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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都文化述论》

前言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由众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构成的。地域文化呈现着中华民族文化博大
精深的共性，又以它们各自鲜明的个性，使中华民族文化更加异彩纷呈，璀璨夺目。就以汉族地区的
文化来说，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汉族地区经济文化古今一贯的特点，就是“基本的同一性和不同地域
特色相辅相成”。闽文化正是这样一个体现着中华文化精神，又具有鲜明八闽山海特色的地域文化。
福建别称“闽”，位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东临台湾海峡。西枕武夷山脉；三面与浙、赣、粤依山为
邻，一面与台湾隔海相望。山海兼备的特殊地缘和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环境，塑造了灿烂多彩的闽文化
。上古时期，闽地的原住民，是南方土著百越族的一支闽越族。首见于先秦古籍的“闽”和“七闽”
之称，当泛指这些闽地土著。这些“善舟船”的闽越人所创造的闽越文化，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也
同诸越文化产生交融，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闽越国时期发展到辉煌的顶点。闽越文化是闽文化的源头
之一，对闽文化的底层产生重要影响。

Page 2



《闽都文化述论》

内容概要

《闽都文化述论》除对闽文化作全面的综合性的专论外，还对五个次区域民系文化和一个少数民族文
化分别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我们期望这种把区域文化事象视为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的综合性、整体性
研究。对闽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会有所推进，对地域文化知识的普及也有所裨益。令人高兴的是
，2007年6月，福建经文化部批准设立了国家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是福建地域文化发展
史上的一件大事，正在促进新一轮的福建地域文化研究热潮的到来。
闽文化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也是一个当代文化概念。如何把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传承优秀的中华
传统文化，构建具有现代文明的闽文化，既是个实践问题，也是个理论课题。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里
，在闽文化的再出发中，无论实践或者理论，我们都会有新的更多的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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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原始农业生产的发展必然促进原始手工业的发展，陶器烧造是其时原始手工业的主要部门。从
昙石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看，主要是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也有一定数量的夹砂粗红陶、泥质红陶、橙
黄陶、泥质黑陶等。纹饰多为拍印条纹，还有绳纹、交错条纹、方格纹、篮纹、回纹、云雷纹、划纹
、刺点纹、圆圈纹、镂孔、附加堆纹、彩绘等。器形有釜、簋、罐、碗、壶、杯、豆、鼎、盆、钵等
。制作技术是手轮兼用，其中轮制陶器不仅造型浑圆、规整，而且器壁厚薄均匀，有的壁薄仅0.1厘米
左右，且遍体布满整齐旋纹，足见其时制陶技艺之精湛，也因此促使了专门从事制陶手工业者的出现
及其从农业中的分离。此外，昙石山遗址发掘的5座陶窑，分布比较集中，相互毗邻，连成一体，都
是利用缓坡地面直接挖掘而成，方向朝东或东偏南，估计是一处氏族公社的公共制陶工场。从窑的形
状和结构看，它们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窑址十分相似，反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统一性以及福
州原始社会生产力的水平。②昙石山文化遗存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大体属于父系氏族公社，从已发掘的
昙石山文化的墓葬中看，大多数是单人埋葬，随葬品多寡不一。例如在1976年闽侯白沙溪头新石器时
代遗址发现的女性墓中，除一座老年妇女墓有少量随葬品外，其他皆无随葬品，而男性墓中则普遍都
有随葬品。在夫妻合葬墓中，男子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膝面朝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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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闽都文化述论》为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闽文化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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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虽然比较厚，但其实有价值的东西不多，有学术垃圾之嫌。居然还在福建省获奖了，真是
笑话。这基本上是关系运作的结果，属于学术界的丑闻之一。这本书虽然比较厚，但其实有价值的东
西不多，有学术垃圾之嫌。居然还在福建省获奖了，真是笑话。这基本上是关系运作的结果，属于学
术界的丑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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