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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华夏大地，沧海桑田，沉积于社会底层的民俗文化，保留着许多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祖国各地独特的民风习俗，绚丽多姿，异彩纷呈，令人为之迷醉。
　　泉州民俗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据现代考古的发现，南安大盈青铜器的出土，说明在先秦久远的年代，早就有人类在这个地区繁衍生
息。
随着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发展，在泉州这个区域内，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民俗文化。
这里有草莱初辟的泉州先民——“闽越人”，他们有“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以海为田”的故地习俗
；有千里跋涉、举族南迁的“中原人”，他们带来了华夏民族的传统习俗：还有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延伸，汇聚十洲人，他们又带来了海外各地的异俗；还有泉州人漂洋过海，
深入“绝域之区”，受到当地风俗的影响而带回来的殊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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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资料来源，是作者拾取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遗存及其表现形式，综合作者的亲身经历、见闻、考
察、调查、回忆，有的还是亲自践行过的。
可以说，绝大部分是来自民间的纪录，有关文献资料仅作参考、核实之用，同时努力搜集有“存照”
价值的文字资料予以印证。
因此，本书也具有广集资料的特色。
    本书的内容采集自民间，方言俚语俗字出现不少，因为是本地特有的，难以用对应的规范化词语替
代。
一些名物事象，也具有地方性特色。
为便于读者理解，书中对其细节或过程予以详述，甚至不厌其烦，以体现民俗所反映的人们的生活、
生产及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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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以食为天”，饮食在人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之一。
而作为一种民俗，它的形成却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饮食民俗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其
强烈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地方文化色彩。
《温陵旧事》载：“泉地隘而硗瘠⋯⋯谷少而人浮于食，饔飨所资，上则吴浙，下则粤之潮高，如数
月海舶不至，则待哺矣。
”因此，泉州人自古以来就深谙“民以食为天”的道理，闲坐聊天，“讲长讲短，讲食煞尾”。
熟人路遇“食未”（吃了吗?）的问候语也时常脱口而出，至今泉州人尚称就业谋生为“趁食”。
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和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日常饮食习俗的“节俭”和酒宴习俗的“奢侈”
，有机地构成了泉州饮食民俗的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
泉州饮食民俗的内容丰富多彩，这里着重谈谈泉州人的一日三餐、佳肴小吃和早茶晚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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