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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闽都文化中得到的一些启示

逄先知（中共党史专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

闽都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由远

古时期的东土文化，经过

漫长的岁月，吸收了外来

文化演变而来。中原汉族

曾有三次大规模进入福

建，传来中原文化，推动了

福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中原文化与闽都文化融为

一体，先进的中原文化开

始占主导地位。福州地处东南临海，是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

地，海外交通发展较早，通过国际贸易、外商定居、闽人越洋归

里，带来了形态多异的海外文化。海外文化与闽都文化互相渗

透，对闽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说明，闽都文化具有包

容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同时，闽都文化又有向外传播、辐射的

能力。大量海外移民，带出去了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闽都

文化，近到东南亚、远到大洋洲、美洲等地，扩大了中华文明在

海外的影响力。

以福州为中心的闽都文化的发祥地，近代以来涌现了一

大批风云人物，包括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革命家、

科学家等，他们都深刻地受到闽都文化的影响。今天，我们研

究闽都文化，应当很好地挖掘这个优秀的文化资源，弘扬闽都

文化的精髓。

首先，应当弘扬它的爱国主义精神。闽都文化有一种民族

自强、以身许国，渴望通过变革使祖国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第二，应当弘扬它的对外开放精神。船政文化是一个典型

代表。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船政派去吸收外来的先进科学技

术，发展工业、制造，对西方经典文化的翻译，派出大批留学

生，培养优秀的近代科技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等方面，取得

十分显著的成就，而具有世界眼光的林则徐则是我国近代史

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第三，应当弘扬它的重视教育的传统。从近代以来，福州

地区学风鼎盛，出现了大量书院。后来又出现了官办的全闽大

学堂、洋务派办的船政学堂以及外国办的教会学校。而在改革

旧学、提倡新学方面，又走在全国前列。

从闽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就是应

当怎样对待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积淀物，是维系一个民族的

纽带，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同时，它又是在同其他民族文化

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得到发

展。我们的中华文化就是由多兄弟民族文化互相交融而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丢弃了本民族文化，就失去了灵魂。只固守本

民族文化而不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吸收其优秀的东西，本民

族文化也难以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有所

创新，故步自封是不对的。吸收外来文化要加以鉴别，取其先

进的、优秀的、适合本民族的东西，而摒弃落后的、腐朽的东

西。在文化方面，我们反对全盘西化，对待和传承本民族的传

统文化，也要加以分析和鉴别。传承和发扬光大的，应当是优

秀的传统文化，而不是落后的、不合时宜的、阻碍社会发展的

传统文化。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这个道理。

保护多样性就是支持创新

李准（文艺理论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

联原副主席）

文化的多样性既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

资源，又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重要动力。单一就意味

着停滞和衰败。如果说，

199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

约》标志着人类在对待自

然关系认识上的一次伟大

自 觉 ，那 么 ，2001 年 和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

《保护文化内容与艺术表达形式多样性公约》就标志着人类对

人类自身相互关系及社会发展认识上的一次伟大自觉。《宣

言》和《公约》说得很响亮：“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造的

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护生物平衡那样必

不可少”“多样性的文化是人类的共同遗产”“这种多样性有益

于人类的当代和未来”。在全世界是如此，在一个国家内也是

如此。2000年我去加拿大渥太华参加“世界艺术与文化峰

会”，会议的两个论题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如何保护

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在各国内部，如何保护土著和地域

文化的发展”。

中国是个地域广大的多民族国家，各种地域文化和民族

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发展动力。闽

都文化以闽越文化为基础，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又积极吸纳海

外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和

优势。除了人们谈得较多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造性，我以为

还有两点需要提出。一是为真理而真理的探索精神。比如严复

翻译《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就打破了儒家用

求善代替求真阻碍求真的传统局限，凸显了真理追求的独立

性，强调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又如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攻

