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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亲历者》丛书全面涵盖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共有33本(香港和澳门合成一册)。
各分册全面介绍各地级行政区的旅游资源，国家级风景名胜区、A级旅游区、国家文保单位等收集得
非常齐全。
大部分分册页码超过600
页。
本书是其中分册《福建旅行Let's Go》。

重要旅游资源本书都有非常详细的攻略，实用性很强。
此外，书中还穿插有大量的故事、传说、典故、游记、专题、术语解释、知识链接，趣味性很强。

《福建旅行Let's
Go》信息实用，提供给读者和旅行相关度最高的资讯。
地图实用，书中的一些景区导游图、区域景点分布图，突出实用，便于查询。
版式实用，标题层级清晰，攻略分类清晰，索引多样，检索方便。
本书由亲历者编辑部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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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福建与台湾关系密切。
源远流长。
台湾同胞中有超过80%的人的祖籍在 福建。
其 实，往前追溯闽台的历史，并不难找到闽台同源的史证。
早在战国时期，被楚国所灭的 越国后代“迁于闽，后居澎湖”。
到了三国时期，东吴“远规夷州”。
隋 唐时征伐及迁 民“流求”；随着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福建的海上贸易得 到空前发
展。
元朝时。
还在澎湖和台湾地区设置巡检司成为中央政权对当地实施行政管 辖的最早记 载：其后，闽人数次东
迁入台湾，成为闽台血缘相亲的明证。
经海峡两岸的专家考证，台湾最早的人类——“左镇人”和“清流人”。
都属于我 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两者存在着同源关系，应为闽台居民 共同的祖先。
远古时。
古人类通过“东山陆桥”追逐猎物，繁衍生息。
后来。
也是通过 “东山陆桥”沉降于大海之中。
在闽台，都有“陈林半天下”的说法。
台湾的姓氏有1690余个，其中 历史上“八姓 入闽”中的八姓人员约占目前台湾总人数的一半左右。
“同姓三分亲”，姓氏宗族让一 脉相承的闽台两岸居民通过近年来日益密切的寻根热潮。
增强了对共同先 祖血缘关系的 认同感。
闽越合流，坐断东南 早在公元前4000～5000年前，闽地就有了辉煌灿烂的具有明显海洋特 征的文明。
再经过商周时期的发展。
闽人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和文化。
周朝初期。
闽地被纳入周朝的版图。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践 的第六世孙无疆被楚国打败，越国濒临崩灭。
于是，越国的王族就分散在 江南各地，各 自为王。
而越国王族其中的 一支则往南迁入闽地。
并带 去了中原和吴越文化。
和当 地的闽族人融合，形成“闽 越族”。
到了勾践的第十三世孙 无诸时。
闽越族已经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发展。
无诸便自 立为闽越王。
此时。
秦始皇 也统一了六国，并开始征服 闽越地区。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将闽越族纳入秦朝统 治，并在闽越地区设置了闽 中郡，废去了无诸的王位，只
封他为君长。
当时闽中郡的范围很大，除了 福建全境以 外。
还包括今浙江的温州、台州、处州。
江西的铅山和广东的潮州、梅州 等地。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全国纷纷响应。
王位被撤的无诸，也乘机率 领闽越兵反秦。
在帮助诸侯打败秦朝后，项羽仍然没有封无诸为王。
不久，楚汉之争爆 发，愤怒的无诸便率兵协助刘邦打败了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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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
都东 冶”。
闽越立国之后，无诸在福州修建冶城，并大兴冶炼业。
推广铁器具，提高了闽地 的生产力，国势日强。
无诸逝后，其子郢即位。
闽越国因试图吞并东瓯、南越等邻国，与汉 廷发生摩擦。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闽越国攻打南越。
汉武帝派严助领军平乱，而郢的 弟弟余善乘机杀了郢降汉。
接着，汉廷废掉闽越王封号，改封繇君丑为越 繇王。
又封余 善为东越王。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反汉。
余善请旨援助汉将杨仆 平乱，但 兵到揭阳时，却滞留不前。
汉武帝见其反复无常，便认定余善与南越密通。
杨仆灭了南 越国后，武帝命其驻军闽越边界。
余善见状，决定先发制人，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秋击杀汉军三校尉。
不久，余善便刻制玉玺，自称东越武帝。
汉廷大为 震怒，元封 元年（公元前110年）。
汉武帝派朱买臣率大军进攻闽越。
最终杀掉余善。
经过了这些事件后，汉廷认为闽越国反复无常。
遂把大批闽越族人（主 要是贵族、官僚和军队）迁往江淮一带，从而结束了闽越国长达92年的历史。
隋唐五代，开漳治闽 隋唐时期，闽地进一步发展。
唐太宗根据山川形势。
将全国分为十道，福建属江 南道。
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设福建经略使（军区长官职称），始出 现“福 建”之名。
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陈政奉命率军入闽戍边。
不久，其子陈元光 也随家人 南迁至闽。
与陈政会合。
陈政刚驻闽时，当地少数民族暴乱，福建百事待 兴。
陈政瓦解 了柳营江西边的少数民族武装，教化西北山峒的黎民。
围歼少数顽固之敌 于蒲葵关下。
最终打通了南进的道路，随后，他率军进屯梁山外的云霄镇。
陈政去世后（公元677年）。
陈元光承袭父职，开始领兵治理闽地事务。
他对当地 的土著居民采取刚柔并济的策略，在游仙乡九龙里（今华安县）设唐化里，安置归附的 土
著。
对居住在深山里的“西北山峒”峒民，元光还命人“开山取道”。
“遣土人诱而 化之”。
从此，泉州、潮州一带趋于稳定。
然后，他发动百姓并招徕流民，“辟草莽。
斩荆棘，建宅第”，并将400余户军眷迁来驻地定居，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发 闽疆。
此后，陈元光总结以往的治闽经验，认为要图闽地的长治久安，必先 创州县、兴办 学校，施行法治
文教。
于是，他上奏唐廷，请求在泉潮之间建置一州。
垂 拱二年（公元 686年），唐廷批准陈元光在泉潮之间正式建州置郡，因州治临漳江而称“漳州”，
陈 光义出任首任漳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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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随着当地的教化兴起，加之一波波的移民 潮，福建地区 开始迅速发展。
到了唐末五代时期，以王绪为首的起义军转战入闽地。
因王绪猜忌，王潮、王审 知兄弟发动兵变，随后由王潮领军。
不久，王潮攻占泉州。
893年，王审知 成功攻克福 州，此后逐渐占领福建全境。
公元898年，王潮去世，王审知继任福建观察使。
王审知审时度势，认 为福建境内 未靖，民力尚薄，因此“宁为开门节度，不作闭门天子”，非但没
有乘势 拥兵自立。
反 而向后梁称臣。
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梁廷封王审知为闽王。
王审知治 闽期间，一贯奉行保境安民、发展生产的政策，使闽地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当地的 经济和文化都 有了很大发展。
他也被后世尊为“开闽圣王”。
公元940年以后。
由于王氏家族内斗。
闽国分裂为两个政权，并发生内 战。
945年。
闽国被南唐所灭，共历37年。
闽国时期对后来福建的文化和经济，产生了 积极而深远的 影响。
P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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