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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风肆虐，暴雨滂沱。
在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的危急时刻，东 南沿海各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奋起抗击 台风。
广大军民的忠诚和热血谱写了又一篇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敢于拼搏 的正气歌，这是英雄之歌，民族之
歌！
此时，福州市文化局曾意丹同志托人 送来他的《故园沧桑一人文八闽》丛书的部分书稿和一封信，嘱
我作序。
作者的《人文八闽》，大都是福建古村镇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又多涉及文 物保护问题，尤其是向我们
揭示了千百年来历经狂风暴雨肆虐的古村镇之 所以能巍然屹立、生生不已，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支撑。
这种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使我对福 建“八闽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并感到由衷的敬佩！
福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八闽”地区蕴藏着“太多的秘密”，是建筑学、历史学、考古学、
地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的 宝藏。
到过福建考察的人无不对福建“八闽文化”的丰富内涵感到神奇，称之为“人类社会的活化石博物馆
”。
例如：晋江安平桥（五里桥），泉州 洛阳桥（万安桥）均为我国宋朝著名的梁式石桥，其建筑设计之
精巧，规模 之宏大，结构之严整，为桥梁史上的杰作。
又如，以土楼为代表的民居— —用夯土建造的规模宏大的族群性住宅楼，可称得上是世界民居建筑之
奇 观。
如果你身临其境，犹如置身古罗马剧场一般，那种雄伟、壮观、恢宏 的气魄所产生的“神奇”和所给
予人们的震撼是难以形容的。
真正是“世 界建筑之瑰宝”！
我曾以为中国缺少欧式石头建筑，是因为我们缺乏采石和 砌石技术，当看到南靖县田螺坑等土楼（围
楼）一用夯土墙承重建造的三层 甚或六层楼的建筑时，我深为惊奇，中国土木建筑竞能达到如石筑技
术的 高峰，我真为中华民族的无穷智慧和精湛的建筑技艺而自豪！
此外，闽南的 红砖、红瓦，闽东的木构、木雕、彩绘，泉州“出砖入石”等不同风格的 民居建筑，
形成了或凝重、或粗犷、或轻巧的强烈反差，真可谓千姿百态，各领风骚。
这种建筑风格的不同，盖源于福建地域之间地理条件不同，取材各异，而它们都做到了与周围环境的
完美结合，形成了人与建筑、建 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自2003年起陆续公布了一批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其中就有
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南靖县书洋镇田螺坑 村、邵武市和平镇、连城县宣和乡培田村、武夷山市武夷乡
下梅村，这些 村、镇的建筑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传统建筑风貌、地方特色 和地方民族
风情，具有相当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
对福建“八闽”古村镇的保护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无形文化 遗产名录中，福建梨园戏、福州闽剧、莆田莆仙戏、泉州高甲戏、泰宁
梅 林戏、漳州歌仔戏以及泉州南音等均列其中。
戏剧品种的多样性、群众性，是“八闽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中国戏剧史上难得的“活化石”
。
此外如惠安石雕、永定客家土楼营造技艺、福州脱胎漆器髹饰和厦门漆 线雕技艺，都是具有特殊文化
价值的遗产。
上述这些古老剧种和当地保存 的地方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古音、古音韵，对研究古汉语的演
变 提供了难得的宝贵实证，而那些石雕、漆雕作品，也为工艺史的研究与传 承提供了鲜活的典范。
无论是古老剧种，还是古老技艺，都向人们展示着 中华文明的价值和传承的魅力，这是中华文化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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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 不断挖掘和研究。
继承和发扬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应是我们当代以及后 辈子孙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
福建“八闽”文化，渊源于中原文化，又区别于中原文化，既受中原 文化的影响.又深深植根于“八
闽”大地。
在历史长河中，它像巨榕一样，形成了独树一帜、别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同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
晋 文化和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一样，各有其鲜明的地域特色。
作者 曾意丹先生在本书前言和各篇文字介绍中都做了深入的分析，我是有同感 的。
