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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老行当》

前言

福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八闽都会，自然风光优美宜人，人文历史积淀深厚。据《史记
》记载，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封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立福州文明史的开端。据
昙石山等考古遗址发现，早在五千多年前，在今日闽江两岸就栖息着福州人的先祖，他们“以渔猎山
伐为业”，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不论是生生不息的闽越先民，还是千里跋涉迁徙而来的中原人，
一代又一代，怀着希望，寻着梦想，筚路蓝缕，辛勤耕耘，不屈不挠，开拓进取，擎起了一片东南胜
景，使福州以海滨邹鲁、文化名城而享誉神州大地。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的流水也沉积下许许
多多难忘的记忆。一个城市找出几处有价值的人文景观并不难，但是要找出像福州这样拥有如此丰富
而厚重的人文景观则不容易；一个城市找出一些代代相传的习俗并不难，但是要找出像福州这样有着
深邃而博广的民俗文化体系则不容易；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要找出她独特的、蕴涵丰厚的人文积淀
并不难，但是要找出能延续到今天，不断传承、丰富、超越、创新的人文，则不容易，这就是福州民
俗文化的价值。2001年5月，福建人民出版社组织福州民俗专家方炳桂、李乡浏、曾意丹、徐鹤苹、潘
群等撰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一套八种出版。作者们用历史考证者和现实感受者的眼睛，考察历经
数千年沧桑岁月的闽都，感觉民风，体味民情。用开阔酣畅的笔墨，呕心为文，大度而峻厉，本色而
瑰奇。这种挖潜意识，绝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一种狭隘的地域偏好，而是对闽都文化的重
新认识和开拓，一种审美意识中蕴含着历史意识的苏醒。民风与地理的辉映，历史与现实的呼应，自
然与人文的交错，既是历史的泼墨，又是都市的写意。这无疑是造福福州人民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
文化工程。该丛书出版之后，得到海内外福州人的普遍欢迎，一版再版，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福
州一批经过数十年的跋涉与研究的民俗专家，在此基础上，又不断挖掘和复原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民俗
，形成了许多的新资料、新成果。因而修编、扩容、再版呼之欲出。这次重编的“福州民俗文化丛书
”，包括《福州习俗》、《福州老街》、《福州世家》、《福州地名》、《福州熟语》、《福州老行
当》、《福州民间故事》、《福州地方神》等八种，宕开一笔，是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表达福州独
特的民俗文化，再度填补都市记忆的空白。该丛书绝不是旧史料的堆集，它着眼当今科学发展的大背
景，以历史文化名城数千年的文化与文明互相参照，建立起该丛书的时空坐标，以图文凸现历史悠久
的闽都文化。编者的视角相当阔大，焦点十分清晰，多维的视线角度、沉淀的文化底蕴，将福州古朴
的街巷、繁华的市井、独特的民居、醇美的风俗、奇异的掌故、悠远的遗迹、近代的建筑以及文化的
传承都真实、直观地介绍给世人。编者对文字与图片的精益求精、掌故的入微研考，也用心良苦，既
有客观史料的呈现，又有学术观点的阐发；既有内在的叙述张力，又有丰赡的感性细节，而且兼顾资
料性与艺术性，使之成为可供欣赏、研究和收藏的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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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老行当》

内容概要

《福州老行当(修订本)》把一个城市整整几个世纪的历史、行业发展和世俗风情直观地介绍给读者。
历史的演变、行业的兴衰、创业的艰辛、成功的喜悦⋯⋯栩栩如生、娓娓道来。三百六十行行行生风
，回味当年市声充耳，遐想昔时街坊杂趣，此时无声胜有声。《福州老行当》与其说是一本书，更像
是一本值得研读的课本。这既是写给福州市民饭后茶余消遣的书，更是一本写给有志创业者的研读课
本。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匠心，在忠实于历史的前提下力求生动，但不是为了追求生动而改变
和虚构历史，而是尽量让历史以生动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Page 3



《福州老行当》

作者简介

方炳佳，福州凤岗里人。酷爱福州乡土文化，长期从事福州方言、地方戏曲、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
和研究工作，现任福州市民间文学家协会代主席、福州人民广播电台“左海乡音”节目特邀主持人。
主编或参与主编的项目有《榕树下》、《福州乡土文化汇编》、《福州风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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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老行当》

