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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福建》

内容概要

透过作者富有张力和个性的文字，本书对福建的个性、人物和发展做了系统解构，在综述福建历史文
化的基础上，再现了最真实最具个性的福建人，告诉世人福建是一个充满了文化底蕴的地方，生态是
福建人压在箱底的真家当，闽商是中国最慈善的群体之一，省内各地市都有专属的特色经济，最后对
福建未来的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了美好的设想：伴随着“海西”决策、“自贸区”的推出，如今福建又
一次站在了命运的起点，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本书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福建“正名”，比如
广为流传的“好男不娶福州女”其实是一种误读，准确地说，应该是“好男不娶福州女，纵得功名也
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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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福建》

作者简介

张绪钦，资深媒体人，曾供职于新华社、《中国财经报》等国家级媒体，任编辑、记者；走过八闽大
地80多个县市区的山山水水，对福建这片土地的历史、人文与发展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深情、关心。现
为福建知名金融机构——运通星财富总裁助理、人资行政中心总经理，自由撰稿人，微信公众号“福
州微生活”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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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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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福建》

精彩短评

1、福建出了保守派人士朱熹，也出了自由派人士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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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福建》

精彩书评

1、《一方水土一方人》——张绪钦《解码福建》读后□年微漾如果单从地理学的角度，我们似乎找
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坐拥“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有朝一日堪当“海滨邹鲁”的赞誉；也
似乎没有一丝迹象，足以表明这片最初的蛮荒之地，会逐渐演变成“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古人曾
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概括华夏四荒，福建位于东南之交，鸟飞不过的山林、遍地横行的走兽和
连月不开的林瘴，都莫不是其茹毛饮血的胎记。直到西晋，中原氏族因躲避战乱而发生的“衣冠南渡
”，才最终为斯地送来文明的火种。虽然自彼至今寥寥千年的人事代谢，在这个星球数以亿计的沧桑
巨变面前不过汪洋一粟，但它所蕴含的无数个体的生老病死、诸多家族的迁徙兴替乃至整个民族的盛
衰镜像，却要远比大自然的无声造物来得更为悲壮。张绪钦就是在对人事代谢的审视下，解开了萦绕
在这十二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种种“暗码”。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但在她的认知里，却
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句古语的内涵，即一方人反赋予一方水土以内在灵魂。至此，围绕着“福建传奇”
或“福建神话”的种种疑惑和追问，都得到了一一的解答。事实上，关于群体性格的探究，并非张绪
钦的首创。早在十九世纪，法学学者勒庞就以一部《乌合之众》，开启了群体行为的课题；在他之后
，晚清鸿儒辜鸿铭以外文写就《春秋大义》一书，它的另一个中译名《中国人的精神》，更直观地透
露了此书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化学的手法，从历史、宗教、文化、教育及语言等诸多方面，深层解剖
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借以捍卫华夏文明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应有地位；再之后，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通
过对日本国民性的长期观察和思考，撰写了《菊与刀》。然而，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上述的三
部巨著都是以一国甚至更广范围内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而《解码福建》则将样本容量缩小至一省一
域，从统计学的角度，这样的解读无疑更为准确、清晰；就这个方面而言，《解码福建》一书的视角
，又是有着作者本人的独到和创新之处。张绪钦笔下的福建人，既有古人，也有今人。“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她深知传承的重要性，所幸在此间得到完整保存的历史脉络，使她免于缘木求鱼的
尴尬。因此，她写福建的行政沿革，也写福建的移民史，一方水土与一方人的碰撞，由此波澜壮阔地
展开。张绪钦笔下的福建人，既有具象的轮廓，也有模糊的映像。具象来源于她对自己生活半径内朝
夕相处的福建人的素描，模糊来自于外人对福建的第一印象。“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将“家
在路上”的游子标签和“多种信仰”的精神寄托相互融合后，她笔下的福建人开始显得愈发立体而饱
满。张绪钦笔下的福建人，既有男人，也有女人。她客观地评价了福建男人和福建女人在地区发展中
各自所作出的不可取代的重要贡献，最终将性别上的对立重新统一，还原出福建人可敬又可爱的面貌
。张绪钦笔下的福建人，既有咱厝人，又有别家人。在她看来，地域划分一定要有显著的性格边界，
才有意义。由此，她选取了福州、厦门、莆田、泉州、漳州、闽南、霞浦等区域，对各地的人群性格
都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张绪钦笔下的福建人，既有个体，也有群体。她写历史上福建地区所培养
出的诸多名垂青史的人才，也写近现代风生水起的福建商群，通过这些描写，凸显出福建文脉、神脉
、艺脉、商脉等四脉合一的独特文化。除此之外，张绪钦笔下的福建人，既有人物，也有人文。“形
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物与人文恰似“器”与“道”的关系。张绪钦围绕着福建人的
“修道”与“炼器”，其实是在为进一步的思考做着铺垫。如果说，张绪钦对福建人如此深层细致的
解读，是出于一种“爱之远”的桑梓情愫，那么接下来她对福建“挣扎”、“软肋”和“遗憾”的披
露，则更多代表了一种“爱之深”的游子情怀。这是一种自然的过渡——尽言爱不如无爱，只言忧不
如无忧。爱与忧彼此共存，才是这个时代福建人真实的心理写照。更难能可贵的是，从一个负责任的
福建人角度，她随即又为福建如何突破既有瓶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全书末章“福建突围”中，张
绪钦不失专业地提出了观点和看法，借以寄托对福建未来的无限期许。不妨再回到之前的论述：一方
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赋予一方水土以灵魂。地理与人文相互融合，才让包括作者在内的数千万
福建儿女，对这片土壤的远大前程抱有光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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