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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汪毅夫

由福建省台办负责编纂的《福建省志·闽台关系志》，历经省台办几任领导、省内专家

学者和有关涉台工作部门多年共同努力，现在即将付梓出版了。这部志书全面记述了几千年

来闽台之间的渊源关系。其意义深远。福建素具对台工作独特优势，广为人知。我在福建工

作期间，有幸多年亲身接触处理对台工作。更切身体验到闽台两地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和血

浓于水的骨肉亲情，感受尤为深刻。省台办主任邓本元同志要我为这部志书作序，因此，我

欣然应允。

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密切关系，最先、最直接的当属与福建的密切关系。福建和台湾都是

以中原南徙的移民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而台湾居民有80％的祖籍在福建。闽台两地

被视为一个共同文化区，皆因其文化有着历史形成的密切亲缘关系——同根同源。在闽台之

间的众多密切关系中，择其要者，福建省委归纳为“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

缘久”的“五缘”关系，以“五缘”关系为桥梁和纽带，积极推动闽台人员往来、经贸合作

和各项交流，必将对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为全

国发展大局和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新贡献。《闽台关系志》的编成出版，正是从历史的角度为

闽台之间的“五缘”关系作了全面、准确、深入的诠释。《闽台关系志》至少有以下几个

特点：

其一．是历史性。志书以翔实可靠的史料，充分再现了福建与台湾血浓于水的渊源关

系，进一步印证了“闽台自古一家亲”的史实。历史上，台湾一直隶属于福建省。1885年

台湾建省后，还叫福建台湾省，在财政、教育等方面还保持着与福建的密切联系。《闽台关

系志》从地理、人口、姓氏、地名、行政建制、共御外侮以及经贸、文化、教育、交通、科

技、民俗等诸多领域，体现了闽台“五缘”关系的丰富内涵。编者将福建先民筚路蓝缕迁徙

台湾、开发台湾、建设台湾以及两地骨肉同胞胼手胝足、创建共同家园的感人史迹．以志书

形式真实记载，这对于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

事实是最有力的佐证。

其二．是开创性。该志书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载了闽台关系史。历史上反映和记载闽台关

系的文献和史籍多有问世，然而像《闽台关系志》这样以志书形式从古到今记述闽台关系的

密切渊源和发展延续，这在两岸关系史中应是开创了先例。在久远的两岸关系发展历史长河

中，从浩如烟海的繁杂的史料里．编者们不厌其烦．不辞劳累．沙里掏金。点滴寻找。不放

过任何有价值的资料、图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几年来，经过作

者和编审的反复推敲、精心论证，数易其稿，终于把闽台关系发展史上灿烂文化遗产的精华

得以保存、传承并奉献于世人，这实乃功德无量。

其三，是时代性。《闽台关系志》汇集了大量从古到今胜于雄辩的史证，揭示了台湾与

大陆同属一个中国。海峡两岸同胞本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事实证明．维护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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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方向的，任何挑衅两岸关系，破坏两岸团结和谐，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分裂图谋，都

是注定要失败的。《闽台关系志》的问世，对于反对和遏制“台独”、反对民族分裂具有特殊

的现实意义。

其四，是实用性。在编纂过程中。作者和编审进行广泛调查研究、查证史料，汇集了丰

富难得的文字材料和原始照片。力求做到图文并茂，使这部志书具有多方面的实用价值。特

别是记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我省在各个历史时期，根据中央的对台方针政策和部署要

求，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全面推动发展闽台关系所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它是近60年我

省促进和密切闽台关系的真实写照。尽管志书在一些方面也许尚不够完备齐全，但它可以为

所有关心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各界人士，提供一部深入了解、研究两岸关系特别是闽

台关系历史发展进程的工具书。

2008年3月以来，岛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闽台关系志》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版，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共福建省委提出建设海峡西

岸经济区战略，福建所具有的优势是多方面的，但最独特、最突出的还是对台的优势，这种

优势非常宝贵。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就是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努力在加强经贸联系、两岸

直接“三通”、旅游双向对接、农业全面合作、文化深入交流、载体平台建设等方面积极作

为。当前，两岸交流合作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承和

弘扬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基本经验，在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促进发展闽台关系中，

扎实推进科学发展先行区和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区建设，构建服务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沿平

台．为全国发展大局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务副主席)



