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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由众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构成的。
地域文化呈现着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共性，又以它们各自鲜明的个性，使中华民族文化更加异彩
纷呈，璀璨夺目。
就以汉族地区的文化来说，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汉族地区经济文化古今一贯的特点，就是“基本的同
一性和不同地域特色相辅相成”。
闽文化正是这样一个体现着中华文化精神，又具有鲜明八闽山海特色的地域文化。
福建别称“闽”，位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
东临台湾海峡，西枕武夷山脉；三面与浙、赣、粤依山为邻，一面与台湾隔海相望。
山海兼备的特殊地缘和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环境，塑造了灿烂多彩的闽文化。
上古时期，闽地的原住民，是南方土著百越族的一支闽越族。
首见于先秦古籍的“闽”和“七闽”之称，当泛指这些闽地土著。
这些“善舟船”的闽越人所创造的闽越文化，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也同诸越文化产生交融，在距今
两千多年前的闽越国时期发展到辉煌的顶点。
闽越文化是闽文化的源头之一，对闽文化的底层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汉晋以降，特别是唐宋时期，北方汉人以多种形式，大量地向偏安东南一隅的闽地迁徙，汉人和
汉化的闽越人成为主要居民。
闽文化承袭中原文化，并在汉越文化交融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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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莆仙文化研究专著。
全书共八章，主要包括莆仙文化的环境开发，莆仙的文化贡献，莆仙的教育科举，莆仙的宗教信仰，
莆仙的民风民俗，莆仙的家族组织，莆仙的方言，莆仙的戏曲等。
莆仙文化兴起于晚唐五代，鼎盛于两宋，历经元明清低谷与重振及近现代兴衰，形成了自己深厚的文
化积淀。
本书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形成莆仙文化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特有的地域特征，其出版对研究了解莆仙文化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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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雪香，2005年获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学位。
现为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已出版专著《明清闽粤边客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主编《多学科视野中的客家文化》，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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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区域开发：莆仙文化的环境基础第一节　莆仙地区的建置沿革和地理环境一 建置沿革莆仙地
区历史悠久。
考古资料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
莆仙古为“七闽”地，秦属闽中郡，西汉初属闽越国。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军大规模入闽，统一了闽越。
25年后，在闽中设立冶县，属会稽郡。
东汉属南部都尉，建安十二年（207年），孙权在闽中设立侯官、建安、南平、汉兴（浦城）等县，莆
仙地域属侯官县。
孙吴撤销南部都尉，改设建安郡；晋太康三年（282年），析建安郡置晋安郡，莆仙地域属晋安郡。
梁天监间（502-519年），析晋安郡置南安郡，莆仙地域属南安郡。
陈天嘉五年（564年），陈宝应据建安、晋安二郡，陈遣章昭达讨之，宝应败走，逃至莆口，莆之地名
见于载籍者自此始。
按“宋志”释蒲云：“莆地多年生蒲，后频有水患，故去从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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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研究自立项以来，已过了四个寒暑。
研究工作从提纲的拟定、资料的搜集，到观点的表述和提炼，都得到陈支平先生的指导。
正是在先生的悉心指导、热情鼓励和反复督促下，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书稿完成后，先生又审核了全文。
本书能够提交出版，首先应归功于先生。
书中的失误和不足，则由本人承担。
本书的写作，得到许多图书资料收藏部门和人士的大力支持，陈金亮和范正义两位博士参加了第五章
第一、第二节和第三、第四节的写作，特此注明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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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莆仙文化述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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