坚，看起来只是在做高等数学智力游戏，并不解决现实的社会

问题，但它却锻造了中国人探求真理的思维能力。这种探索精

神和思维能力正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所最需要的。

二是教育最优先的观念与做法。近代以降，福州不仅出了睁开

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还出了那么多爱国的革命的科

学文化的先行者，新中国成立后福州高考录取率多年居全国

榜首，“文革”期间还出了个陈景润，改革开放后更是人才辈

出。为什么？因为教育最优先的观念深入人心，并且有一套与

之相匹配的做法，这在全国是很突出的，也是在国家战略上应

大力弘扬的。

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文化霸权话语大举扩张的新形势

下，要增强国家发展的软实力，必须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

实现我国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福

州籍的当代成功企业家黄如论出资支持创办《闽都文化》，就

是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的可贵行动。该刊创办一年多来，扎实为

文，图文并茂，生动梳理闽都文化多彩的内容和特点，认真总

结闽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尤其致力于对那些真正

能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新的生长点的精粹内涵的发

现与弘扬。一卷在手，令人眼界大开，越看越爱福州、爱祖国，

越看越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创新和走向世界充满了信心，实在

可喜可贺。我相信，只要能进一步开掘刊物内容，扩大作者队

伍，更有前瞻性地做好选题规划，刊物一定能越办越好，也希

望有更多的地域文化刊物问世。

闽都文化的普遍意义与深刻启示

仲呈祥（文艺理论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

原副主席）

手捧自2015年以来

出版的一整套《闽都文

化》刊物，虽不厚重，却甚

简朴精致；读之，倍感其

文化品质、内涵与意义沉

甸甸的，令人获益匪浅，

启示良多。

其一，显现了一种可

贵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

信。所谓自觉，是自觉而

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只能致富，文化方能致强；实现闽都文化资

源的深广发掘与最佳配置，实现闽都文化生产力诸因素的充

分调动与优化组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闽都

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自信，就是自信而着

力于以闽越文化为基础、以中原文化为主体，融汇整合了海外

文化，具有领风气之先且开放包容的鲜明特征的闽都文化，如

三坊七巷文化、昙石山文化、船政文化、寿山石文化、温泉文化

与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纾、林觉民、圆瑛法师、林祥谦、侯

德榜、郑振铎、胡也频、林徽因、邓拓、冰心、陈景润等一大批杰

出人物的文化精神，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是中华优秀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都可以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

调，与时俱进地实现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是今天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精神能源。这种可贵的文

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对于全国各地方各民族的现代化文化建

设，都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其二，显现了一种高明睿智的文化建设方略和思路。习近

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中精辟阐述了“四个讲清楚”的文化建设方略和思路，

强调“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

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讲清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

