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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福建省文化厅、省文物局于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涉台文物普查的基础上，收集整理出来的涉
台文物的图文结集。这些文物反映闽台两地交流的历史时间跨度大，而且门类众多，因而将其归纳为
五类：文缘文物、法缘文物、地缘文物、血缘文物、商缘文物，来一一介绍。全书收录一千多处文物
的照片和说明文字，以及背景综述。以翔实的资料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全方位地揭示台湾与祖国大陆
之间在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血缘等多方面的联系，印证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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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国珍，福建省文物局局长、副研究员。
　　楼建龙，福建博物院副研究员。
　　皆为文物考古专家，为福建省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出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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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武夷山朱熹史迹     绍兴十三年（1143年），14岁的朱熹遵父遗嘱奉母前来崇安五夫
（今属武夷山市）投靠父友刘子羽，子羽视朱熹如子侄，在潭溪河畔筑紫阳楼，安顿其母子。朱熹在
此寒窗十载，师从刘子翚、胡宪、刘勉之。刘勉之并以女妻之，直至晚年迁居建阳，朱熹在此前后居
住近50年。此间完成了《论语要义》、 《论语训蒙口义》、 《大学解》、 《资治通鉴纲目》《太极
图说解》、 《通书解》、 《程氏外书》、 《伊洛渊源录》、 《古今家祭礼》、 《大学中庸章句》、 
《大学或问》、 《论孟集注·或问》、 《诗集传》、 《周易本义》、《四书章句集注》等巨著。 武
夷山市现存紫阳楼、屏山书院遗址、兴贤书院、朱子社仓、朱子巷、刘氏家庙等与朱熹密切相关的史
迹。1992年，公布为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紫阳楼位于五夫镇府前村屏山脚下的潭溪之畔，又称
紫阳书院、紫阳书堂，建于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 紫阳楼一楹两进，前进为朱熹书斋及寝室。
朱熹为不忘父老，以父号取名，将寝室命名为“韦斋”，将书房命名为“晦堂”，中堂悬匾日：“紫
阳书堂”，表示不忘其祖籍徽洲婺源的紫阳之意。紫阳楼于民国初年毁于兵燹，1998年在原址按原样
重建，内设中厅、堂、室、斋、轩等均按照朱熹自撰的《名堂室记》布局，占地面积551平方米。屋后
屏山岩下有“灵泉”石刻，据记载为朱熹所书。 屏山书院遗址 位于五夫镇府前村，刘子晕于宋建炎
四年（1130年）建。朱熹曾在此师从刘子晕读书七载。原建筑为前坊后屋共三进，设杏坛、文经堂、
复斋、蒙斋、二琴堂、六经堂、书坊、起居房舍等。元初毁于兵燹，明洪武二年重建，民国初再毁，
现仅存遗址，分布面积约2000平方米。 兴贤书院 坐落于五夫镇兴贤街，取“兴贤育秀、继往开来”之
说，故名“兴贤”。原为宋代乡学，始建于南宋孝宗年问（1163—1189年），为纪念理学先贤胡宪而
构筑。朱熹曾在该书院讲学授徒。元时毁于兵燹，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重建。 兴贤书院坐西朝
东，由门楼、正堂、两庑、文昌阁等组成，占地面积l62平方米。其中门牌楼高耸，构筑精巧，门饰砖
雕花鸟人物，上嵌石刻“兴贤书院”竖匾，围以龙凤呈祥浮雕，门楣横额为“洙泗心源”，造型雄伟
凝重，飞檐重叠，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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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福建涉台文物大观(套装共2册)》是一本好看又好读的书——图片精美、文字简单。一本内容丰富又
简捷的书——台湾与福建隶属与共、文化相同、方言相通、习俗相近、信仰相似的实物例证一一列在
书中；闽台族亲共同祖先的祖居、祖祠、祖庙、祖墓，两岸民众共同信仰的神灵庙宇、共同崇拜的历
史功臣纪念碑坊，两岸商贸往来的古渡口、古码头、古航标塔等等，都直接展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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