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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闽台民间文学》内容讲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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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历史发展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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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其文化的传播，也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发展，再度播入台湾。
因此，闽台社会都先后经历了一个共同的内地化、文治化，实质也就是中原化的过程。
虽然在台湾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源自中原的闽文化经历了其在台湾本土的不同发展，但未能改变其源
自中原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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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敏，1964年1月出生，浙江苍南人。
现为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民间文学与艺术遗产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理事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福建省民俗学会理事、厦门市作家协会理事、集美
区文联副主席、集美区文学工作者学会会长。
教学之余主要从事民间文化研究，学术成果集中在民间文艺、文化遗产、宗教美学、《西游记》和区
域文化等研究领域。
著有《初民的宗教与审美迷狂》、《红头巾下的村落之谜》、《喜马拉雅山地歌谣与仪式》等书。
发表近百篇学术性论文和许多散文、游记、诗歌作品。
主持或参与过多种课题研究。
曾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之“学术著作奖”，历届厦门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著、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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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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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台湾恒春民歌《平埔调》采用了大量的闽南、客家和少数民族的卑南人、排湾人的音乐成分，也使用
福建客家方言词。
如“亲兄老妹敢有影”，“老妹”一词在闽南方言中很少出现，而在许多闽西、闽北客家民歌中颇为
常见；又如闽西连城民歌《路头路尾等情哥》中有“日头一起万丈高，老妹担起当柴烧”，宁化民歌
《好凉风》中有“凉风送郎千里行，不比老妹情谊重”，闽北顺昌民歌《十八老妹嫩娇娇》中有“十
八老妹嫩娇娇，天晴一定要砍柴烧”。
1945年台湾光复以前，由于受日本音乐势力的挤压，客家民歌在台湾逐渐衰微。
60年代以后，由于台湾现代化速度迅猛，人们从客家山歌中又一次被传统的魅力所感动，于是台湾客
家山歌的研究和比赛活动此起彼伏，开展得风风火火。
1967年6月，在苗栗举办第三届全省客家民谣比赛时，有154人参加，连未印人名单者在内，有200人参
加。
参赛者的范围十分广泛，并不限于村夫农妇，其中有士农工商各阶层人物。
一些主办人、评判员、乡长、大企业公司的董事长、县府科长、电台节目主持人、历届比赛冠军获得
者、主办音乐比赛的官员等未能正式参赛，到比赛结束颁奖前竞纷纷登台一显身手，真是盛况空前。
台湾学者史惟亮说：“今天在台湾，除了客家调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到被各阶层人士共同爱好的音乐
了（山地歌曲仍属于原始性的音乐，不能与客家调比较），如闽南系的歌仔戏，就没有乡长、董事长
一类人物参加演唱。
”①可是好景不长，客家山歌到了70年代后，由于受到时代巨大变化的影响，以及西方文艺的浸染，
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客家歌谣与闽南歌谣也越来越似明日黄花，在民间社会渐渐隐没，成为
怀旧的花瓶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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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十分忙碌的日子里，终于断断续续把书稿赶完。
来到厦门，屈指一算也有13年多了。
沐着台湾海峡的风，总是勾连着许多想象。
海那边是望不断的宝岛台湾，阿里山的神秘烟雨和日月潭翡翠一般的涟漪早就成为我想象抵达的地方
。
站在厦门前埔的海滩上，眼前相距不足两公里的小金门丛林里的浓阴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到。
八月十五厦金两地对放的烟花，好像在将历史的误会、内心的屏障迅速融化和冰释。
一样的骨血，一样的习惯，一样的方音，使闽台两地具备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的一切条件。
明清以来，福建民众播迁台湾，把来自祖居地的文化一股脑全部带到那方美丽的绿岛。
陆续汇入台湾的先民，在远离家乡的日子里，不能自已地用来自故里的独有的思想呈现方式，表达着
一切可以构成群体记忆的东西，以此延续与祖居地的文化关联。
来台的闽南人或客家人，很多再也没有走上回归之路。
作为台岛的拓殖者和开发者，表达原乡意识的各种口述材料成为他们在迁入地进行群体认同的重要途
径。
陆续赴台的福建先辈们，留下了相当多的源自大陆的歌谣与故事。
后继者便沿着这些在传播中日渐走样了的口述材料，不断地在情感上还原着一个关于祖居地的想象。
这些口述性的材料在两岸循着各自的传承脉络被变异、被改造，可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两岸口述传统
里高度一致的地方性智慧和表述方式。
这里面，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黏合，也一并构成台湾口述文化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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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闽台民间文学》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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