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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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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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在全面反映闽南民间信仰概貌的基础上，从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宫庙和最有闽南特色、有专
庙奉祀的神祗着重予以介绍。
力图从民间信仰的视野体现闽南与台湾之间深远密切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展示民间信仰这一海峡两
岸人民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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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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南民间信仰》在全面反映闽南民间信仰概貌的基础上，从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宫庙和最有闽
南特色、有专庙奉祀的神祗着重予以介绍。
力图从民间信仰的视野体现闽南与台湾之间深远密切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展示民间信仰这一海峡两
岸人民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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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自然山川信仰　　闽南人虔信万物有灵，举凡天公、地母、太阳星君、太阴（月亮）娘
娘、风伯、雨师、雷公、电母&hellip;&hellip;无奇不有，无所不拜。
　　第一节  天公　　闽南民间俗称玉皇大帝为&ldquo;天公&rdquo;。
百姓认为天公高居天庭，统辖天上、人间、阴间三界神灵，是天地宇宙万物兴衰隆替、吉凶福祸的主
宰，掌握人间万物生长、保育和赏罚大权。
闽南传统民宅正厅前梁多悬有代表天公的天公炉或天公灯，每日晨昏及朔望上香，以示崇敬。
正月初九为玉帝神诞，闽南称&ldquo;天公生&rdquo;。
&ldquo;阳数始于一而极于九，原始要终也&rdquo;。
象征天公尊贵非凡，天威永垂。
　　天公生是闽南民间一年中第一个重要节日。
或称&ldquo;做天香&rdquo;，即设天香清醮。
&ldquo;初九日&hellip;&hellip;道观多报赛，近则里巷有之，乡村之间无定日，谓之天香&rdquo;。
一般神诞通常在寺庙宫观举行，而天公生则是家家户户在大厅外院子天井摆香案祭祀。
正月初九祭天公形式特别，规定时间必须在太阳未出、天未亮之前，地点要求在户外进行，才可以让
天公知道。
同时，屋檐内悬挂天公灯，以增光明。
天公生的供品最高级，用的&ldquo;天公金&rdquo;箔纸规格最大。
祭祀别的神佛都不能烧这么大箔纸的天公金。
初八夜设香案、摆供品、点香烛、折天公金，全家守夜。
过半夜，鸣放鞭炮，为天公祝寿，直至天明。
闽南民间重视做天公生，因为玉帝是最高主宰，一年之始许心愿，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平安。
民众百姓对至高无上的玉帝非常敬畏，所以极少供奉神像，只在神坛上没立牌位虔诚膜拜。
即便是主祀玉帝的宫观，也少有玉帝塑像，一般只供奉香炉，称&ldquo;天公炉&rdquo;。
如泉州东岳庙有石天坛天公炉，&ldquo;供泉郡各神庙往此击石取火（俗称&lsquo;乞火&rsquo;），
称&lsquo;名山取火&rsquo;&rdquo;。
龙海市白水镇大帽山麓的金仙岩（亦称妙善宫），亦供奉一石雕天公炉。
而漳浦县石榴镇长兴村张姓村民自古奉祀玉帝。
村中虽没有专门供奉玉帝的宫观，但有世代相传的两座金牌，高30厘米，宽20厘米，阳刻&ldquo;玉皇
大帝&rdquo;四个宋体金字，平时由值年头家保管，每年正月初九日天公生，必虔诚供奉醴礼。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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