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

基础”。对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做到这“四个讲清楚”，对每

个地区和城市也应做到讲清楚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

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区情和市情，从而坚定地走出一条有

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显然，“闽都文化”正行进在学习、领

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讲清楚”文化建设方略和思

路的康庄大道上。

其三，显现出一种深刻而不肤浅、高雅而不低俗、沉稳而

不浮躁、审时而不趋时的可贵的文化品格和美学品位。读《闽

都文化》篇章，观《闽都文化》栏目，皆着意于引领社会风尚、提

升审美情趣、营造精神净土，可谓刊物虽小而境界甚高。这在

时下，显得尤为可贵。

有此三条，我们坚信：“闽都文化”研究前程远大，未可限量。

域外人谈闽都文化

王朝柱（中共党史军史专家、影视编剧、作家）

福州，八闽首府，史

称闽都。所谓闽都文化，

即以福州为中心的福建

东部沿海一带的文化。

据史记载，2000多年以

来，福州人民创造了博

大精深的闽都文化，成

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

十分耀眼的奇葩。因此，

它也成为我国历代文化

学者尤其是闽籍通硕大儒们研究的重要命题，并取得了高水

平的文化成果。

灵动的山川大地孕育了代代人杰 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告

诉我，只有不同风貌且具有灵动的山川大地，才能孕育一代

又一代不同个性的伟大的历史巨人。当我驻足在波涛汹涌的

东海边，久久眺望着大海中那尊美丽的妈祖雕像，我似乎明

白了这就是生于斯、长于斯且又永远承载着妈祖精神的人

民。事后，我暗自发问：这难道不就是闽都文化的精神源泉

吗？当我登上太姆山的高峰，手摸着那坚挺的直插云天的高

大石柱，遂又禁不住地发出喟叹：这就是福建人民永不屈服

的伟大个性的象征！当我再站在太姆山之巅，俯视脚下那难

以驯服的东海，只见一波接一波的大浪无情地撞击着太姆

山，不仅发出震耳欲聋的隆隆响声，而且还在海山交界处生成

层层叠叠、绚丽多彩的雪浪花。我沉思良顷，有些激动地向同

行的文友说道：我找到了多姿多彩且又绵延不息的闽都文化

的真谛了！

接着，同行的文友就此话题议论起来，尤其是说到闽都文

化孕育了历代名人的时候，他们如数家珍地讲出了朱熹、黄

榦、林则徐、沈葆桢、林纾、严复、林旭、林觉民、郑振铎、陈景

润、冰心……再看看陪同的闽籍朋友那自豪的面色，你就越发

地感到闽都文化是何等的伟大。

作家在孕育创作之前，必须了解生养传主的地域文化。但

是，真正动笔进入创作的时候，还必须捕捉到所写传主统领全

剧的灵魂。否则，所写剧作就是一堆没有思想价值的故事。我

记得在写《船政风云》剧本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每天都

在为寻找剧魂一筹莫展。为了帮我驱愁散心，时任福州宣传部

长的张作兴同志提出去鼓山品茶聊天。

鼓山，是中国佛家的名山。我在写《辛亥革命》剧本的时

候，就知道国学大师章太炎为研究佛学，曾向清末政府提出公

派去印度或泰国。可他得到的答复却是：研究佛学用不着像当

年唐僧那样去印度，你去福州的鼓山好了。事后又知，曾连任

中国佛教学会七任会长的圆瑛法师就在鼓山涌泉寺出家受

戒。据说弘一法师赴南普陀出家路经福州的时候，也曾赞叹过

鼓山有着不可言传的佛家灵气。

我十分喜欢具有佛家灵气的鼓山。当我坐在涌泉寺门前，

无声地品着用松树干枝煮开的泉水冲泡的茶水，才会真正体

会到右石壁上刻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寓意。我无意之

间向前方一看，奔腾咆哮的马江之水向着东海流淌，我默默地

看着，突然马江之上变成了火海，点点的渔帆渐渐化作了中法

马江之战的悲壮的战场……当同伴把我从幻觉中唤醒之后，

我声音很是低沉地说：

“谢谢鼓山的灵气，帮我找到了《船政风云》的剧魂！”

“快把剧魂告诉我们吧！”

“《船政风云》的剧魂是闽都人民——自然包括船政学堂

的师生坚决反抗法国侵略者的爱国精神！”

