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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厦门市人民政府的倡议和支持下，我们联络海峡两岸学有专长的近百名专家，开展了对闽南文化较
为系统的全面研究工作。
一方面，我们从历史、方言、文学、教育、新闻、理学、宗教、民间信仰、民俗、宗族、戏剧、建筑
、音乐与工艺美术、海外移民与华侨等14个专题，分别撰写成书，合为《闽南文化丛书》，以供有志
于闽南区域文化研究的读者和专业人士，作为学术参考之用；另一方面，为了方便广大读者进一步了
解闽南文化的基本内容，特别是方便闽南和台湾同胞对于自身文化的认识，促进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我们在撰写《闽南文化丛书》的基础上，编写成《闽南文化百科全书》。
《闽南文化百科全书》除了“概论”之外，下设历史、方言、文学、教育、理学、学术、戏剧、新闻
、宗族、民俗、华侨华人、建筑、工艺美术与音乐、宗教与民间信仰等14分卷。
鉴于台湾的大部分移民来自闽南地区，因此有关台湾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也酌情收入。
全书所收条目，共4000余条。
我们力图通过概括性的内容归纳、通俗简练的文字表述、画龙点睛式的插图，以及便利的词条检索等
，把多姿多彩的闽南区域文化，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编写《闽南文化百科全书》是一项跨学科的探索性工作，限于编写人员的水平，书中存在某些不尽如
人意之处，在所难免。
在这里，我们除了要郑重地向所有支持协助我们工作的社会各界及同仁师友致以深切的感激之情外，
我们还盼望有更多的闽南文化守望者和爱好者们，参与到闽南文化的研究和保护队伍中来，并对我们
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以便继续修订，不断提高质量。
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为弘扬闽南区域文化、建设更为美好的闽南与闽台文化精神家园，共同努力，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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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闽南文化百科全书》除了&ldquo;概论&rdquo;之外，下设历史、方言、文学、教育、理学、学
术、戏剧、新闻、宗族、民俗、华侨华人、建筑、工艺美术与音乐、宗教与民间信仰等14分卷。
鉴于台湾的大部分移民来自闽南地区，因此有关台湾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也酌情收入。
《闽南文化百科全书》所收条目，共4000余条。
我们力图通过概括性的内容归纳、通俗简练的文字表述、画龙点睛式的插图，以及便利的词条检索等
，把多姿多彩的闽南区域文化，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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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闽南文化，顾名思义，即是根植于福建南部包括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及邻近流行闽南方言
地区的区域文化。
闽南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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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
济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所逐渐造就的。
从中华文化整体性的角度来考察区域文化，闽南区域是中华文化所属的一个地区文化圈；而闽南文化
极富外延性的特征，又使得这个地区文化圈借助着临海的地理优势，向周边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台湾地
区扩展。
因此，随着明清以来闽南人民向台湾的大量迁移与文化传播，闽南与台湾也就自然而然地同属一个地
区文化圈。
我们既可把这一地区文化圈称为“闽南区域文化”，亦可以将之称为“闽台区域文化”。
福建南部的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等地是“闽南区域文化”的核心地带，那么，我们现在所要讨论
的关于“闽南文化”的基本特征，毫无疑问地就要以这一核心的地带作为基础的出发点。
我们认为，“闽南区域文化”应该包含有以下的六个基本特征。
一、核心与边陲的文化变异闽南区域文化特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
过程。
秦汉以前，闽中土著居民与中原的交往不多，土著民俗自成体系，史称这个时期的土著居民为越族人
，他们傍水而居，习于水斗，善于用舟，盛行原始巫术。
到了汉代，中原人士依然认为闽中及其居民为“方外之地，劗发纹身之民也”。
汉晋至五代，中原汉人开始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
随着汉人大批人闽，汉文化在闽中由北向南迅速传播，汉族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
时节庆、宗教信仰等民俗逐渐取代土著民俗而占主导地位。
①同时，一些汉族与土著通婚，或土著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自动转化为汉族，闽越族的一些习俗风
尚及其人文特点也沉淀下来，成为闽南区域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是福建社会经济得以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闽南区域文化特征形成和演化的一个重要转
折时期。
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福建经济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
特别是宋代闽学的兴起，对于包括闽南文化在内的福建文化以及民间的习俗风尚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
用。
这种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为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化礼俗提供了比较良好而又特殊的条件。
经过唐宋时代的锤炼，作为一种具有某些独特性格的闽南区域文化已经基本形成。
元明时期，福建特别是闽南地区，经历了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强烈冲击。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商品市场经济繁荣，士农工商的界限渐趋模糊，传统的农业经济更加掺杂混合了
多元的经济成分。
与此同时，思想文化界酝酿着求新求变的思潮冲动，更是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特征的走向成熟，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闽南区域文化特征”，无疑应该是以明清时代的闽南区域为基本表征。
闽南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虽然是伴随着中原文化在福建的传播而向前发展的，中华主流文化对于闽
南区域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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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闽南文化百科全书》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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