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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论述了福建和台湾两地的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
全书共分六章，探讨了台湾和福建两地的种族、环境、时代要素与区域文学特征，明郑前后闽台文学
的初步遇合，清代中叶闽台文学的深层对接等。
　　台湾与祖国的文化亲缘关系，最先、最直接的就体现为台湾与福建的关系。
这是由地理和人文关系决定的。
福建和台湾，都是以中原南徙的移民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
稍有不同的是，在福建，中原移民南徙入闽，至宋代已基本完成；而在台湾，则是自明末清初开始，
才由南徙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再度大规模迁入台湾。
其文化也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化发展，再度播入台湾。
因此，闽台社会都先后经历过一个共同的内地化、文治化，实质也就是中原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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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双一，1952年3月生。
厦门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研究集刊》副主编。
著有《彼岸的缪斯一台湾诗歌》（合作）、《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参与编撰《台湾文学史》、
《台湾新文学概观》、《台湾百部小说大展》等。
曾参与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近50年台湾文学思潮的变迁》、《海峡两岸文学艺术的文化亲
缘》、《作为世界性语种文学的华文文学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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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闽台文化之幡征　　第一节　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与区域文学特征　　不同区
域文学间的差异和变迁，缘于“种族”、“环境”和“时代”等三大要素，古今中外的史家学者，对
此多有褐橥。
先秦之《诗经》和《楚辞》，已初显文学的北南之别。
汉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指出了各地风俗民情与地理环境之密切关联。
此后班固《汉书?地理志》更直接揭示了文学创作与地理、民风等的关系。
它按秦、魏、周、韩、赵、齐、鲁、宋、卫、楚、吴、粤等十二地域，“凡有诗见于《国风》者，皆
具引之”，盖由诗以知俗，由俗以明诗，“此尤足证诗与地域之关联也”。
①如以“舒缓之体”指称齐诗（如《齐风?著》等），后世遂有“齐体”、“齐气”之称。
南北朝时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中“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的说法，为人们所熟知和普遍认
同。
到了近世，刘师培倡言“南北文学不同论”②，而汪辟疆则有《近代诗派与地域》论及文学流派与地
域的对应关系，称： “若夫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则随地以系
人，因人而系派。
溯渊源于既往，昭轨辙于方来，庶无诜焉。
”又称： “夫文学转变，罔不与时代为因缘”；“而诗之内质外形，皆随时代心境而生变化”，“心
境与世运相感召，遂不觉流露于文字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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