事后追论，这不仅是《船政风云》的剧魂，也是闽都文化最

重要的灵魂。同时，我还真正地意识到：惟有福建这灵动的山

川大地，才能孕育一代又一代闽都人杰。

敢领风气之先的闽都文化 为创作《船政风云》，我用心

研究了林则徐和沈葆桢这两位历史人物。世人皆知，林则徐是

清朝末年禁烟的民族英雄。可是今人尤其是青年少有人知道，

他是腐朽、没落、闭关锁国的清朝末年“开眼看世界的第一

人”！他为了寻求富国之道，组织翻译英国的《世界地理大全》，

并亲自审编为《四洲志》。当他感到无法完成这一宏愿时，遂又

把《四洲志》交给了可以信任的晚辈魏源，并叮嘱这是为了“师

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不负林则徐的托付，终于完成了一代

名著《海国图志》。

林则徐为了实现强军之梦，曾在湘江的船上与左宗棠作

彻夜长谈。自然，他也曾为此谆谆教导自己的外甥兼女婿沈

葆桢。事后证明，他留下的革命种子在福州发芽、开花、结果。

左宗棠供职闽浙总督期间，他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创办设在

福州马尾的船政学堂。不久，他接到了调任陕甘总督的所谓

圣命，遂立即奏请皇帝任命沈葆桢出任一品船政大臣，继续

接办船政学堂。自此以后，经沈葆桢数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在

福州马尾创建了我国第一支海军。其中严复、刘步蟾、萨镇冰

等均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高才生。接着，沈葆桢率领以船

政学堂的学生为骨干的部队入台，顽强地抗击日本侵略宝岛

台湾的恶行，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事至今日，台湾的人民尤

其是学者还在研究沈葆桢保卫台湾以及开发台湾的历史功

绩。多年之后，不少船政学堂的学生又升任北洋水师的海军

将佐，并参加了震惊中外的甲午大海战。由于清朝北洋大臣

李鸿章等人的惧日无能，使得我国第一批海军将佐大多壮怀

激烈地葬身大海中！这就是烈士用鲜血书写的闽都文化中的

船政文化！

列强们的坚船利炮不仅叩开了我们的国门，也唤醒了四

亿同胞的救国之心！随着时代大潮滚滚向前，不少英雄的福州

儿女又变成了弄潮儿。请看：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严复投笔从

戎，翻译了《天演论》等西方的学术著作，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

蒙大家；在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之中，福州人民献出了“戊

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在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墓中，葬埋着林

觉民、方声洞等福州人民最忠诚的儿子；在席卷全国的五四运

动的大潮中，福州还走出了郑振铎、冰心、林徽因等先进的学

者和文学家；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八闽大地不仅杀出了一条

“血路”，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而且还在思想界、文化界出

现了具有全国影响的不同派别的理论家、文艺家、诗人等。总

之，这不仅是福州人民的骄傲和光荣，而且也是敢领风气之先

的闽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闽都文化》是典型的地域文化期刊。建国初期，各省市自

治区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刊物，讲述着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

其中有关戏曲、民歌、民俗等内容分外吸引着读者，这对促进

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近些年来，随着西

方流行文化的涌进，神州大地无处不是震耳欲聋的卡拉ok

声，而儿时喜闻乐见、被讥为“土得掉了渣”的民俗文艺不见

了。闽都文化界是幸福的，有侨商、慈善家黄如论捐钱办《闽都

文化》。

探究“闽都文化”源头

郑伯农（文艺评论家、《文艺报》原总编辑）

福建在先秦是化外

之地，据史学家讲，古时

这里居住的是古越族的

居民，后来，这里的土著

逐步与中原来的汉族互

相融合。我国历史上有

几次大规模的中原人氏

南迁，一次在晋朝，八王

之乱和北方少数民族入

主中原后，大批居民南

迁。还有一次在唐末。几次融合使这里的居民成为了汉族的一

部分，有着共同的文字，却有着不同的方言。我姓郑，在福建算

是大姓，郑氏祖先是从河南来的。福建最大的姓氏是林、陈，都

是从北方来的。

福州地处边疆，不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些地区未经战火洗

劫，所以保存了一些在黄河、长江流域已被冲没的汉族传统文

化。它又有独立的方言，独立的历史、地理、民风、民俗，文化中

自然存在着一些在中原难以见到的特殊因素。譬如，福州话中

保留着不少汉语古音。一位大诗人曾说，陈子昂的《登幽州台

歌》是古代白话诗，不押韵。其实，用福州话念，它是完全押韵

的，因为福州话中蕴含着不少唐音。闽剧中有一出戏叫《墦间

祭》，用《孟子》中的一段故事《齐人有一妻一妾》编成，在其他

剧种中没见到过。用《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历史故事编

戏，这样的节目很多，而用《论语》《孟子》中的典故编戏，这样

的作品比较罕见。《墦间祭》中有一段很有名的唱段：《移步出

家门》，60年前在福州几乎家喻户晓。

福州坐落在东海边上，是近代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接触

西方文化也比较早。清朝的国门被打开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

始开眼看世界。福州的林则徐就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是

民族英雄，敢于抗英烧鸦片。他还是诗人、思想家和水利专家。

由林则徐倡议并开了个头，由魏源完成的《海国图志》，是中国

第一本详实介绍外国历史和地理的著作。《天演论》的译者严

复，13岁考入马尾船政学堂，1877年赴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两

年后回国，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他是海军，却成了思想

家、翻译家。严复的许多同学在甲午海战中牺牲了，这令他不

得不陷入思考。作为开眼看西方的爱国主义者，严复的思想比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要进步得多。他认为，要救国，不仅要“师