《福建省志》凡例

一、编修本志旨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

化提供省情基础资料，对人民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

传统教育，并为编修国史、省史及各专业专题研究提供有用的地情

资料。

二、全志由总概述、大事记、地图集、专业分志、人物志和附录

等部分组成。

总概述：简括综述全省社会重大变革、各业概貌及发展趋势，为

提挈全志的纲要。

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依时序记述全省政治

(包括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事、要事、新事，以反映本省

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

地图集：绘辑地图，展示全省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地理、

自然资源以及经济地理概况，以呈现省区环境的独特性和域内分区的

差异性，以与志文相辅。

各专业分志：按当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设全省专业分志，专

业分志一般先按本专业结构分工设章节，后各循时序记述发展的历史

直至现状。

人物志：立传记述对本省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或重大影响的本省

籍和外省籍、外国籍人物，以及对省外乃至国外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

本省籍人物。在世人物依例不立传。此外，设人物表以存名人，设英

名录以彰烈士。

附录：以辑存地方文献及要目并叙本届纂修省志始末。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

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取裁史料。

四、本志贯通古今，上限不限，各分志的上限从实际历史情况出

发，尽可能上溯到顶，下限力求写到完稿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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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志详近略远，立足当代，以记述全省近现代、当代史事为

重点，注意突出其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充分反映环境、资源和社会

发展的基本面貌，着力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特点以及生产力

发展过程，并反映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六、本志历史纪年，凡1 949年10月1日以前的，一般标示朝

代、年号、年份，括弧内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起，一律以

公元纪年。

七、本志对各个时代的政权机构、官职、党派、地名，均以当时

名称或通用之简称记述。古地名均括弧注明今地名，乡、村地名则冠

以县名。

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直书姓名，不加称呼，不冠褒抑之词。

凡外国的国名、地名、人名、党派、政府机构、报刊等译名，均

以新华社发表的译名或社会上通用的为准。

各种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在首次使用全称后，如名称过长又

多次出现的，则在第一次出现时括弧注明简称，以便再用。

八、本志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用第三人称书写。

九、本志所用数字，统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

1987年1月1日联合通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为规范。

十、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均按国务院1984年2月

27日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一律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一般照实

记载，并尽可能括弧注明今值。

十一、本志录用的统计数据，一般以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

凡加用编者重新调查核实的数据，均有页末注说明。

十二、本志采用一般资料不注明出处，但引文、辅文和需要注释

的专用名词、特定事物，均加页末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明

一、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福建与台湾一水相连(上古时曾为相连的陆地)，自古以来，

两地同胞繁衍生息，患难与共，历史上台湾地区还长期置于福建行政

管辖之下，关系十分密切。为反映这一特殊的历史社会现象，福建省

人民政府在制订《福建省志》编纂方案时，听取各方专家意见，决定

编纂《福建省志·闽台关系志》，作为省志的重要补充。

二、《福建省志·闽台关系志》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述福建与台

湾历史渊源关系与现实关系的专业志。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

公室牵头，联合福建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组成编纂

委员会和编辑室，共同承担编写任务。

三、本志所谓闽台关系，主要是指福建与台湾的地理、历史、人

文等诸方面的渊源联系，实质上它是海峡两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海峡两岸关系的集中缩影。考虑到两岸之间的诸多

历史事件又是在闽台之间发生的，因此对涉及两岸关系的某些事件，

侧重从闽台关系角度也作了记述。

四、本志记述的对象为与闽台关系有关的地理、历史、人文事

件。由于为两地关系修志属方志中的特殊形式，其体例除须遵循

《<福建省志>编写通则》各项规定外，具体按本专业分工设章立节，

各循时序记述闽台关系发展的历史直至现状，从而形成自己的结构

特色。

五、本志的时限上限不限，下限止于2000年，为顾全历史发展

的完整性及资料的实用性，一些事件及部分资料的时限延至2007年。

全书共分12章，并以相关重要文献、人物表等作为附录列于书末。

六、鉴于海峡两岸关系历史发展的特殊复杂性，尤其是20世纪

中期以后近半个世纪的人为隔绝局面所造成的政治敏感性，书中遣词

用语悉遵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作了处理。对于某些难以落笔的事

件、概念或词语，业经请示中央台办后也作了客观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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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资料来源有：闽台历史文献、田野调查及前人研究
成果。

八、由于两岸往来迄今仅限民间渠道，掌握台湾岛内文献资料尚

欠详尽，有些材料和统计资料不全，因此书稿和附录中所含台湾岛内

资料颇感残缺，使闽台两地某些资料或数据无法衔接或比对，留待
订补。

《福建省志·闽台关系志》编辑室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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