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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时间顺序解读郑丽生先生的七十多首福州风土诗，由诗来诉说并介绍福州的风俗民情，表
达感情，妙趣横生。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福州风土诗>>

作者简介

　　郑丽生（1912-1998年）是福建文史馆馆员，福州著名文史学者、民俗专家、诗人。
生前著述宏富，据本馆不完全统计，其各类著作达50多种。
前两年，福建文史馆已为之整理出版《郑丽生文史丛书》（上、下册），收录其著作14种，还计划继
续整理出版他的其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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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日拜读方炳桂、方向红父女二人为郑丽生《福州风土诗》所作解读，感觉很有意义。
因为郑老诗作本身极富情趣，语言通俗，内容丰富，将福州历史文化中的民间风俗以诗歌的形式进行
叙述，亦雅亦俗，亦庄亦谐，有歌咏，有诠解，无疑是一种创造，读后不仅增长知识，而且各有会心
，启迪智慧，激发想象。
其诗风清新活泼，浅显易懂，其注释也简明扼要，龙点睛。
　　尽管如此，由于时代隔膜和社会变迁，郑老诗中所述民俗事象，有的已不复存在，有的只存约略
梗概，甚至有为后人曲解误读之处。
有鉴于此，方老凭借丰富的民俗知识和深厚的验积累，对郑老的诗作进行认真而细致的解读，对读者
领会“风土诗”的内容蕴以及民俗事象的实际活动，会有进一步认识或具体了解。
加上有陈友荣先生的配图，既生动活泼，又增加生活情趣，从风与文风看，与民俗内容切合，浑然一
气，相得益彰。
这对宣传福州民俗传统与民间方言谣谚，也有积极作用。
因为语言正是凭借俗事俗情而传承播扬的。
　　郑丽生熟稔乡邦掌故、轶闻旧事，精于考证故实。
今观其旧作《福州风土诗》，愈发令人生敬佩之心。
正如他的文友陈海瀛故馆员所说：“丽生此作，亦有心人之所为。
”前人何遂亦称郑著“寓考证于诗歌，亦难得之作。
”究其故，正在于郑老“邃于六书训诂之学，贯穿诸家”。
他传统学术功底深厚，又善诗文，故能作此诗著。
今方老为诗作解，诚一大善事：一可使世人得以释读领会郑老吟咏节序月令之作；二可使福州地区之
风土民俗知识得以传承弘扬。
此皆不仅于保存史著有功，而且于传播乡俗有用。
但既称解读，则有两难，一难在对诗文的理解，二难在对旧俗的认识。
古人云“诗无达诂”，何况是诠释风俗之诗？
以民歌颂风俗，古已有之，昉于《诗国风》；以词记叙民事，如闽风越土之俗事，古亦有之，则散见
于古书、旧著之中，丽生搜采而得，形于诗诵，益增解读之难。
方老父女虽用力勤劬，恐亦难免舛误疏漏。
因为，古人称欲会诗人深心衷曲甚难，欲解古风乡俗之本事意蕴更难，何况是时隔千载之下的后生晚
学呢？
古人戒慎于强作解人，盖亦缘于此。
　　方老为郑老出书并作解，亦堪称功德如山的事。
此书之出，仰郑丽生之娴于乡邦掌故者及慕方老之熟于福州风俗者，谅皆会热心阅读。
鄙意读者观书之后，必定各有会心，存疑不明之处，在所难免，欲求的解确诂，还望自查图书，以求
寻根溯源。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赖有人传，亦赖有人勤读与善解。
方老命序，理难固辞，况于郑老且义在同馆乎？
　　壬辰年壬寅月　　（作者系福建省文史馆馆长）　　序 二　　杨 凡　　在郑丽生先生诞辰一百
周年之际，由郑老吟述，方炳桂和方向红解读的《福州风土诗》一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是我市弘扬和传承闽都文化，梳理和总结民俗文化意义深远的一项工作，应当引起各方的关注。
　　福州对民俗文化研究的渊源深厚，早在1936年，吾闽先贤郑振铎就编著了《中国俗文学史》，由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0年，郑振铎先生到福州寻访长篇弹词《榴花梦》的历，至今还是福州文坛脍炙人口的佳话。
建国以后，郑丽生、张传兴、王植伦等先贤率前启后，筚路蓝缕，对福州民俗文化的收集整理、发展
