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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湾问题是萦系在海内外所有中华民族子孙心上的一个最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
一个多世纪来，台湾无论沦入日本的殖民统治，还是处在两岸对峙的政治纠葛之中，都是作为祖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存在着，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压力下，都不能把它和祖国分开。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同胞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子民；台湾社会和祖国大陆
社会一样，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建构和发展的。
共同的文化，是一股潜在的、巨大的力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维系台湾与祖国密不可
分的精神纽带。
这一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各族
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中国人的纽带，也是实现祖国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　　台湾与祖国的文化亲缘关系，最先、最直接的就体现为台湾与福建的关系。
这是由地理和人文关系决定的。
福建和台湾，都是以中原南徙的移民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
稍有不同的是，在福建，中原移民南徙入闽，至宋代已基本完成；而在台湾，则是自明末清初开始，
才由南徙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再度大规模迁入台湾。
其文化也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化发展，再度播入台湾。
因此，闽台社会都先后经历过一个共同的内地化、文治化，实质也就是中原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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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闽台关系文化丛书》是一部工程浩大的丛书，是由福建人文科学界专家学者撰写，由台湾文化研究
专家、福建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刘登翰研究员、福建师大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林国平
教授主编，并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全套丛书共有十一本，包括《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闽台先民文化探源》、《闽台客家社会与文
化》、《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闽台教育的交融与发展》、《闽台民间民俗》、《闽台民间信
仰源流》、《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闽台民间戏曲的传承与变迁》、《闽台民居建筑的渊源与形
态》、《闽台闽南语民歌研究》等十一本，共长达三百多万字。
    该丛书立足闽台文化，放眼两岸关系和中华文化，是以闽台为中心，以文化为重点，来论析两岸关
系的一套系列著作。
唐树备指出，由于台湾与祖国大陆隔绝了半个世纪之久，尽管台湾文化由于历史原因受欧美等西方文
化影响，但根是中华文化，也是福建传过去的文化。
他说，这套系统研究闽台文化的丛书，突出了闽台文化关系中的“源”和“缘”，通过揭示“闽台文
化”与中华文化“同根共源”的密切亲缘关系，以更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推动祖国统一大业
的完成。
   本书包括：南方民系与闽海系民居建筑、自然条件对闽台民居建筑的影响、闽台社会形态与闽台民
居建筑的关系、闽台民居建筑的类型与流派、泉州民居建筑与台湾泉州派民居、漳州民居建筑与台湾
漳州派民居、客家民居建筑与台湾客家派民居、台湾原住民居建筑、闽台民间匠师与民居建筑工艺等
九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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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闽海系民居建筑　　在长达千年的迁徙过程中，中原移民所挟带的中原文化与东南地区原
有的百越文化相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东南文化，并逐渐形成了该地域的五大民系：湘赣
系、越海系、闽海系、广府系和客家系。
闽海系的形成不晚于五代十国。
闽海系的产生受到了语言条件、外界自然条件等的影响。
闽海系的分布基本上与今福建省的行政区域相吻合，仅闽西、闽西南为客家系所占，福建最北的县浦
城县为越海系的南部边界。
闽海系的南部边界跨出了福建省界延伸到广东的潮汕地区，东部边界越过台湾海峡延伸到台湾、澎湖
列岛等岛屿。
根据方言分布、地域文化、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闽海系民居可分为六大区域：闽南民居、闽东民居
、莆仙民居、闽北民居、闽中民居和台湾民居。
　　第一节 民系、南方民系、闽海系　　一 民系　　民系这个概念，是罗香林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为
研究客家而创造的一个新术语。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术语已约定俗成，为中外学术界所接受。
它的内涵就是同一民族内部具有稳定性和科学性的各个独立的支系或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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