夷长技以制夷”，比“技”更重要的是先进的思想、先进的哲学。

他编译的《天演论》，无疑是从国外盗来的圣火，照亮了几代中

国人的心。称他为近代思想启蒙的前驱，是毫不为过的。林纾

翻译西方文学名著，在介绍西方先进文化上也立下了汗马功

劳。同时他还是诗人，写过《闽中新乐府》。近现代，闽东出过许

多杰出的文化学者。

“闽都文化”研究会和刊物做了许多工作，令人感动。今后

还有十分重视材料的收集、梳理工作，这是基础工程。譬如，闽

东有一大批“蛋民”，终生在水上生活。其他地区也有“蛋民”，

福州最多。他们祖先受罚，终生不能上岸，衣食住行都在水上。

“蛋民”有特殊的习俗，也有大量反映他们生活酸甜苦辣的民

歌。研究会已经在收集整理上做了许多工作。福州评话是群众

性很广的说唱艺术。过去从初一到十五，福州街上每隔几百

米，就有大户人家搭台请艺人说书。我不知道现在福州的评话

怎么样了，福州的说书艺人境况如何？戏曲界前几年搞录音录

像工程，把名家演的著名剧目录下来。福州评话也可以搞录音

录像工程，把优秀的闽剧、评话搞成音像带，长期保存下来，流

传下去。

让世界认识福州，让福州走向世界

黄如论（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闽都文化》杂志理事长）

三山两塔，闽都风骨

厚德载物；一带一路，善行

天下人文日新。我的故乡

福州，钟灵毓秀，人文鼎

盛，建城2000多年来，始

终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文化

重镇。在这片热土上，无数

先人筚路蓝缕、栉风沐雨，

共同铸就了屹立东海之滨

的人文奇峰。在中华文明漫长而艰辛的演进史上，这座城市始

终敞开襟怀，兼容并蓄，不但庇护了南渡避难的中原士族，为

华夏文明保存了珍贵火种，更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

现代中国，率先开眼看世界，启中国现代文明之先河。形骸有

尽，精神不灭。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在恢宏的天地经纬里，我

们看到黄榦呕心沥血注朱子经书，传承华夏文脉；郑思肖持节

不屈，首次提出“中国梦”；林则徐虎门销烟，震撼世界；沈葆桢

创办马尾船政学堂，奠定中国海军基石；严复开启《天演论》惊

涛骇浪，令天摇地动；林觉民、方声洞为推翻千年帝制，甘化碧

血黄花；萨镇冰、黄钟瑛甲午奋战，出生入死；冰心、林徽因用

爱、用情、用心，在民族灾难深重时点燃温暖的小桔灯；林纾、

邓拓、高士其、郑振铎、陈景润等在人文与科技领域各自缔造

传奇……一代代仁人志士、各界精英，让这座绿榕掩映的幽幽

古城，因文化而兴盛，因文化而传承，因文化而汇聚风格独到、

璀璨生辉的闽都文化精神！

树高千尺根难忘，燕飞千里终还乡。作为一名曾经漂泊海

外的福州儿女，深深镌刻于血脉中的故土乡音，令我魂牵梦绕。

几年来，我先后捐资数千万元支持《闽都文化》研究工作，深入

挖掘福州历史人文内涵；举办第一、二届福州语歌曲大赛，形成

轰轰烈烈的福州人唱福州话歌曲高潮；支持闽剧事业发展，延

续闽剧的研究与普及，使闽剧这一传统艺术在新时代得到全新

演绎。众志成城，齐心协力，为闽都文化精神与时代同步，展现

多元价值，呈现深度内涵，使之成为八闽首府的全新名片，并通

过闽都文化这一桥梁，让世界认识福州，让福州走向世界。

宋代大儒张载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众所周知，欧洲因为取回拜占庭火种而

实现全面文艺复兴，闽都文化精神作为古华夏文明化石般的

载体之一，潜移默化保存了先人的诚信、仁义、谦恭、进取、开

放等诸多美好品质，又率先淬炼了面向大海的蓝色文明，在大

力推进“一带一路”、谱写中国梦的今天，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

意义与可借鉴价值。深入研究闽都文化精神，提炼总结面向未

来的传奇基因，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中国梦，提

供厚实的理论参照与精神衣钵，传承绵延祖先留给我们神圣

的不灭的火种！

三坊七巷，十邑精神扬旗鼓；闽水榕风，左海文章射斗

牛。《闽都文化》一定能迸发出全新风采。福州这座历史名城，

也必定能与时俱进，光照未来，名耀千秋！ （下转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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