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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记忆是文化的传承。
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福州市三坊七巷管理委员会编著的《开风气之先谋天下永福(三坊七巷与台湾
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汇集了海峡两岸一批关心三坊七巷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相信这些专家学者对三坊七巷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内涵的挖掘，对三坊七巷与台湾情结的解读，对闽台
两地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的阐述，将有力地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更好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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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的考察 台湾文化资产的保护对三坊七巷文化建设的启示 加速福州文化建设深化两岸交流与和
平发展——以三坊七巷建设为例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对三坊七巷文化建设的启示 台湾历史文化景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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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开风气之先 谋天下永福>>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沈葆桢的丈人林则徐曾警醒国人“亡中国者，终有俄罗斯”。
无独有偶，沈葆桢则通过对日办外交之实践并研究日本地理与现实，发出了中日“将来必不免于一战
”“倭炽可忧”的呼吁。
 即便是与沈同时代的人李鸿章在E1本侵台事件发生后也有改变。
他在给沈的函中称：“日本自（同治）九年遣使来津求约，厥后岁辄一至，弟与周旋最久。
其人外貌？
恭谨，性情狙诈深险，变幻百端，与西洋人迥异⋯⋯彼果怀叵测之志，挟成算而来，恐非口舌之力所
能禁。
”说明李鸿章对日看法已有变化，“联日”的思想已经动摇。
然而在《中日北京会议专条》签订5天后，李鸿章在洋洋9000言的复奏中主要针对西洋各国，而并未把
日本作为战略假想敌。
说明侵台事件后，李仍主张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直到日本吞并琉球后，李鸿章才幡然大悟，这不免显
得与沈葆桢的战略眼光有较大差距。
 有人说李鸿章智商最低时便是签《北京专条》——岂可承认琉球人为“日本国属民”日本侵占为“保
民义举”？
这亦可看出李鸿章缺少远见卓识。
 自光绪五年（1879）四月，日本用武力并吞琉球之后，即开始图谋窃占琉球姑米山以西与台湾本岛之
间附属岛屿——钓鱼岛等岛屿的阴谋活动。
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尤为担心，他说“台湾与琉球中间的岛屿与华离之地尚多，一并置戌，力必不
及。
弃之，则颇涉忽近图远之嫌，终于无所归宿。
”沈葆桢所提对我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应注意保护的意见是很有远见的。
果然其后不久，日人古贺辰四郎开始经营琉球附近的海产，并于1885年前后登上钓鱼岛并提出租借该
岛的申请。
当年九月六日，《申报》刊文：“高丽传来消息，谓台湾东北边之海岛，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上，
大有占据之势。
”正是因为清廷接受了当年沈葆桢等人的奏议，建立海军衙门和设立海军省，表示对海防的高度重视
，使得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认为：“此际匆忙公开建设国标，必招致清国之疑虑。
”由此可见，日本觊觎钓鱼岛由来已久，系不敢见人的窃贼行为。
 日本是一个奇怪的民族，其产生大量赞美战争和侵略的文人。
据统计日本侵华文学仅在1937年～1945年间单行本就出了1000本以上。
 沈葆桢在弥留之际曾叮嘱：“倭人夷我属国，虎视眈眈，凡有血气者，咸思灭此朝食⋯⋯”沈葆桢这
样说是有理由的。
沈葆桢所处的时代，正是鸦片战争失败，国内年年战乱，国势日蹙、外患频仍、生灵涂炭，有流不尽
的眼泪。
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卧薪尝胆，试图侵略周边国家。
1876年，日本在吞并琉球之后又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使朝鲜成为日本的半殖民地，其速度之快
，举世皆惊。
所以有人说日本对于弱者往往暴露其野蛮和非人性的一面，这一点，沈葆桢是有先见之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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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开风气之先 谋天下永福:"三坊七巷与台湾"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汇集了海峡两岸一批关心三坊七巷的
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相信这些专家学者对三坊七巷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内涵的挖掘，对三坊七巷与台湾情结的解读，对闽台
两地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的阐述，将有力地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更好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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