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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湾问题是萦系在海内外所有中华民族子孙心上的一个最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
一个多世纪来，台湾无论沦入日本殖民统治。
还是处在两岸对峙的政治纠葛之中，都是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存在着，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压力
下，都不能把它和祖国分开。
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同胞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子民；台湾社会和祖国大陆
社会一样，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建构和发展的。
共同的文化，是一股潜在的、巨大的力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维系台湾与祖国密不可
分的精神支柱。
这一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各族
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中国人的纽带，也是实现祖国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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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历史发展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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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移民南徙人闽，至宋代已基本完成；而在台湾，则是自明末清初开始，
才由南徙人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再度大规模迁入台湾的。
其文化的传播，也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发展，再度播入台湾。
因此。
闽台社会都先后经历了一个共同的内地化、文治化，实质也就是中原化的过程。
虽然在台湾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源自中原的闽文化经历了其在台湾本土的不同发展，但未能改变其源
自中原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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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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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都不能把它和祖国分开。
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同胞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子民；台湾社会和祖国大陆
社会一样，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建构和发展的。
共同的文化，是一股潜在的、巨大的力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维系台湾与祖国密不可
分的精神支柱。
这一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各族
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中国人的纽带，也是实现祖国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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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历史发展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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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移民南徙人闽，至宋代已基本完成；而在台湾，则是自明末清初开始，
才由南徙人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再度大规模迁入台湾的。
其文化的传播，也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发展，再度播入台湾。
因此。
闽台社会都先后经历了一个共同的内地化、文治化，实质也就是中原化的过程。
虽然在台湾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源自中原的闽文化经历了其在台湾本土的不同发展，但未能改变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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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曾任《福建论坛》编辑，长期从事闽台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现任福建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先后在《台湾研究》、《台湾研究集刊》、《清史研究》、《东南文化》、《福建论坛》、《江海学
刊》、《开发研究》、《江淮论坛》等刊物及各种公开出版的学术论文集发表论文8 0余篇，参与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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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东吴政权延伸台湾的尝试和隋朝对台湾的探索　　这种来自古老经验的统辖意识，在后来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屡屡成为大陆政权拓展东南海疆的动力。
从东汉后期开始，北方战乱、灾荒频仍，相对僻远的江南，逐渐显示出安宁和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
基于此，东汉的地方政权建置，逐步向东南延伸。
　　先是，由于闽越在与西汉政权对抗中遭到灭顶之灾，被强迫移民于江淮之间，整个东南区域一度
废为荒墟。
“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
”①当时冶县的范围，几乎相当于当今的整个福建。
这是福建首次作为地方建置直属于中原政权的正式记载。
按汉制，每郡均设武职“都尉”以镇守，由于闽地广阔，会稽郡特增设东部都尉以加强对冶县的管理
，后来东部都尉内迁章安。
留一侯官镇守冶县，故冶县在东汉时又称东侯官。
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原设于苏州一带的会稽郡移到钱塘江以南，其北归为
吴郡。
会稽郡南移后，下辖章安、东侯官二县，因侯官兵力不足，又在县治增设南部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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