书籍目录

衣食住行  风味美食扁肉燕  团团圆圆说鱼丸  炊切光饼征东饼  后来居上嫩饼业  城台遍布名菜馆  与人
方便说家厨  早年满街（米时）（米果）店  “索面”疑人“梭面”来  开鼎番薯槟榔芋  “度绳师傅”
怕雨天  野轿马车人力车  最早的公交与脚踏车  闽江流水话渡船生活服务  剃头扒耳兼刮沙  漫说榕城汤
池店  “搬架”和取牙  梳头嫂和衣裳嫂  居家好用说木桶  琐忆悄箸悄高底  补藤床框补竹席  “卡搭”
椅桌  补伞和“卡搭”钟表  锜碗打锁匙  箍桶与缚鲎圭  磨菜刀悄铰刀  旧家具收买  收买呆铜呆铁破玻
璃  收买鸡毛鸭毛肉骨  卖火管笊篱蓖  净我榕城清道夫  “粪”字演绎三行当  报警救火实可敬  仵作精
神亦可钦街坊杂谈  端阳佳节两景观  夏日炎炎说白扇  瓶瓶囝换人囝  卖屐屐糖  ⋯⋯婚丧寿养文化娱乐
传统农事工商制造际录——福州人传统意识中的行当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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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老行当》

章节摘录

插图：后来居上嫩饼业福州方言中的“嫩”即细或幼的意思。嫩饼即细饼，与《炊切光饼征东饼》中
所说的炊切那一行比，不论用料、工艺、花色品种，都有极大的区别。炊切用的原配料主要是面粉、
食盐、碱及少量的糖，油基本不用。嫩饼则扩大了许多，除了炊切中要用的它都用外，还大量用上了
糯米做的糕粉，并且糖和油以及芝麻等都成了主要的配料。行内有句俗话说：“嫩饼没工夫，糖油做
师傅。”如果说炊切粗饱的话，那么嫩饼则要再加上“油腻”两个字。但在绝大多数老百姓都需要糖
、油来润滑肚子的年代里，嫩饼被普遍认为是饼类中的上品。的确，它的口感、营养价值绝对比炊切
类好和高。嫩饼在福州的发展比炊切晚，大约在清末民国初，福州才有了“洋饼”、“广东饼”。但
是，嫩饼这行很快就后来居上，并迅速融入八闽民俗文化中来。嫩饼中的中秋月饼、灶糖灶饼成了福
州人中秋节和年关送灶神这两个重大传统节日必备的供品。嫩饼中的礼饼成为婚嫁中的重要礼品，此
俗至今还流行于包括屏南、古田在内的福州十邑。中华老字号美且有糕饼厂创办于清咸丰年间，至今
已有130多年的历史。从那以后，先后冒出了民天（兼营）、观我颐、亦丰有、兴隆、福泰、谢万丰、
宝来轩、南轩村、潮安等著名嫩饼店号。一百多年来，福州嫩饼由上述名店创出了许多名牌糕点，如
观我颐猪油糕、美且有咸南炒米、谢万丰礼饼、南轩村麻芝、宝来轩猪油炒米、亦丰有肉糕等，至今
还令海内外福州人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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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老行当》

后记

《福州老行当》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封笔付梓了。在浩如烟海的福州老行当中选材写书，实在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福州是一座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从农业手工业发展到民族工商业
，历史悠久，行业和行当不计其数。面对无数的行业和行当，真有无从下手之感觉。其次，在众多的
行业和行当中，有的已被时代淘汰，难觅其踪；有的不但存在，而且还随着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而有所
发展。已被淘汰的如何挖掘，重现历史，现存而又有所发展的如何弘扬，确实难以把握。第三，在《
福州民俗文化丛书》中已有《福州老街》、《福州老铺》。《福州老行当》如何做到既较全面地展现
福州的老行当，又不与“两老”雷同，写出自己的特色，是一个很需要探讨的问题。在撰写此书的过
程中，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梁建勇等领导给予了指导和鼓励。在选材和搜集资料过程中，许多朋友
伸出了援助之手。民间故事家林祥彩先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福州市食品公司肉制品加工厂和陈
德仁、方锦江、林庆和、马信发、顾希坚等同志送来了许多书面材料（凡参考了的均已在有关文末注
明）；魏孔明同志还协助整理部分材料；王宜春、齐上志、吴香钦等同志提出了许多线索和建议。由
于领导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许多困难都迎刃而解。时值此书出版发行之际，特向上述领导和同志
们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于此书牵涉面广，撰写难度较大，加之个人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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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老行当》

编辑推荐

《福州老行当(修订本)》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文化积淀深厚，流传下来的各个行业的传统技艺，无不
体现出一种极富区域特色的文化气息。民俗专家解读那些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种种“行当”，趣味
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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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老行当》

精彩短评

1、列为家庭基本藏书，永久保存
2、翻看着书中的介绍 ，就回想起了小时候吃过的小吃，走过的巷子~ 挺有意思的介绍福州老字号的
书~ 对了本地人来说，是一本回忆录，对于他乡友人来说，可以算是是一本旅游指南~ 也可以从一个
侧面来了解福州~~
3、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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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老行当》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