传承做了大量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福州风土诗》用诗歌的形式，内容涉及福州的岁时节庆、物产风情、民风民俗，是以郑丽生先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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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老一辈文史工作者和民俗专家对福州民俗文化的全面梳理、形象描绘和生动解说，堪称福州民
俗文化的典之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当代文明的进程对民俗文化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又是一个广阔的平台。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方炳桂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史工作者和民俗学者，对福州民俗的传承发展和创
新进行了广泛的演绎和生动的践行，使民俗文化提升了节庆（拗九节），走向了邻里（邻里节），登
上了讲堂（闽都乡学讲习所），深入到学校（闽都文化传承示范点），展示到电视屏幕和广播空间（
“攀讲”栏目和“左海之声”频道），使福州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明和谐交融，交相辉映，呈现出勃
勃生机和迷人风情。
这其中，方炳桂先生既是倡导者，又是践行者，更是讲述者和推动者。
对《福州风土诗》的解读和践说，正是方炳桂先生在城市文明建设和文化发展层面上对福州民俗文化
的传承和弘扬方面作出的又一贡献。
　　近代福州诗风颇盛，我喜欢同光体的抑郁沉雄，也喜欢折枝诗的典雅靡丽，更喜欢福州竹枝词的
通俗浪漫。
福州风土诗144首，每一首我都把它当做竹枝词来读，而对风土诗的解读，又引起我对福州新民俗的思
考郑丽生（1912-1998年）是福建文史馆馆员，福州著名文史学者、民俗专家、诗人。
生前著述宏富，据本馆不完全统计，其各类著作达50多种。
前两年，福建文史馆已为之整理出版《郑丽生文史丛书》（上、下册），收录其著作14种，还计划继
续整理出版他的其他著作。
　　今日拜读方炳桂、方向红父女二人为郑丽生《福州风土诗》所作解读，感觉很有意义。
因为郑老诗作本身极富情趣，语言通俗，内容丰富，将福州历史文化中的民间风俗以诗歌的形式进行
叙述，亦雅亦俗，亦庄亦谐，有歌咏，有诠解，无疑是一种创造，读后不仅增长知识，而且各有会心
，启迪智慧，激发想象。
其诗风清新活泼，浅显易懂，其注释也简明扼要，龙点睛。
　　尽管如此，由于时代隔膜和社会变迁，郑老诗中所述民俗事象，有的已不复存在，有的只存约略
梗概，甚至有为后人曲解误读之处。
有鉴于此，方老凭借丰富的民俗知识和深厚的验积累，对郑老的诗作进行认真而细致的解读，对读者
领会“风土诗”的内容蕴以及民俗事象的实际活动，会有进一步认识或具体了解。
加上有陈友荣先生的配图，既生动活泼，又增加生活情趣，从风与文风看，与民俗内容切合，浑然一
气，相得益彰。
这对宣传福州民俗传统与民间方言谣谚，也有积极作用。
因为语言正是凭借俗事俗情而传承播扬的。
　　郑丽生熟稔乡邦掌故、轶闻旧事，精于考证故实。
今观其旧作《福州风土诗》，愈发令人生敬佩之心。
正如他的文友陈海瀛故馆员所说：“丽生此作，亦有心人之所为。
”前人何遂亦称郑著“寓考证于诗歌，亦难得之作。
”究其故，正在于郑老“邃于六书训诂之学，贯穿诸家”。
他传统学术功底深厚，又善诗文，故能作此诗著。
今方老为诗作解，诚一大善事：一可使世人得以释读领会郑老吟咏节序月令之作；二可使福州地区之
风土民俗知识得以传承弘扬。
此皆不仅于保存史著有功，而且于传播乡俗有用。
但既称解读，则有两难，一难在对诗文的理解，二难在对旧俗的认识。
古人云“诗无达诂”，何况是诠释风俗之诗？
以民歌颂风俗，古已有之，昉于《诗国风》；以词记叙民事，如闽风越土之俗事，古亦有之，则散见
于古书、旧著之中，丽生搜采而得，形于诗诵，益增解读之难。
方老父女虽用力勤劬，恐亦难免舛误疏漏。
因为，古人称欲会诗人深心衷曲甚难，欲解古风乡俗之本事意蕴更难，何况是时隔千载之下的后生晚
