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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福州掌故》是一部关于福州历史与文化的百科全书。
它以翔实的资料、通俗的语言，娓娓叙述福州几千年发展与变迁的历史。
它的出版，恰为福州建城2200周年献上一份珍贵的礼物，成为福州文化历史发展的纪念碑。
福州自古是八闽首府，历史悠久，地位特殊。
它滥觞于炎黄文明发展之初，立国于商周蛮荒之境，建邑于闽越融合之时。
置都于无诸称王之后，开港于东冶通海之期，设学于晋唐文化南渐之际，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和教育皆占闽地之首，举足轻重，风开闽域。
人文蔚起，独领风骚于东南；文章彪炳，长留润泽于世人。
《福州掌故》将成为福州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的见证。
福州是闽文化的发祥地。
距今5000多年前的昙石山文化，是东南沿海闽族先民创造的典型的原始文化，它向世人证明，华夏炎
黄文化的中央区域与边裔地带多元一体的性质。
距今3000多年前的黄土类型文化，是闽族形成和闽方国兴盛时期的文明代表，它印证了历史载籍记述
的“七闽”种族与方国的存在，这是福建有历史记载和实物证据的闽文化的源头，风格独特，分布广
泛，遍及福建、台湾全境以及毗邻的浙南、赣南、粤东地区，其文化风格深受中原影响，有力地证明
当时华夏大地林立的邦国与中央王朝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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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州掌故》是一部关于福州历史与文化的百科全书。
它以翔实的资料、通俗的语言，娓娓叙述福州几千年发展与变迁的历史。
它的出版，恰为福州建城2200周年献上一份珍贵的礼物，成为福州文化历史发展的纪念碑。
　　《福州掌故》列述的许多内容，突出而生动地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现象与历史风貌。
　　《福州掌故》是闽史的闽的生动画卷，它全面、系统地反映福州地区的人文地理特征和社会历史
发展，既有充分的史实根据，又有动人的口碑佐证。
此书题材广泛，搜罗宏富，诸凡地理、人物、古迹、名胜、风俗、民情、艺文、名产、遗闻、铁事等
，无不涉及，颇有可观。
　　本书立足于福州现有五区：鼓楼、台江、仓山、晋安和马尾，附带古代福州府地的闽侯县，从地
名递嬗的巷陌集镇到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从岁时节日的民俗风情到历史名人的遗闻轶事，逐一采撷
成篇。
力图用自动洗练的笔墨，书写丰厚翔实的内涵，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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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南门榕树挂红灯福州南门兜一带，是古代闽都城乡结合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今尚存古城墙与护城
河遗迹，两岸与街心有许多古榕。
那里的居民至今仍有在榕树上与宫观里张挂红灯的习俗。
相传唐朝末年，有个名叫照天柱的人，少时喜欢习武练拳，为人刚直，好打不平，曾出家在雪峰寺为
僧。
闽王王审知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寺院遭殃，古迹被毁。
照天柱被迫外出云游，在民间为百姓看病驱疫，并经常在大榕树下坐禅。
当时，天下四分五裂，战事蜂起，南唐兵由闽北直逼福州，新登位的王延政（王审知之子）政权内部
出现叛乱，王延政急忙调遣闽南驻军前来福州救援解危。
闽南驻军很快北上渡过乌龙江兵临南门城下，准备攻城讨伐叛军。
照天柱得到消息后，为拯救百姓免遭战火，便连夜赶到南门，将红灯笼高挂在榕树上作为信号，提醒
百姓迅速逃离。
这时，攻城部队见榕树上挂有红灯，以为树下四周有伏兵，不敢冒然进攻，便掉头转向东门而去。
于是，这里避免了一场灾难。
事后，南门一带的老百姓平安返回家园，却见照天柱已坐在大榕树下羽化了。
为了纪念舍己为民的照天柱，此后当地人便在榕树上挂起红灯，建造一座照天君宫，同时也表达乡民
祈愿国泰民安、和平幸福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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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首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约请林炳钊先生起草纲目初稿，其后由林忠干先生重新拟定章节框架并联
络各位撰稿人编写细目，分工执笔。
稿件汇总后林忠于先生独力承担了统稿工作。
全书编写工作分工如下：《历史沧桑》主要由刘大治先生负责撰稿；《市井乡里》《文物胜迹》主要
由李乡浏、刘湘如、林利本、张发平先生负责撰稿；《民俗风情》主要由林炳钊、刘湘如先生负责撰
稿；《社会琐闻》《名人轶事》主要由林国清、刘大治先生负责撰稿；《考古发现》由林忠干先生撰
稿。
福建省方志办公室卢美松先生欣然为本书作序，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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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福州掌故》是闽史的闽的生动画卷，它全面、系统地反映福州地区的人文地理特征和社会历史发展
，既有充分的史实根据，又有动人的口碑佐证。
此书题材广泛，搜罗宏富，诸凡地理、人物、古迹、名胜、风俗、民情、艺文、名产、遗闻、铁事等
，无不涉及，颇有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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