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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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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既向往追寻中华的核心主流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顽固地保持边陲文化的变异体
态；既依归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文化体制并积极为之作出贡献，又不时地超越传统与现实的规范与约
束；既有步人之后的自卑心理，又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的意识；既力图在边陲区域传承和固
守中华文化早期的核心价值观念，却又在潜移默化之中造就了诸如乡族组织、帮派仁义式的社会结构
。
这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可以把许多看似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人文因素，有机地磨合和交错在
一起。
也许正是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闽南区域文化及其社会经济的持续生命力，从而
使得闽南社会及其文化影响区域能够在坚守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有所发扬，有所开拓。
我们通过对于闽南二元结构文化结合体的研究，应该有助于对于中华文化演化史的宏观审视。
    三、闽南文化是一种辐射型的区域文化。
从地理概念上说，所谓闽南区域，指的是现在福建南部包括泉州、厦门、漳州所属的各个县市。
然而从文化的角度说，闽南文化的概念远远超出了以上的区域。
由于面临大海的自然特征与文化特征，使得闽南文化在长期的传承演变历程中，不断地向东南的海洋
地带传播。
不用说祖国大陆的浙江温州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沿海，以及祖国的宝岛台湾，深深受到闽南文
化的影响，形成了带有变异型的闽南方言社会与乡族社会，即使是在东南亚地区以及海外的许多地区
，闽南文化的影响所及，都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
因此，闽南文化既是地域性的，同时又是带有一定的世界性的。
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之下，研究闽南文化尤其显得深具意义。
    闽南文化的内涵是极为丰富深刻的，其表现形式是多姿多彩的。
为了把闽南文化的整体概貌比较完整地呈现给读者，我们把这套丛书分成十四个专题，独立成书。
这十四本书，既是闽南文化不同组成部分的深入剖析，同时又相互联系、有机地成为宏观的整体。
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一方面对于系统深入地研究闽南文化有所推进，另一方面则更希望人
们对于闽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有着更为全面的了解和眷念，让我们的家园文化之情，心心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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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史前时期的闽南　　传统看法认为，史前时期的历史是指自人类活动开始，直至夏朝建
立以前这一阶段的历史。
这一阶段时间跨度较大，大约从170万年前到公元前21世纪。
　　考古学家把从人类起源开始到农业出现以前的漫长时代称作“旧石器时代”，其时间同地质上的
更新世大致相当。
就宏观而言，旧石器时代约占人类历史总长度的99.9％以上。
在这样漫长的时间段内，人类体质有了很大的进步，先后经历了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三个阶
段，体态由猿人向现代人过渡，脑容量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加。
　　旧石器时代以打制石器作为主要标志，故而旧石器时代考古也以打制石器的发现为基础。
我国的旧石器考古开展较晚，中国第一批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是1920年由法国神父桑志华在甘肃庆阳
县发现的一块人工打制的石块及两块石片。
而闽南地区乃至整个福建省的旧石器发现则更晚至1989年9月，时任漳州市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的曾五岳
在漳州北郊的莲花池山首先发现了打制石器。
在这以前，福建在我国旧石器文化分布地图上尚属盲区，曾五岳先生的这次“凿空”般的发现揭开了
福建旧石器考古的序幕，对福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随后，考古人员又在漳州北郊调查发现了含113处地点的旧石器遗址群，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和系
统研究。
　　福建境内旧石器文化的发现何以较其他各省为迟呢？
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则华南古人类的迁徙扩散是由西而东，最终到达福建的，而福建东
濒大海，因而成为古人类在华南大陆扩展的最后一站，古人类分布的时代必定相对较晚；二则由于第
四纪全球性气候波动，尤其是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冰后期的到来，海平面迅速上升，即使那时沿
海地区的古人类有遗物留存，也必定被海侵地层埋藏在地下深处或被海水淹没而难觅踪迹；三则由于
缺乏应有的重视，考古人员的实际调查工作迟迟未系统展开，也延误了旧石器文化在福建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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