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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泰顺，二十余卒美丽的古廊桥依然存在，几乎每个飘落都可以看到成片保存的古民居，古代的驿道
和山村道路大多可以，反映深厚的家族文化的家谱、宗祠、古墓、寺庙，特别是种类繁多的地方信仰
的小庙各村都能看到，婚丧喜庆活动的民俗活动和地方文化艺术丰富多彩，而多达七八种的方言和别
具特色的地方食品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泰顺又是一个生态环境极佳的山区，别具特色，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在蓝天白云的覆盖下，竹
海林涛的掩映下，山溪流水的伴奏下，呈现出至今已不易看到的一幅中国传统农村的风貌。
正由于这样的原因，近些年来泰不仅吸引了来自喧闹城市的游客，也吸引了走出书斋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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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松弟，浙江泰顺人，1954年生。
1986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留历史地理研究所任教，1992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0年升教授、博
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中国历史经济地理、中国人口史和区域经济史。
先后出版六卷本《中国移民史》之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和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六卷本《中
国人口史》之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以及《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攻治》、《南宋
人口史》、《两唐书地理志汇释》、《“上帝”让温州人发财——温州创
业文化启示录》等个人专著14部，并主编《港口一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中国百年经济拼
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等著作，发表论文130余篇。
曾在英、美、日和我国港台的多所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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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自三国两晋以来，随着北方汉族的逐步南下，浙南福建的土著文化受到冲击和融合。
然而，北方移民在这一片区域大多采用零散的渐进式的迁移，只是不断补充当地的人口，并没有代替
土著而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部分，北方文化更未能完全取代古老的闽越文化。
而且，浙南福建的各个地区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和融合的步伐未必一致，较晚开发的地区往往保存着比
较完整的闽越文化。
泰顺、寿宁、景宁、云和、宣平诸县是浙闽最后开发的地区，应该保存着比其它地区更多的闽越文化
。
泰顺历史上的移民主要来自浙南闽北，浙南闽北诸县之间的人口流动很大的程度上是闽越文化的区域
流动。
因此，尽管移民来自四面八方，泰顺的地域文化本质上仍属于闽越文化，而不同于浙江北部的吴越文
化。
泰顺文化的多样性，首先是闽越文化内部的差异性。
常言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在泰顺这种深山茂林、溪谷巨涧分隔的山区，县域内各小区域间的交通往来远不如平原地区那样方
便和频繁，必然加强了内部区域文化的差异性。
这种地理条件，使得四面八方迁入的移民所携带的家乡的文化，在泰顺得以长期保留。
此外，泰顺既位于浙江和福建两省毗邻地带，又居沿海和内陆相交之地，南北向有跨越浙闽两省的交
通道路，东西向有浙闽边山区横贯沿海的道路。
这种地跨浙闽、连接山海的地理位置，也会使泰顺地域文化具有兼具浙闽、横跨山海的特色。
语言和地方信仰两项，常被视为体现中国区域文化差异的主要内容。
泰顺文化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区域，并体现出内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方言和地方信仰上。
泰顺是多方言区。
有人说温州方言差异之大，可称全国之最，温州话之难懂，闻名全国。
而泰顺方言差异之大和难懂，可能又居温州之最。
《分疆录》卷二“方言”，曾用一大段话，说明泰顺移民与方言的关系。
大意是：泰顺县城罗阳在建县时迁入的人大多来自处州府，所以现在的方言接近丽水、松阳、遂昌等
县，城郊外面的方言则接近福建话。
一都靠近景宁县，方言就接近景宁。
二都和三都靠近青田和瑞安，方言就夹杂着青田话和瑞安话。
东南各个乡都讲福建话，靠近各县边界的乡尤其如此，南边和北边的方言的差别如同秦国和越国的差
别那么大。
另外，康熙、雍正年间以后又有很多汀州人进山种植蓝靛，家族聚居在一起，于是现在还讲汀州话。
乾隆以后又有很多平阳北港的人进山耕种，其中有家庭的都是清初从福建兴化府、泉州府迁来的人，
因此又讲泉州话。
泰顺地方不过二百里，而方言如此复杂多样，远远超过别的县，所以特意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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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入中国的传统农村:浙江泰顺历史文化的国际考察与研究》：我们有许多探访泰顶的理由。
它拥有非常优美的自然景致包括自山中奔流而出的河水、温泉，以及与世隔绝的山谷。
其桥梁群与古老村落使得它具有历史研冤价值。
在过去数年中，已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到泰顺进行地方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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