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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风物志》序

余访美归来，不胜劳倦，卧病医院，然故土之思仍
‘

时时入怀。

余去家六十余载，虽穷年兀兀于讲席，精苦刻铭于

经学，而效力桑梓之心，．仍无日不存焉。

闽东旧土，本扬州故郡， 因船而名，号日温麻。始

自晋太康，迄今已一千七百余年矣。自唐薛令之以降，

人才辈出；名宦武将不绝于史， 忠臣义士节昭日月。山

水之秀，甲于海隅s北拥太姥之雄，南藏支提之幽，东

瞰沧溟而西枕叠翠。人杰地灵如斯，而鲜为外人知者，

何哉?以“僻在偏隅，辅轩罕及”(清·李拔《福宁郡

赋序》之故也。) ，

．

．

余虽耄老，每念及此，不禁愀然。”既伤余旧作之散

佚，又感于闽东人文著述之阙如。回忆余早年有关闽东

a之著述有二：一为《福宁人士记》，一为《闽东风俗

记》。今两书不幸悉亡，常深惆帐。忽闻《闽东风物志》

编委会承担起《闽东风物志》之编写任务，业已成书，

即将付刊，并乞余一言为序其端。余不禁欣然而乐，大，

慰老怀。 Q一

细阅全书，既以史为经，纵贯古今， 自新石器晚期

而至于今，又以风物为纬，横串诸编，‘自地理物产而至
-

’

工



人文民情，均一一缕述焉。其体例详今略古，存同求

异，信而有征。虽寻诸残篇断简，访诸闾巷野老， 而能

不偏、不泥，亦诚为难能可贵也。且夫删繁就简，语多

摭实，图文并茂，福宁旧貌、宁署新风，通可概见之。

余昔作《福宁人士记》时，曾引子瞻“先生不述，

后生何传"语为序。不意一甲子之后，喜见几位后生，

承余未竟之意，发愤著书，表彰故郡，岂非先言而后见

者欤?况乎短短三五月间， 能成此洋洋数十万言书稿，

苟非群策群力、团结一致，岂易成哉l后生可畏，信然l

书中有某些疏漏之处，盖推敲有所不及之故也。倘就金

书而论，其为微疵，不足以掩白璧。

是书之行也， 岂独余一人之幸耶?实为闽东数百万

乡亲之幸也。倘有一卷在握，九邑风光尽收眼底，闽东

风情可知大略。既可告慰闽东华侨望乡之苦心， 又可为

人文学科研究之参考，还可为海内外旅游者了解闽东风

物提供极大便利。其影响之广， 自不待言，故乐之为序

焉。

六庵老人黄寿祺

一九九O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于福建省立医院时年七

十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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