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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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闽南新闻事业>>

内容概要

　　闽南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深刻，其表现形式是多姿多彩。
为了把闽南文化的整体概貌比较完整地呈现给读者，作者们编辑了《闽南新闻事业》。
该书分5个章节，对闽南的新闻事业作了介绍，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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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们希望通过该书的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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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鹭江报》的经营之道　　《鹭江报》从1902年4月28日正式创刊，发行至102期停刊，前后
发行约3年，是同时期在厦门出版时间最长的报刊。
这得益于该报独特的经营之道。
　　首先是采取各种方法吸引读者订阅。
　　《鹭江报》创刊号出版时，每册夹带一张红纸印刷的启示，敬告读者“本馆在鹭江创行报册，叙
万方之要事，博览于名流，旬出一编，月得三卷，计全年33卷，收取报资三元。
开报第一册赠阅以后，倘若定购，请书明台甫地址，当时呈送不误。
”读者订阅只要写明地址，当按期呈送不误，并不强调要先寄钱后送报。
　　该报尊重闽南风俗，每年农历正月不出报，让员工春节期间放假回家过年。
所以每年出版33期。
如果订阅该报全年3元，而零售是每本一角。
也就是说该报一开始就采用价格策略，订阅比零买便宜10％，以鼓励读者订阅。
　　该报第二年还实行增版不增价策略，以取悦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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