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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闽南文化丛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我们之所以组织撰写这套丛书，主要基于以下的三点学术思考。
　　一、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极具鲜明特色的地域
文化。
闽南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磨合，以及东南沿海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
等多种因素逐渐造就的。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培育了闽南文化，而深具地域特色的闽南文化又使得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显得更加
丰富多彩。
当今，区域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一个学术热点，从中华文化整体性的角度来考察区域文化，
闽南文化的研究理应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二、闽南文化是一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
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既向往追寻中华的核心主流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顽固地保持边陲文化的变异体
态；既依归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文化体制并积极为之作出贡献，又不时地超越传统与现实的规范与约
束；既有步人之后的自卑心理，又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的意识；既力图在边陲区域传承和固
守中华文化早期的核心价值观念，却又在潜移默化之中造就了诸如乡族组织、帮派仁义式的社会结构
。
这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可以把许多看似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人文因素，有机地磨合和交错在
一起。
也许正是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闽南区域文化及其社会经济的持续生命力，从而
使得闽南社会及其文化影响区域能够在坚守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有所发扬，有所开拓。
我们通过对于闽南二元结构文化结合体的研究，应该有助于对于中华文化演化史的宏观审视。
　　三、闽南文化是一种辐射型的区域文化。
从地理概念上说，所谓闽南区域，指的是现在福建南部包括泉州、厦门、漳州所属的各个县市。
然而从文化的角度说，闽南文化的概念远远超出了以上的区域。
由于面临大海的自然特征与文化特征，使得闽南文化在长期的传承演变历程中，不断地向东南的海洋
地带传播。
不用说祖国大陆的浙江温州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沿海，以及祖国的宝岛台湾，深深受到闽南文
化的影响，形成了带有变异型的闽南方言社会与乡族社会，即使是在东南亚地区以及海外的许多地区
，闽南文化的影响所及，都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
因此，闽南文化既是地域性的，同时又是带有一定的世界性的。
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之下，研究闽南文化尤其显得深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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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通过对闽南音乐和工艺美术进行概要的整理和描述，力图使读者对闽南音乐和工艺美术的概
要和特征、其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以及其与中原、台湾、海外文化的联系等有一个概略的理解。
由于一切文化事象的发生、形成和发展、变化等都是在当地自然环境与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实现的，而
闽南的自然环境与文化背景又极具地方色彩与特色．要想尽可能深刻地了解闽南音乐与工艺美术，对
其自然环境、文化背景以及历史沿革等亦必须有所了解。
因此，本书在对每一个音乐与工艺美术项目进行介绍的同时，对与之关系密切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
、历史传承等相关事项亦尽可能有所考虑。
通过这种努力，力图使本书对闽南音乐与工艺美术的介绍更为立体和厚实。
使读者对于闽南音乐与工艺美术帥理解尽可能深刻和全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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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闽南乡土与音乐　　第一节　风土与原住民音乐文化　　福建古为“蛮荒”之地。
闽，《说文》曰：“东南越，蛇种。
”居住于当地的古闽越人以蛇为图腾。
闽南语“闽”与“蛮”同音，两字的结构和立意相同，皆从虫，即蛇的象形，其字义一目了然。
作为地域名称，闽字充分体现出其原始、蛮荒的性格。
亦即相对于中原文化发达的区域来说，福建和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域一样，古时候乃是“百越文身”
之地，是虫兽出没的地方。
　　从自然条件来说；闽南属于亚热带季风地带。
夏日的季风不断地把海面上暑热潮湿的空气往陆地上输送，使得属于常绿阔叶林地带的闽南地域气候
温润，光照和降水充足，树林茂密，大地生机盎然。
茂盛的植被，为动物和人类带来了丰富的食物，也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
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是闽南人民长期以来维持较为富庶生活的主要条件，也为闽南文化的繁荣和发
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但另一方面，大自然同时也频繁地驱使雷电、飓风、暴雨、洪水等自然暴力，对人类进行严酷的
打击。
尤其是在山林地带，由于树林茂密，遮天蔽日，多雨甚至阴湿的环境，还容易造成食物腐臭、病菌繁
殖、疫病流行。
也就是说在季风地带，大自然给大地和人类带来盎然生机，同时也给人类以打击，在这种生死予夺的
大自然面前，人类根本无力反抗，其结果就形成了闽南人极其敬畏自然、崇信鬼神，尤其是与降雨有
关的雷神、龙蛇神等的民风和地域文化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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