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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序 说

序说者，首先简要阐明论述或学习福建历史的一些前提条件。

其主要为福建的地理环境、考古发现、现存的史料及前人的研究

成果。这在银大程度上已决定了福建历史的吉拉与特点 o 这也是

研究者、学习者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以下仅举其重要的部分或

重要者。

第一节福建地理

、擂建的地貌地势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繁街、发展演化的舞台。每每一个地

区的地理环境，都不司程度地予该地区的人群、经济、政治、文

住以一定的特质。同样，福建的地理环境对福建社会历史的发展

也是患患相关的。

福建背出面海，东北与海江省接壤，西与江西省为邻，西南

与广东省梧连，东霸台湾海峡与台湾岛相对，距台湾岛最近处仅

128 海里。

福建境内的地亮历经 20 多纪年的地质漠化，吕梁、加里东及

燕山运动，形成了北东 南西、北北东一一离南西走向为主的

禧皱和北西一一南东、北东东走向的断裂。全省 1000 米以上的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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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占 3. 25% ， 500~1000 米的能出占 32. 87 % ; 50~ 500 米的丘霍、

盆地占 58.88% ，平原仅占 5%。全省地势呈西花高，东南低。主

要出路有，西部位于闺赣边界的武夷山，蜿蜒长达 530 公里，主

峰黄岗山海拔 2158 米，为我国大陆东部的最高峰，此山脉为长江

流域和东南沿海流域的分水岭。中部有莺峰山躁、戴云山酷和博

平岭山掠等。上述山脉均为东北←一西南走向，大致与海岸平行。

平原匪职小，主要分布在沿海、河流下静。全省最大的平原

为漳州平原，面积不过 600 多平方公里。其他平原有福州、兴化、

泉州平原以及语安、漳浦、龙海、国安、长乐等平原。

1可剖密布。?可流的主要特征有插子状、扇状水系， I!P较大的

江寓，由上、中曾于众多的支捷汇集市或。再流大多掠短涟急，水

量丰富，含抄量小，汛期长，水位季节变化较大。丰水期集中在

春夏季。由于湾在摞短流急，流域西积不大，流域面积超过 1 万

平方公里的仅l国江、九龙江;在 O. 1~1 万平方公里的有汀江、晋

江、整江、交溪、霍童读、东溪等 7 条。揭江是福建最大的河流，

干流长达 562 公里，于支流掩经 36 个县市，流域雷积占 6.08 万

平方公里，约为全省的一半。汀江发源于长汀，蜿蜒于闽西南出

区，彭成多道峡谷，流入广东大濡县与梅江汇合后称为韩江，于

油头进入南海。它是福建锥-出省的江河。

全省海岸线曲折，半岛岛 d自星罗棋布，港湾发育良好。大陆

岸线北起福鼎抄埋南至诏安宫江，长达 3051 公里，仅次于广东而

居全医第二 z 海岸曲率 1 : 5. 7. 赔居全国第一。大小岛屿有 1400

多个，岛屿岸线长达 1779 公里。主要岛屿有海坛岛、厦门岛、东

出岛、平潭岛、金门岛以及台山列岛、福瑶列岛、四黯列岛、浮

鹰岛、马祖列岛、南日群岛、江阴岛、酒洲岛等。福建多有基岸

海岸，海岸陡峭，加之入海河流含沙量少，故天然良港众多。著

名的如沙埋港、三沙湾、罗握湾、兴化湾、泪洲湾、泉州港、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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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港、东山湾等。

