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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彭一万

同安向以海滨邹鲁著称于世，历代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多采、

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加以人才辈出．群星闪烁，留下了丰厚的文

化积淀。

《同安县文化艺术志》从繁若列星的典籍、浩如烟海的资料中，

去芜存菁．去伪存真，理出脉络，清出头绪，编纂成一部志书．使人

一读，能从总体上了解同安县文化艺术发展的概况，从中看到同安

文化艺术的特点。

其一，历史积淀丰厚。

早在晋代，同安就开始大量接受中原文化I唐宋以降，文人墨

客，代有才人，各领风骚，留下众多著作墨宝。我们从‘同安文化艺

术志》的记述，再参看同安县博物馆、苏颂科技馆的陈列，得出这一

结论应是正确的，由于历史积淀丰厚，对于孕育新文化艺术、培养

一代代新人，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乃至辐射到海内外。可以说，同

安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其二，海外关系密切。 ．

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富于冒险精神的同安人就扬帆南下，到南

洋群岛乃至世界各地，开始谋生。在同安籍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当

中．有不少华侨人士，如卢赣章、辜鸿铭、陈延谦、沈观格、李琅琨、

高云览、陈列甫、王秀南、杨松年、陈慧瑛⋯⋯．他们或在海外，或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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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成就，并为同安、厦门、福建、中国的对

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其三，乡土艺术保存良好。

南音、民歌、民乐、芗剧(歌仔戏)、高甲戏、民间舞蹈、民间曲

艺、农民画等各种艺术形式，至今还“原汁原味”地在民间广泛流

传，并有所发展。这些。艺术化石”深深蕴藏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之

中，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是发展新文化艺术的源和

根，她在闽台、东南亚均有较大的影响。

令人欣喜的是，同安文化艺术薪传有人。日前，有众多同安籍

人士，活跃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乃至世界各地的文坛、艺坛、杏

坛之上。如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和翻译家李明滨，中央音乐学

院教授、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吴天球，著名诗人、天津市文联主席鲁

藜，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著名华人文学研究家杨松年，台湾著名

史学家林瑞翰，台湾著名散文家子敏，著名女作家王安忆，香港大

学教育学院院长林祖怡博士，新加坡教育学家、作家王秀南教授，

著名归侨女作家陈慧瑛⋯⋯他们的成就．值得同安乡亲们引以自

豪。

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同安会馆，由于长期致力于弘

扬传播中华文化，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其中也包括同安文化介绍

到世界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而且对其他民族产生了巨大的、

良性的影响。例如，新加坡同安会馆曾举办以弘扬中华文化为主题

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华诗词培训班，出版新马华社研究丛书，邀

请中国艺术家艺术团前往演出，兴办华文学校，推广华语文化艺术

活动．1994年5月同，在新加坡主办第一届世界同安乡亲联谊大

会，举办多项文化活动⋯⋯这无疑是同安文化在海外的延续，中华

文化在海外的弘扬。我想，日后再版的<同安县文化艺术志'．是应

该补书一章的。第二届世界同安乡亲联谊大会，定于1996年11月

阎在同安举行，这对同安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必将起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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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将使《同安县文化艺术志》有新的、更加辉煌的篇章l

盛世当修志。让我们肩负起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任，共同

为发展同安县文化艺术事业贡献力量j

1994年10月17日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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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朱水涌

‘洪文章先生把他和陈树硕先生编撰的《同安县文化艺术志》拿

给我时，正逢我在为四集电视文化专题片《厦门谣》撰稿。在公元

1994年的酷暑中，我摸索于历史的隧道中，捕捉着600年厦门历

史的文化触点。我翻开这历史拂去那岁月的风尘，却发现这现代特

区都市的文化渊源，丝丝缕缕都与我的故乡同安有着不可分割的

牵连。

文化的历史崇拜常常指向渊源流长的文化。虽说厦门是漳泉

厦几方文化的汇聚地，是近代中西文化冲撞、交汇的所在，但它与

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的同安有着更直接的文化和地缘关系。

。永嘉之乱”、“五胡乱华”，逼使中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入闽，

而在此之前的西晋太康三年，就有了。同安”这个地名，那时的同

安，自然成了闽南移民文化的一块集结地。唐代，。南陈北薛”这一

类的传说，在同安旧县志里有着重要的记载。至宋代，当厦门岛还

只是个渔村的时候，岛外的同安业已村落集中，文教昌明，举进士

55人。同安籍出身的贤相苏颂，经济文章闻名天下，首仕同安主簿

的理学大师朱熹，育才兴学师表群伦。明代，应是厦门文化日渐成

形的时期，明末清初的郑成功据厦“反清复明”．南明政权的义旗招

来四方的明朝遗民和有识之士，带来了厦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急

剧进展，也构成了厦门遗民文化的鲜明色彩。而此时的同安．不仅

·4·



是南明政权的一块政治军事要地，而且文化上已是英贤竞立，文风

鼎盛，诗赋论说，“皆炳炳琅琅，绰有可观”，具备了领略闽南海滨文

化风骚的格局。

正是有了如此深厚的一片文化沃壤，才使得同安这1000多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代代人才辈出，世世声名遐迩。如今的这一卷《同