“八闽”文化的鲜明特色，可能同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区域位置 相关。
福建西部纵横交错的山地丘陵，造成地区之间的交通不便、语言阻 隔、习俗有异，很自然形成了文化
大同中的区域文化差异。
东部面临太平 洋，隔海与台湾省相望，有着绵长的、曲曲弯弯的海岸线。
由于土地贫瘠，许多人出外谋生，便到台湾岛开发、繁衍生息，与台湾结下了深厚的“闽台姻亲之缘
”。
福建百姓在被迫谋生与惊涛骇浪的搏击中，用顽强的意 志和鲜血生命开辟了海上交通，从而使福建比
较早地成为我国海上贸易和 对外交流的前沿阵地，在福建沿海地区也形成了浓郁的蓝色（海洋）文明
的 痕迹。
因此，“八闽”文化，呈现了更多的地域性、多样性、丰富性，以 自己独特的风韵和魅力展示着中华
文明的价值，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里绽 放出鲜艳夺目的奇葩。
最近，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这是我国现代化 建设进程中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
的伟大部署。
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 业，切实提高农民生活，改善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是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大计，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意义。
在大规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需要特别注意古村镇的保护，这 是一个十分重要又极为迫切的课题
。
须知，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多样 性、传承性，主要是在农村中、农民中。
换句话说，古村镇是传承历史文 化的载体，古村镇的农民是传承历史文化的主体，忽略这一点或是采
取漠 然视之的态度是错误的。
因此，对“八闽”地区的民居建筑及其保留的文 化一定要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要以对民族地域文化
的“敬畏”之心和对 传统建筑保护的责任感，慎重处理古村镇在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切 不可任意变迁和大拆大建，否则就会重蹈历史文化名城“旧城改造”造成 的惨痛覆辙。
“千城一面”，“千篇一律”，同样会毁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特色。
传统文化是一座城市、一处村镇的灵魂，失去了传统文化，也就失去了灵魂，这是千万要特别注意的
。
“八闽”地区古村镇保留下来 的人文资源，是福建开发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大资本，也是留给后
代 子孙的宝贵遗产。
在古村镇保护中，尤其要注意周围历史环境的保护，即 原真性、完整性的保护，要始终关注传统民居
体现出的那种人与自然的和 谐统一。
为了某种暂时利益，任意改建的破坏行为必须依法制止。
曾意丹先生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后在洛阳、福州等地从事文 物考证和博物馆工作，曾任福州
市文物局局长。
他才华横溢，学识广博。
退休后，又继续深入八闽大地，开展对古村镇的调查，潜心研究多年。
《人文八闽》丛书就是作者近年来对八闽文化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体现。
丛 书不仅对各地民居建筑、风土人情作了深入阐释，而且对为国家、为民族、为福建地方做出过突出
贡献的先贤名人和各地名物古迹也做了一番精心 考证。
现在把这些成果结集出版。
确实做了一件功在国家、利在公众的大 好事，这是值得赞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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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的出版一定会对当前加快海峡西岸建设、促 进台海交流和进一步加强福建文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
这些粗浅之见，如有不当，敬请各位专家不吝指教。
是为序。
中国博物馆学会会长 原国家文物局局长 张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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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整体地审视八闽文化，生动记述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八闽三村镇的风貌、古建筑、民俗风情、
特产、名人名胜、文物古迹、也着力探讨了海峡两岸的因缘关系，记录古村镇曾经发生的中国历史重
要事件，不光描述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更侧重借助村镇这一载体，探索闽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不
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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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意丹，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后在洛阳、福州工作。
