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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文化研究（上下）》

内容概要

　　《畲族文化研究（套装上下册）》内容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福建各区域畲族文化研究；畲族源
流及畲族与其他民族文化关系；畲族历史人物与畲族文化特征；畲族风俗文化及语言歌谣音乐；畲族
教育研究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畲族古籍、文物、档案资料研究。　　《畲族文化研究（套装上下册
）》不少论文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畲族文化进行了又一次较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当前畲族文化研究的新进展。论文的内容也比较全面，诸如畲族历史源流、民族文化关系、神
话传说、文化特征、宗教信仰、民俗风情以及语言、音乐、歌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方面都有所涉
及；有些学者还开辟畲族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对畲族家族文化、养生文化、旅游文化等新领域开展了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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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海云岩十八洞，海云岩位于旧镇与赤土乡之间的海云山南麓，山以裸露的花岗岩巨石叠成，多有
天然石洞石棚。南宋间　　僧人以两个天然石棚构筑石室为寺，称海云寺，其中一石室中有石洞，洞
口有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游海云岩记事石刻。石洞深不可测，传说与十八个洞相连，通到
海中。陈仓岭十八洞，位于漳浦县与龙海市交界处。在漳浦县北部玳瑁山脉陈仓岭古道边，有数个巨
石叠在一起，中有石洞，幽深潮湿，传说是杨文广平闽时平定的蛮洞之一，具体故事已失传，只存地
名，并被编入1：10000的地形图中。　　陈仓岭十八洞南面3公里处，为马坪镇文店村。该村有一座古
堡，漳浦人盛传，杨文广平闽时曾陷其中的柳州城。据笔者调查，堡为长方形，堡墙外以条石或鹅卵
石砌构，内侧夯筑厚0。4米的三合土，总厚近2米，上面三合土墙垛，墙高3米。全堡宽60米，深80米
，城南面开堡门，堡门条石精砌，内为石板平顶，外为拱券顶，门匾刻&ldquo;万安堡&rdquo;三个大
字。原有纪年款，已无法看清，门上原建有城楼，今已无存，村民亦不知形制。堡四角各建一座小角
楼，正方形，边长约3米，高3层，现已废。与堡正门对称的北面建一座小庙，单开间，祀保生大帝。
东西两面中间亦开有小门，堡中南北中轴线内留一个宽约10米的空间，两边则建满了居居，据说此处
原为圩场，两边均为店铺。该村戴姓，原居井尾半岛，永乐间一支迁佛昙东坂，一支迁于此，此堡应
为明代中期村民建造的防寇城堡。　　杨美十八洞，位于漳浦县赤岭畲族乡的杨美村和花园村之间，
中间隔着玳瑁山脉的一段余脉，相距约2公里。据说洞穴穿越整座山，洞南面是一个石崖，1986年石匠
采石炸开了一个洞口，乡政府认为是杨文广平闽十八洞的遗址，是文物古迹，曾上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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