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家笔下的福州/作家笔下的海峡二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作家笔下的福州/作家笔下的海峡二十七城>>

13位ISBN编号：9787807194996

10位ISBN编号：7807194995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时间：海峡文艺出版社

作者：作家笔下的海峡二十七城丛书编委会

页数：160

字数：12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家笔下的福州/作家笔下的海峡二十>>

前言

　　“作家笔下的海峡二十七城”丛书即将付梓出版，并在海峡两岸同步发行。
这是两岸出版业界携手合作的又一个重要成果，很有创意、新意、意义，可喜可贺。
　　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台湾图书出版事业协会和福建闽台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推出的“作家笔下
的海峡二十七城”丛书，对海峡西岸经济区20城市（福建的福州、厦门、漳州、泉州、三明、莆田、
南平、龙岩、宁德；浙江的温州、衢州、丽水；广东的汕头、梅州、潮州、揭阳；江西的上饶、鹰潭
、赣州、抚州）和台湾7个代表性城市（台北、台中、高雄、台南、新竹、嘉义、花莲）的历史文化
，进行审视梳理和系统介绍，充分展示了两岸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
和灿烂文化。
丛书的出版，融合了两岸文化人的智慧，开创了两岸出版业界合作的新模式。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立足海峡、紧扣时代。
丛书抓住海峡两岸27城市历史文化的精彩片段进行遴选还原，用历史的眼光加以辩证审视，用现代的
情感进行勾画叩问，用精彩的文字和富有表现力的图片予以生动展示，使时代的主题得到了很好的诠
释和表现。
　　二是选文精当、点面结合。
丛书设置了“探寻历史遗存”、“拜访古代先贤”、“感悟绿色山水”、“品味地方风情”等章节，
分别从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著名人物、自然山水景观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层面，进行选文组合，将
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民俗风情、城市面貌生动展示出来，让读者不仅感受到闽南文化、客家
文化、妈祖信俗等两岸共同文化之根的深远影响，而且也感受了海峡城市群多姿的历史风貌和独特的
现实魅力。
　　三是形式活泼、图文并茂。
丛书以散文的手法探寻历史，注入现代人的情感，赋予较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书中辅以大量精美的
图片，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既可作为散文佳作来品，也可作为乡土历史教材来读
，还可成为外地读者了解一个城市的旅行读本。
　　四是两岸携手、创新合作。
丛书从文化寻踪入手，由两岸业界携手，在图书的编写、出版、发行等各个环节建立紧密合作，在推
动两岸合作上具有典范性意义。
　　海峡两岸各界对本丛书的出版都给予了高度关注。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为丛书题词。
台湾知名人士连战、吴伯雄、宋楚瑜、王金平、江丙坤、蒋孝严、黄敏惠以及胡志强等也为丛书出版
题词祝贺。
　　当前，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积极变化，两岸和平发展处于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机遇期。
希望两岸出版业界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以文化为纽带，以发展为主题，以创新为动力，以项目为抓
手，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不断谱写两岸出版业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建设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
，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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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它自古就是商业繁华之地，如今已成为我国沿海对外开放的主要城市之一。
福州具有典型的古城风貌，闽江穿市而过，因市内有三山，成为“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独特城市
；又因九百多年前就遍植榕树，“绿荫满城、暑不张盖”，故福州又有“榕城”的美称⋯⋯
　　《作家笔下的福州》是“作家笔下的海峡二十七城”丛书之一，该丛书是以海峡西岸20城市和东
岸台湾7个城市作为区域概念、由两岸作家共同撰写、两岸出版单位合作出版的，开创了两岸出版业
界的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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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当闽江下游，为福建的省会。
　　福州的名称，开始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因州西北的福山（福山今名董峰山，属长乐县）
而得名。
它是我国东南沿海历史悠久的古城之一。
　　福州建置的发展变化大约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先秦西汉时期。
福州在《禹贡》属于扬州的地域。
在周代为七闽地。
春秋以后就成为越王勾践后裔的属地。
秦为闽中郡。
汉高祖五年（前202）封无诸为闽越王，建都东冶，第一次在冶山（冶山盖因冶铸而得名）下建立冶城
。
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就冶城原址建立冶县。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改冶县为侯官都尉。
汉献帝建安元年（196）立侯官县。
侯官县的名称从此确立。
　　第二阶段为六朝时期。
三国吴景帝永安三年（260）立建安郡。
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改建安为晋安郡，而徙建安郡治于闽北的吴兴县（即今建瓯县地）。
当时晋安太守严高以冶城地势险隘，迁城于屏山之南，兴建子城。
著名文学家郭璞为此写了《迁城记》。
南朝宋明帝泰始四年（468）曾改郡为晋平郡，至齐仍名晋安郡，迄陈废帝光大二年（568）改郡为丰
州之后，晋安之名始废，至今福州市内仍有一条河，名叫晋安河。
　　第三阶段为隋唐至清末时期。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改丰州为泉州，十二年（592）并改东侯官为闽县，自是始有闽县之称。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改泉州复称闽州。
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复置泉州。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改泉州复称闽州，同年将武荣州改为泉州，是为今泉州之始。
自此以前的泉州都是在现在的福州。
这一点是谈福州地理沿革的人所应特别注意的。
　　福州自严高迁城之后，又经历了三次大扩建：第一次是唐昭宗天复元年（901）节度使王审知扩建
周围达四十里的罗城；第二次是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王审知被封为闽王，筑南北两夹城，遂将屏
山的一部和乌山、于山三座山都围进城内；第三次是在宋太祖开宝七年（974）郡守钱昱又增筑东南外
城。
此后三山便成为福州的代称。
　　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福州太守张伯玉鼓励居民种植榕树以荫烈日，宋神宗熙宁年问
太守程师孟又相继提倡植榕，从此浓荫满城，行人尤受其荫。
于是福州又有榕城的美名。
福州的名称自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之后，中间虽有长乐郡、长乐府、福安府等短暂时间的改称。
基本上没有大变化。
开元二十三年（735）置福建经略使，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分为福建路，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
）的福州路，置福建行中书省，明清两代设福州府，其治所均在福州。
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1843）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从此遂为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一个
口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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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家笔下的福州》以文化为纽带，通过“探寻历史遗存”、“拜访古代先贤”、“感悟绿色山
水”、“品味地方风情”4个部分，图文并茂地反映了我市的历史文化面貌、山水胜景及风情风物。
该书收集了多位名家好手的优秀作品，用精彩的文字和富有表现力的图片，多层面展示了客家历史文
化，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也有利于增进两岸读者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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