安县文化艺术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从造成域外世界历史效

应的文化名人辜鸿铭到奉献生命于南音艺术的民间艺人洪德地，

从“五四”前的民间文化活动到90年代初的农民画出国巡展，都一

一作了搜寻记载，从而使我们看到了“海滨邹鲁”文化根须的延伸

和拓展．这自然也是一种“春秋史笔”。

这种文化的根须延绵不断，从同安走出来的人们，时时与故乡

的文化历史同在。“习习凉风中，爷爷会想一想同安。‘同安’是我

苦思冥想为爷爷寻找到的一桩安慰。”这是著名的当代作家王安忆

在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中的精神话语。这种精神家园感，使同安

人无论是在他乡异水漂泊迁徙，还是在九派神州中建树劳作，内在

的世界都不会是孤单无助，而有着一种无形的心理后盾。

我总以为，文化的历史不仅弥留于考辨的史学典籍内部，不只

依赖于一批批出土文物的验证I文化的历史同时盘旋于各种日常

活动之问，深深地嵌入了乡村野渡、街衙问巷的引舟卖浆者流的行

为和创造。20世纪创立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福科，便是以那些

最琐碎最边缘的材料，重构了他的人类文明史。眼前的这部‘同安

县文化艺术志》．也就是在这方面显示了它的特色。这部志书延续

了旧县志而将记载的时间截止到公元1992年，但更重要的是它扩

展了原县志文化艺术的记录空问，这里，也为薛令之、林希元、洪朝

选、黄文照、池显方、辜鸿铭、卢戆章、李加禄、纪经亩、傅若理这样

的文化名人立传，然而作志的目光．巳投向了民间的文化活动，将更

多的笔墨留给了那些由寻常百姓创造出来的文化艺术形式。南音、

歌仔、各类民间舞蹈、各种戏曲、民俗活动和其他艺术创作，大至j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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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发展，小至组织形式表现技巧，古至一首快要失传的咒歌民曲，

新至卡拉oK厅的建设电影队的改革，作者都稽考攫微，作了繁简

得当的记叙。从这个角度看，洪、陈两位先生就不仅是完成了一部

地方的类别志，而且是为闽南金三角乃至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人圈

挖掘和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化艺术矿藏。

海德格尔说：“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

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在今天的商品经济大潮中，当一个民

族最需要文化而文化却受到最严峻的冲击的时候，重修或续修文

化艺术志的工程，决非仅仅是一种事实的文字记载，而是一种精神

的历史建筑，是当今的人们探寻昨天、今天和明天相互联系、相互

解释的文化秩序的一种形式。现实围困中的人们，也只有进入了文

化的历史，才能逃避肉身的短暂和存在的恐惧，而追寻到一个生命

不朽的形式。
‘

为此，我们更要感谢洪、陈两位先生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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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同安文化艺术工作状况(不包括单独

立志的文博、体育、科技、广播电视等具体内容)。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和地方性的和谐统一。

△本志贯串古今．依。详今略古”原则编纂，上限无限，下限至

1992年底t个别事物延至停笔之El为止。

△本志设序言、分述、记、志、表，以志为主。

△本志全文分单篇、章、节、目及部分细目，横排竖写，力求横

不缺要项，竖不断主线。纵横结合，通合成书。

△本志文体：序言、概述部份用叙议结合体，大事记用编年体．

其余章节，采用记叙文体，以文为主，辅以表等。

△立传人物：按“生不立传”原则编纂。以同安籍人物为主，结

合收集客格在同安工作过的文化名人。

△本志采用“双轨制”纪年。辛亥革命以前用朝代纪年，民国期

间用民国纪年，首次出现的以括号失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则一律用公元纪年．但均略去“公元”两字。

△本志内出现的地名、政府官职，均按当时称谓，首次出现的

用括号夹注现称。

△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旧县志、档案资料、本部门各专业单位

编写的文字材料、有关的报刊、词典、笔记、口头采访，参照其他部

门志有关文化内容．经核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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