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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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戒慎于强作解人，盖亦缘于此。
　　方老为郑老出书并作解，亦堪称功德如山的事。
此书之出，仰郑丽生之娴于乡邦掌故者及慕方老之熟于福州风俗者，谅皆会热心阅读。
鄙意读者观书之后，必定各有会心，存疑不明之处，在所难免，欲求的解确诂，还望自查图书，以求
寻根溯源。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赖有人传，亦赖有人勤读与善解。
方老命序，理难固辞，况于郑老且义在同馆乎？
　　壬辰年壬寅月　　（作者系福建省文史馆馆长）　　序 二　　杨 凡　　在郑丽生先生诞辰一百
周年之际，由郑老吟述，方炳桂和方向红解读的《福州风土诗》一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是我市弘扬和传承闽都文化，梳理和总结民俗文化意义深远的一项工作，应当引起各方的关注。
　　福州对民俗文化研究的渊源深厚，早在1936年，吾闽先贤郑振铎就编著了《中国俗文学史》，由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0年，郑振铎先生到福州寻访长篇弹词《榴花梦》的历，至今还是福州文坛脍炙人口的佳话。
建国以后，郑丽生、张传兴、王植伦等先贤率前启后，筚路蓝缕，对福州民俗文化的收集整理、发展
传承做了大量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福州风土诗》用诗歌的形式，内容涉及福州的岁时节庆、物产风情、民风民俗，是以郑丽生先生为
代表的老一辈文史工作者和民俗专家对福州民俗文化的全面梳理、形象描绘和生动解说，堪称福州民
俗文化的典之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当代文明的进程对民俗文化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又是一个广阔的平台。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方炳桂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史工作者和民俗学者，对福州民俗的传承发展和创
新进行了广泛的演绎和生动的践行，使民俗文化提升了节庆（拗九节），走向了邻里（邻里节），登
上了讲堂（闽都乡学讲习所），深入到学校（闽都文化传承示范点），展示到电视屏幕和广播空间（
“攀讲”栏目和“左海之声”频道），使福州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明和谐交融，交相辉映，呈现出勃
勃生机和迷人风情。
这其中，方炳桂先生既是倡导者，又是践行者，更是讲述者和推动者。
对《福州风土诗》的解读和践说，正是方炳桂先生在城市文明建设和文化发展层面上对福州民俗文化
的传承和弘扬方面作出的又一贡献。
　　近代福州诗风颇盛，我喜欢同光体的抑郁沉雄，也喜欢折枝诗的典雅靡丽，更喜欢福州竹枝词的
通俗浪漫。
福州风土诗144首，每一首我都把它当做竹枝词来读，而对风土诗的解读，又引起我对福州新民俗的思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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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方炳桂、方向红父女二人为郑丽生《福州风土诗》所作解读，感觉很有意义。
因为郑老诗作本身极富情趣，语言通俗，内容丰富，将福州历史文化中的民间风俗以诗歌的形式进行
叙述，亦雅亦俗，亦庄亦谐，有歌咏，有诠解，无疑是一种创造，读后不仅增长知识，而且各有会心
，启迪智慧，激发想象。
其诗风清新活泼，浅显易懂，其注释也简明扼要，画龙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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