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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家笔下的海峡二十七城”丛书即将付梓出版，并在海峡两岸同步发行。
这是两岸出版业界携手合作的又一个重要成果，很有创意、新意、意义，可喜可贺。
　　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台湾图书出版事业协会和福建闽台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推出的“作家笔下
的海峡二十七城”丛书，对海峡西岸经济区20城市（福建的福州、厦门、漳州、泉州、三明、莆田、
南平、龙岩、宁德；浙江的温州、衢州、丽水；广东的汕头、梅州、潮州、揭阳；江西的上饶、鹰潭
、赣州、抚州）和台湾7个代表性城市（台北、台中、高雄、台南、新竹、嘉义、花莲）的历史文化
，进行审视梳理和系统介绍，充分展示了两岸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
和灿烂文化。
丛书的出版，融合了两岸文化人的智慧，开创了两岸出版业界合作的新模式。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立足海峡、紧扣时代。
丛书抓住海峡两岸27城市历史文化的精彩片段进行遴选还原，用历史的眼光加以辩证审视，用现代的
情感进行勾画叩问，用精彩的文字和富有表现力的图片予以生动展示，使时代的主题得到了很好的诠
释和表现。
　　二是选文精当、点面结合。
丛书设置了“探寻历史遗存”、“拜访古代先贤”、“感悟绿色山水”、“品味地方风情”等章节，
分别从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著名人物、自然山水景观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层面，进行选文组合，将
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民俗风情、城市面貌生动展示出来，让读者不仅感受到闽南文化、客家
文化、妈祖信俗等两岸共同文化之根的深远影响，而且也感受了海峡城市群多姿的历史风貌和独特的
现实魅力。
　　三是形式活泼、图文并茂。
丛书以散文的手法探寻历史，注入现代人的情感，赋予较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书中辅以大量精美的
图片，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既可作为散文佳作来品，也可作为乡土历史教材来读
，还可成为外地读者了解一个城市的旅行读本。
　　四是两岸携手、创新合作。
丛书从文化寻踪入手，由两岸业界携手，在图书的编写、出版、发行等各个环节建立紧密合作，在推
动两岸合作上具有典范性意义。
　　海峡两岸各界对本丛书的出版都给予了高度关注。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为丛书题词。
台湾知名人士连战、吴伯雄、宋楚瑜、王金平、江丙坤、蒋孝严、黄敏惠以及胡志强等也为丛书出版
题词祝贺。
　　当前，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积极变化，两岸和平发展处于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机遇期。
希望两岸出版业界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以文化为纽带，以发展为主题，以创新为动力，以项目为抓
手，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不断谱写两岸出版业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建设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
，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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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北位于台湾岛的北部、台北盆地中央，为台湾第一大城市，是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
中心。
若由空中鸟瞰台北市，棋盘式的道路系统、交错耸立的参天高楼、星点状的公园绿带，以及终日川流
不息的车水马龙，是让人辨识这座城市的绝佳指标⋯⋯　　《作家笔下的台北》是“作家笔下的海峡
二十七城”丛书之一，该丛书是以海峡西岸20城市和东岸台湾7个城市作为区域概念、由两岸作家共同
撰写、两岸出版单位合作出版的，开创了两岸出版业界的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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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台北盆地还是个大湖的时候，盆地四周散布着凯达格兰人的聚落。
台北的山、湖和河流不但是美丽的家园，而且提供了凯达格兰人渔猎的场所，从那时起这块土地就孕
育着许许多多的故事。
　　清朝的时候，福建和广东人到台湾来移垦，先民的足迹从南到北都有，“一府二鹿三艋舺”就是
明证。
台南府城、鹿港小镇和艋胛的繁荣，可以见证河流是人类生活所依赖的，也是文化的起始之处。
　　台北盆地有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景美溪等流经，早年因为舟楫之便，沿河的地方，开始有
了街市、庙宇，城镇逐渐发展，渡船载着居民往来两岸，商船载着货物往来于大陆和南洋地区。
　　沿河的艋舺、大稻埕、大龙峒、锡口都曾经因为贸易往来而街市繁荣，万商云集，盛极一时。
后来河流淤塞，不利航行，港口不再运作，先民也渐渐往内陆发展，足迹遍布整个盆地。
　　现在的台北市，分为12个行政区，每个区都有自己的特色。
台北最早的一条街是艋舺的番薯市街，也就是现在万华的贵阳街。
当年凯达格兰人以独木舟载着番薯登岸与汉人做生意，慢慢有了店面和街道。
万华也是台北盆地最早的商埠，这个繁荣的港市，后来被大稻埕所取代。
万华区和大同区有许多传统的行业，不但保留至今，而且持续发扬光大。
　　台北市12个行政区风格不同，跟当地的产业和先民开发的脚步有密切的关系。
基隆河畔的松山，旧名“锡口”，是平埔人语言中河流转弯的地方，此地也拜基隆河之赐而繁华热闹
，有“小苏州”的美称。
木栅早年陆路交通不便，景美溪的渡船是对外重要的交通工具，后来有了万华到新店的“万新铁路”
，要坐火车到万隆站，再转运煤台车才能入山。
　　淡北地区，像士林、石牌、北投，原来都是凯达格兰人的部落。
北投的地热谷终年烟雾弥漫，相传曾经是女巫居住的地方。
“北投”在平埔人语言中，就是“女巫之家”的意思。
士林的旧地名“八芝连林”是平埔人语言中“温泉”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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