主持过洛阳西高崖遗址、隋唐都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历任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福州市文物局局长。
曾促进并协助组织国家在连江定海的第一次水下考古工作。
组织考古队在福清发掘南少林寺遗址。
个人专著有《福州旧影>、《福州古厝》，与人合著有《洛阳名胜古迹》、《历代都城宫苑》、《福
州世家》，参与编撰《中国美术辞典》、《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辞典等。
发表论文数十篇，发表各类文章150万字。
所撰稿的电视专题片《沿海明珠——福州》获全国第三届优秀电视专栏节目奖(1985年度)，所撰稿的
《坊巷春秋》、《引进西学第一人——严复》分别获1995年度、1996年度福建省社教专题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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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漳州城西北10公里有一座天宝山，人称漳州的龙脉，山脚下是天宝镇。
它的得名源于民间一个传说。
北宋大中祥符年问（1008—1016年），有一 颗大宝珠从山上飞入九龙江西溪，恰被渔夫邱颧撒网捞起
，邱颧老实厚道，忙将宝珠呈送漳州知州王冕。
王冕连夜写就《漳州进珠表》，将宝珠进 贡给朝廷，宋太宗赵光义因而赐名得珠之处叫“天宝”。
现存的《漳州府 志》收录有《漳州进珠表》。
天宝镇还有一宝——香蕉。
要想了解闽地的花果文化应到天宝来。
这 里种植香蕉已有千年，700年前还引进了印度的香蕉品种。
随着天宝人赴台 谋生，明、清时期就将香蕉品种和种植技术传到了台湾。
在台湾，香蕉品 种得到改良，又随着台胞的匈乡拜祖，被引回“娘家”。
天宝最好的香蕉 品种名“芝蔗蕉”（蕉皮有花斑点），这种蕉是绿色食品，皮薄、肉软、无 芯、味
香、质甜。
顺着九龙江西溪溯流而上，但见蕉林无垠，徐徐江风，吹得叶片翻飞滴翠，绿浪滚滚，好一派蕉果之
乡。
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香蕉 产地和最大的香蕉批发市场，号称“十万亩蕉园十里蕉市”。
天宝香蕉远 销海内外。
天宝镇东倚漳州城区，北接华安县，西连南靖县，居于二县一市中心，又是通往闽西的交通孔道，因
而自古就成了物资交流集散地。
这里有千 年历史的天宝圩场（古名京元市仔），当时是逢农历的二、四、七、九为“圩日”。
现在天宝圩场已改称天宝农贸市场，所以到天宝镇不要光顾着香 蕉，也不妨赶赶圩，农贸市场的万千
货物，定让你目不暇接。
我们此行还要去天宝镇的洪坑村，这里有民谚云：“有鸿湖的富，无 鸿湖的厝。
”“有鸿湖的路，无鸿湖的石铺（路）。
”我们就是冲这句话而 去的。
洪坑村原名鸿湖社，因为整个村子是面临鸿湖而建的。
快到洪坑村时，我们发现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幽美，绿色的蕉林环绕着村子，村子的闽 南古民居，一
色的红瓦顶，整个村落犹如一朵绿叶衬托的红花，这朵红花 又插在一湾碧澄的鸿湖水中，真是天造地
设的风水佳胜地。
洪坑村是戴氏一姓聚族而居的村落，据族谱记载，他们是唐代“开漳 圣王”陈元光的女婿戴君胄的后
裔。
戴君胄的孙子戴永明迁至天宝墨溪村，戴永明的后裔戴从宣又在明初迁至鸿湖（洪坑）开基立业，并
在洪武年间 （1375～1379年）建祖祠“世泽堂”。
洪坑村占地面积约130公顷。
在民居群中有二座特别的建筑：一座是石 构的圆形城堡“鸿湖乐居”。
此楼原为唐代屯兵戍楼，戴从宣从墨溪迁到 此地，改修为住宅；清初曾重修。
“鸿湖乐居”直径35米，类似环廊式圆 形土楼，53间房屋分三层环列，楼内设木制通廊。
城堡中央空坪上有一口 八角形石井。
这座建筑非常重要，因为戴从宣在洪武初年迁来时，就见到 这座圆形戍楼，可见此楼应是元代建筑亦
或更早，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考 察论证。
研究此楼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有个是圆形土楼仿圆形戍楼而 建的，还是圆形戍楼是仿圆形土楼而
建的问题。
从目前已知材料来看，现 存始建年代最早的圆形土楼是漳浦县绥安镇马坑村的一德楼，此楼门额刻 
有“嘉靖戊午年季冬吉立”，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
据村里传说，其祖戴从宣从墨溪迁来时，见到的那座圆形戍楼是夯土 筑成的，不久改为石砌的“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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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居”。
在研究土楼的渊源时，一些研究者已认识到土楼源于古代军事用途的 城、寨、堡、楼。
谢华章的《夯土的史书》中说：“我想建筑土楼的灵感 应该起自于古时的兵防土寨土城。
南靖及漳州一带的圆楼是从城堡、山寨 演变而成的⋯⋯”但一些人却认为土楼起于明嘉靖倭患。
这并不准确，当 然明嘉靖的倭患是土楼大量兴建的一个机缘，但不能说是起源。
“鸿湖乐居”在唐朝时，原先就是用于屯兵的圆形戍楼，到了明初，才改为民居，这可能就是早期的
圆形土楼。
后来又改为石砌的。
看来更大可能是圆形土楼仿圆形戍楼而建的。
进一步考察与研究此楼，还可能对先有方形土楼还是先有圆形土楼等诸多学术问题的解决提供帮 助。
另一座是由城墙围护的寨堡。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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