二、福建气候

福建位于中国东南部，处于东经 1150501' ~1200431' .北纬

230301' ~ 28022' 之间。靠近北固妇线。这一地区属亚丢在带温暖、湿

揭的海洋性季风气候。主要特点为夏长冬短，气温偏高;降水丰

富 F 沿海地区常受台风影呐。

福建大部分地区最冷月 1 月之气握为 60C~14.C .最热月 7

月之气温为 2TC~290C • 年平均气温在 17 它 ~220C之间，气温年

较差不大。从气握的水平分布戒察，等温线岗山脉的走向基本一

致，但东端向南弯曲。年平均气温的总趋势是:自西北山区向东

南沿海递增。全省除西北山区外，少见霜雪。大部分地区 E 照量

大，燕资源丰富，植物生长期长，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或三熟。

福建处于冬、夏季风交替地区，对于全省的气温、薛水、风

向都有明蛊的季节性影响。冬季常刮偏北风，然北方的干冷空气

经长途跋涉，抵达福建时已是强弩之末，主日之西部出朦的阻挡，其

势更弱，薛温幅度不大。夏季多铺离风，来自大海的噩噩气流登

陆后，福建首当其冲，深受影畴，商量充障，旦时闰长。各地薛

本均超过 1400 毫米，然依地形与季风的影响程度各地的差异很

大。东南沿海的平原及岛屿，为捧水最少的地区，仅 1000 毫米左

右。戴云山迎风坡降水量上升至 1600~1800 毫米 p 武夷山迎风被

降水量最大，可至 2000 毫米以上 c 全省降水量自东南沿海向西北

山区呈上升趋势。在一年中，降水量还有时前上的差异，入春后，

南方暖温气疏势力增强，与福建上空的冷空气交锋，形成锋哥哥

降雨，被称为春雨. 5~6 丹阔，锋面活动更是旗繁，形成大片、持

久的降雨，被称为梅月。这两个期间的降雨量占全年降水的 50%

~60%。从盛夏到秋初，锋面雨北移，全省每每为太平洋爵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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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新控制，晴热少雨。然在 7"'9 月期间，时有台风登陆我省，

狂风暴雨，带来大量降水。据统计，平均每年登陆或影响我省的

台只有 4 次，降水量可占全年降水量的 35% 0 10 月至次年 2 月，

干冷的冬季风控制全省，气候干晴少雨。

第二节福建考古

一、薪、 18石器时代

迄今为止，福建年代最古老的旧石器遗址为漳判莲花池山遗

址。 1990 年，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握，在其下层发现石

核、石片、砍研器、刮削器等 1日石器 23 件，距今约 4 万~8 万年，

属更新世晚期。

1987 年，东出岛渔民在海底打捞起一小块轻度石化的古人类

右舷膏残片，经中国科学院古脊锥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厨鉴定，为

距今约 1 万年的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的人类骨化石。然此仅

孤立的化石，缺少地层与伴生动物等傍证。 1988 年 5 月，考古工

作者在清流县抄芜乡濡口村猩猩揭发现一枚挽期智人下臼齿化

石，经翻定距今约 1 万年以上。这是福建省首次发理有层位记录

的旧石器时代晓期的人类化石。 1989 年，在同→胶结地层中又发

现 5 枚人类牙齿化石及巨漠、熊、豪猪、襄等更新世晚期的动物

化石。此外， 1987 年，在同安县新墟出土打散i小石器; 1989 年，

在漳州i北部发现打销小石器; 1990 年，在漳州市花郊莲花池遗址

与竹林山遗址出土一批打击ý石器。以上发现可以说明，早在 1 万

多年前的自石器时代福建己有人类活动、生，息。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 20 世纪 60 年代在

平潭县海坛岛上发现的平原壳丘头遗址。 1985 年文物工作者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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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全面发疆，出土了一盘石器、骨器、玉器、贝器、陶器等

遗物。其中石器有打制的，也有蘑制的，尤VJ打制后如以程磨的

为多。种类有小型梯形石镜、石球、石凿以及福建少见的穿孔石

斧。骨器有奔、匕、鞍、凿等。殉器大多为夹砂离，少部分为泥

酶。夹沙陶中掺杂粗砂和员霹较多，黯厚，火候链，易碎，掏色

杂旦不纯，主要器型为罐类、釜类，部分圈是壶。涯陶虽质地较

细，但火接亦不寓，以红、黑二色为主，少数为红衣和细绳纹，纹

铺以戳点、刻画、贝印为特色，主要器型为豆、碗类。玉器仅见

一装饰品块。类似的文化遗存尚有闰侯溪头、金门富胃墩贝盟、广

东潮安陈桥等遗址。据测定，金门富国墩员血遗址的藏 14 年代距

今 7450~5840 年。以此推翻，壳丘头遗址的年代当距今 6000 年

左右。

福建新石器时代最典型的遗址为罢石出遗址。罢石出位于福

州近郊甘震镇。从 1954~1974 年先后发掘 7 次，其中以 1965 年

第 6 次雄模最大，且确定了该遗址的文化堆积层次。其堆积可分

为下、中、上 3 个层次。下层，石器多磨制不藉，以小型石镜为

主。陶器以红陶为主，有泥掏、夹摇沙、夹粗沙等品种，多为手

制，表面或抹平或磨觉。其纹铺有压即、锥剌、刻画、楼孔、拮

印及附郎堆纹，纹样有绳纹、圈圈纹、四点纹、红彩卵点纹等，另

有彩绘、撞红衣、素面磨光等手法，彩绘易剥落。陪审9工具仅见

纺轮和阿坠，生活用具有斧、壶、罐、盆、豆等。此外尚有少量

精制的骨器与蚌器。中层，石器磨告tl较为精细，主要有石辑、石

刀、石凿、石镰等。酶器以程钞绳纹黯为主，提质蘑光陶次之，多

为轮摇。装锦手法大致与下层同，纹样新出现条纹、方格纹等 z 除

国形楼孔外，又有长方彭、十字形、半月形楼孔，饶于豆的圈足

上;彩绘之红彩己不易录tl落。具体的器物有斧、桑、豆、重、壶、

碗、杯等。此外，还有磨制精细的骨器、牙器和蚌器。较之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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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薪石器文化，其中，下层有自身特色，故被命名为"皇石山文

