察区域文化，闽
南文化的研究理应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二、闽南文化是一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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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种学术工作，闽南宗教研究没有捷径可走，需要的是老老实实的文献查考与社会调研。
之所以强调文献查考与社会调研的结合，是因为闽南宗教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要了解闽南宗教的历史，非从文献人手不可，只有充分占有文献资料，才能对其历史脉络有比较切实
的把握；由于闽南宗教又是活跃于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就必须深入民间，进行必
要的田野考察。
人们面对宗教具有什么态度，不同宗教如何在人群中传播，其吸引力何在，这些都是应该认真思考的
问题。
　　为了便于操作，也为了内容的完整性，《闽南宗教》拟以道教、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为基
本模块来组合材料。
对每一种具体的宗教，我们既要追溯历史，也要了解现实。
在叙述思路上，既有纵向，也有横向。
换一句话来说，我们既要有来龙去脉的稽考，也要有对个题的集中阐述，诸如各宗教的派别组织，文
化建树、慈善事业、社会影响等等，这些内容都可以各自成为专题，进行立体考察，以便展示其纵横
交错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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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闽南宗教释义二、闽南宗教的共性与区域文化印记三、闽南宗教研究的意义、思路及方法第
一章闽南道教第一节闽南道教的相关传说及沿革一、闽南道教的相关传说二、闽南道教的历史沿革第
二节闽南道教的派别与组织一、闽南道教的派别二、闽南道教的组织管理第三节闽南道教的主要宫观
及其建筑特色一、闽南道教的主要宫观二、闽南道教主要宫观的建筑特色第四节闽南道教的科仪活动
与文化建树一、科仪活动二、闽南道教的文化建树第五节闽南道教与台湾道教之关系一、台湾道教概
况二、闽南道教与台湾道教之关系第二章闽南佛教第一节闽南佛教的文化背景与传来路线一、闽南佛
教的宏阔文化背景二、闽南佛教的传来路线第二节闽南佛教的历史发展与僧侣寺院一、两晋南北朝时
期闽南佛教的初期传播二、隋代闽南佛教的缓慢进程三、唐代闽南佛教的飞跃发展四、五代十国时期
闽南佛教的广泛流布五、两宋闽南佛教的兴隆六、元明清时期闽南佛教的衰退与复兴七、民国年间闽
南佛教的变革八、新中国闽南佛教的再生第三节闽南佛教的主要宗派与传播网络一、明末临济宗天童
派下禅僧二、闽南佛教中福清黄檗山隐元隆琦的法派三、厦门虎溪派系四、漳州南山寺法派第四节闽
南佛教的慈善活动与僧伽教育一、闽南佛教的慈善活动二、闽南佛教的僧伽教育第五节闽南佛教与台
湾佛教第三章闽南基督宗教第四章闽南伊斯兰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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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闽南道教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这是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鲁迅先生的这一名言充分显示了道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深刻影响。
自东汉末以来，道教不仅建立了自己的信仰体系，而且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组织机构和经典文化。
由于适应了中国的社会需要和民众的生存心理，道教逐步壮大并且随着移民而传播开来。
在历史上，闽南曾经是各地移民的聚居地之一，这样，道教也就随之进入闽南，在闽南扎根、发展、
演变，从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闽南道教。
　　第一节闽南道教的相关传说及沿革　　宗教信仰不但借助传说而立足社会，还通过传说扩展影响
，道教也不例外。
如果说农耕制度是道教传播发展的特定社会环境，那么神仙传说也就是道教传播发展的特定文化土壤
。
从历史上看，神仙传说先于道教而存在。
道教产生之后不仅以神仙传说作为传播发展的媒体，而且汲取其中的养分，将之与其他文化因素结合
起来，从而积淀、衍生了新的信仰文化形态。
因此，我们研究闽南道教也就需要从神仙传说人手来进行多维度的考察。
　　众所周知，福建在先秦时期乃是闽越人聚居之地，遥处东南沿海，与中原相距遥远，跟中原文化
的交流甚少。
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22年设立闽中郡以来，中原文化才逐渐传入福建。
不过，就神仙传说而论却是由来已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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