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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两岸闽南乡亲共同的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   树红霞  
 

  2007 年 6 月，我国批准建立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闽南

文化作为整体文化概念，首次为官方清晰认定。2013 年 7 月 7 日，全国政协提案委调研组莅临泉

州，就全国政协重点提案《关于支持加快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提案》落实情况展开调

研。深具地域特色的闽南文化，以其开放的世界性格局，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 
  今年 6 月，由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策划编写的《闽南历史文化概说》一书由福建人

民出版社出版。究竟什么是闽南文化？以闽南方言为根基的闽南文化有何特点？闽南文化对台湾

有何影响？为此，近日记者专访了该书名誉主编、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闽南师范

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陈支平教授。 
  ◆核心与边陲的文化特性 
  《山海经》云，“闽在海中”。那么，闽南是不是像不少人认为的那样，就是中华文明的边缘

地带？ 
  “这是人们对闽南文化认识的一个误区。因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不断证明，史前时期的闽

南同样也有着悠久而丰富的人类文化。在这里生活的古人类，是福建的早期先民。”陈支平说，

闽南民系是 1000 多年来不同族群长期融合而形成的，漫长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磨合，以及东南沿

海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逐渐造就了富有地域特征的闽南文化。 
  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并不一定造就独特变异的区域文化。尽管闽南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是

伴随着中原主流文化在福建的传播而向前发展的，但是，当宋明以降中原主流文化日益走向保守

的时候，闽南区域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边陲特性，以及闽南面向海洋、勇于接受外来文化的传统，

使得闽南文化较少受到中原地区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从而较多地体现儒家文化许多富有生命

力的因素。 
  陈支平说：“在这样有所差异的历史变迁中，闽南文化在文化思想和社会行为等方面显现出

了一些与中原主流文化不同的独特表现形式。比如，闽南文化商品意识较强，对外来文化和民俗

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补强了中华整体文化的多样性。”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培育了闽南文化，而深具地域特色的闽南文化又使得中华文化显得更

加丰富多彩。”陈支平告诉记者，“我们通过梳理百年来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基本脉络，撰写了《闽

南历史文化概说》一书，力图把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基本概况呈现给广大读者，以期

更好地弘扬闽南文化。” 
  ◆清代以前闽南人少有国界概念 
  闽南文化是一种辐射型的区域文化。闽南，在地理上指的是现在福建南部包括泉州、厦门、

漳州所属的各个县市。然而从文化的角度说，闽南文化的概念远远超出了以上区域。闽南文化在

长期的传承、演变中，不断地向东南的海洋地带传播。闽南文化是世界各地闽南人在传承中华文

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区域文化。 
  “浙江温州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沿海以及台湾，都深深受闽南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带

有变异型的闽南方言社会与乡族社会，即使是在东南亚地区等海外许多地区，闽南文化的影响也

都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陈支平表示，既有地域性又有一定的世界性，是闽南文化最大的特

点。在汉语方言中，没有一种方言能像闽南话这样，在向外播迁的同时，与外族语言有如此深度

的接触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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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自汉唐以来至清代后期日本人侵占台湾之前，东南沿海居民出海谋生、贸易，很少

考虑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国家界线”的概念。东南沿海商人跨海

贸易，更多的是关注交通工具的可行性，而较少顾及出国与入境的障碍。 
  “只要航船可及，他们就可能前往那些地区贸易，互通有无，甚至定居下来，成为当地新的

居民。即使是定居下来，他们也始终认为自己是福建沿海某地人或闽南某地人。”陈支平告诉记

者，我们现在到东南亚各国考察当地的华人社会，其祠堂、寺庙里的先人牌位，无不是如此慎终

追远写上诸如“大清国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第几都第几图某乡村人”，绝少有人在自家祖先的牌

位上写着东南亚某国人的。 
  ◆台湾文化是闽南文化的延伸 
  闽台两地一水之隔，在两岸移民史上，以闽南沿海居民向台湾迁徙为主流。据 1926 年日本

人在台湾所作的人口调查，在台湾 375 万居民中，来自泉州府的有 168 万多人，来自漳州府的有

131 万多人，两者分别约占台湾总人口的 44.8%和 35.2%。 
  “在不同历史时期大量大陆移民迁台，不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耕作方式，还带去了家

乡的方言土语和原有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陈支平介绍说，今天台湾说闽南话的人口约占总

人口的 80%，仅有泉州腔和漳州腔的细微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 50 年，后来又因国民党统治，台湾与祖国大陆分隔了

50 年，今天，台湾闽南话和本土闽南话还是毫无二致。这是世界语言接触史上少见的奇迹，令人

深思。这主要是因为闽南人迁往台湾的时间较晚，出发地都是漳、泉两州，两处方言本来就差别

不大，混居之后也就相互融合了。加上台湾当地没有其他强势语言或方言与之抗衡，这些都使得

今天的台湾闽南话保持着最纯正的原乡特色。 
  “不管怎么变，台湾文化都是闽南文化的延伸，而闽南文化则是中华文化的传承，所以两岸

文化一脉相承，同根同源，是任何人都无法割裂的。”陈支平表示，从中华文化整体性的角度来

考察，闽南与台湾同属一个分区文化圈，即闽南区域文化，或者可以将之称作闽台区域文化。因

为这个文化圈，无论是福建沿海区域，还是台湾区域，基本上是由闽南区域文化派生出来的。要

研究台湾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历史，这二者是不能分开的，必须把闽南地区与台湾地区联系起来，

综合考察，才能较为全面地把握这个自清代以来新兴的经济与文化区域圈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特

征。 
  ◆加快闽台文献资料收集 
  “弘扬闽南文化对于传承与保护闽南文化，增进两岸文化交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陈支平表示，当前，一方面我们从学术上对闽南文化做深入研究，挖掘闽南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

代特征，另一方面，面向大众普及闽南文化。 
  陈支平表示，自 20 世纪 20 年代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首倡以来，闽南历史文化研究取得了丰

硕成果。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文化影响力的增强，闽南历史文化研究进

入了一个崭新阶段。福建、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地区，相继成立了十多个旨在研究闽南

历史文化的学术机构，前景喜人。《闽南历史文化概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辑出版的。 
  “接下来由我牵头的《闽南涉台族谱汇编》、《台海文献会刊》、《台湾通史》等学术出版物将

相继出版，编撰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陈支平告诉记者，弘扬闽南文化是两岸学者应尽的社会

责任，各级有关部门也非常重视。当前，最重要的是加强对有关闽台关系文献资料的搜集工作，

保存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