化气其文化特征与浙江丧诸文化、广东石峡文化有梧假点，其年

代亦当相近。据此推测，中层年代距今 4000 年左右，下层距今

5000 年左右。罢石山文化主要分布于以闰江下爵为中，心的福建东

部沿海地区，福清东张遗址下层、陶侯a:边出遗址下墨、部侯溪

头遗址下层都属县石山文化类型。

二、青铜时代遗址

福建省青铜时代的遗址有如下几个类型 z

罢石出遗址上层类型，上层有石矛、骨矛等，具有中华文物

特色的有段石棒增加，石辑吴既有柳叶形的，又有三棱形的。掏器

以撞黄色、灰色的几何邱纹硬陶为主;饰纹除拍即凡何纹外，还

有刻画、着黑衣、影绘等;纹样有兰纹、绳坟、叶脉纹、曲折纹、

席纹、国纹等 z 影纹以黑彩为主，兼有黑、红、蜡三色。形器，生

产工具有首次出现的彩掏纺轮，生活用具有罐、豆、盆、钵、尊

等。

离侯庄边山遗址上罩类望。其生产工具与罢石山遗址类型梧

缸，淮掏器别具一格。陶器以搓黄掏、灰色覆掏、彩绘即纹萌为

主 F 掏片火候较高，质地坚硬 z 纹饰有蕉叶纹、 11tH幸纹、编织纹

等，有些器物在拍锦载之上又通体施以藤色、揭色悔衣或红色、黑

色影绘，影绘多为粗线条捏成的斜线三角图案。器形有尊、钵、罐

等，多为大散口器，器物容量大，以圈、凹底为主要特征。属这

一类型的还有福清东张遗址上层。据研究，此种类型晚于罢石山

文化雨早于黄土仑类型，大约距今 4000~3500 年之间 e 其分布以

海江下爵及闽东沿海各县为中心，散见于闰j仁、曹型、惠安、厦

门及苦苦江瑞安、台湾凤鼻头等处。

黄土仑类型。黄土仑遗址位于闰侯悔江南岸，分布有墓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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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发摇出随葬品 178 件，主要是自用掏器，大部分属凡何印纹

硬悔，纹饰有抬邱回纹、方格纹、刻画沟连大回纹、乙形纹、斜

线三角纹及附如凸棱等。器彭有豆、杯、罐、壶，其中有接多前

所未见的釜式豆、杯口壶、苦苦形壶、噩底蘸、鼓形器、提壶等，制

作精美。对黄土仑出土的木炭的联 14 年代测定，其年代大约距今

3500~3000 年之间。经近几年文物普查结果分析，黄土仑类型分

布在福建的大部分地区。

此外，还有广东饶平浮滨遗址类型、先泽杨出遗址类型等，此

不详述。

三、崇安城村汉城遗址

崇安域村汉城遗址位于武夷山市兴国镇城村西南 1000 米处

的丘陵土地上。该遗址曲发现与发掘是我省近年来考古工作的重

大收获。经过 1980~1988 年之间的数次发握，基本弄清了城址的

形制和布局，出土汉代具有间越文化特点的掏、铁、锢器 6000 余

件，为研究汉代福建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史料。

全城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860 米，东西宽约 550 米，总面

积约 48 万平方米。城墙因山势遥远，周长约 2896 米。墙体用旁

土筑戚，用火烧成红烧土墙皮作成保护层，城墙西南角为全城做i

高点，有烽幢遗迹;西北角也有旁土台基，假为瞟望台遗迹。东、

西西墙各有载n一道。域内各建筑基址间有河卵石路相连，还铺

设有两组掏管道构成的萍水系统及 3 处进、出水口遗迹。域内分

布有 30 处居址、冶炼、制掏遗址及墓葬等。

域内的高胡坪地区还集中了宫殿群的遗址，可分成甲、乙两

组，面朝达 2 万平方米。现发摇的是甲组建筑群遗址，位于域中

部宫殿区南部，面积 1 万平方米。建筑似仍沿袭战国以来高台建

筑形式，台基利用原有的高岗整平芳实雨戚，东部高达 7 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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