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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海之滨，生活着勤劳勇敢的闽南人，他们
使用的语言被称为闽南方言。闽南方言是汉语
的重要方言之一，和上古汉语、中古汉语有很深
的渊源，同时也带有土著语言的印迹。秦汉以来
的中原人民由于各种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陆
续迁徙南下，来到闽南，带来了他们所使用的各
个时期的中原汉语，并在生活生产过程中与当
地土著语言相融合，在闽南这片土地上逐渐形
成和发展出闽南方言这种重要的汉语方言。

说起闽南方言的形成，得追溯到秦汉以后
汉人入闽的历史。据《史记》记载，秦朝末年，秦
军南下征伐南越，后秦朝灭亡，这些秦军将士及
随带的家眷奴婢就留在了当地。之后，汉人入闽
的记载屡见于史书、地方志、族谱、考古资料等。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兴起，不少逃亡的中原汉民
开始大量入闽。《三国志》记载了崛起于江东的
孙吴集团为了扩展势力范围，先后五次派遣军
队入闽，同时带动了大批北方汉民入闽。战争结
束后，除了一些携带家眷的将士留了下来，还有
一些驻守当地的将士与本地人通婚组建家庭，
也定居于此。清嘉庆《惠安县志》就记载了本县
黄氏祖先黄兴，“吴孙权将也，与妻曹氏，弃官入
闽，居邑南之凤山”。当时建安郡辖下就有东安
县，包含今南安、同安等区域。西晋末年发生永
嘉之乱，到东晋时期南北分立，再到南朝的宋齐
梁陈，不断有中原汉人或为躲避战乱或是为了
其他原因纷纷南下，导致了汉人一次又一次的
大批入闽。《太平御览》记载：“泉州清源郡，秦汉
土 地 ，与 长 乐 同 。东 晋 南 渡 ，衣 冠 士 族 ，多 萃 其
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陈书》也记载：“侯
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
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

当时汉人入闽的通道既有陆路，也有海路。
由海路进入闽南地区的汉人多居住在沿海地区
的晋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先在沿海江河口设
县，然后以此为据点，向各河流的中上游渐次迁
移，同时也扩大了自己的方言区。这些早期入闽
的汉人带来了上古、中古汉语，也包含一些先秦
两汉古方言、古吴语和古楚语的成分。有学者用
语言年代学的方法进行分析，认为闽南方言从
上古汉语分化出来的年代大约是在东汉末年。
东汉末年正是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分界点。
由此看来，秦汉到两晋是闽南方言的形成时期。

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闽南方言也不断地
发展变化。入闽汉人和土著长期共存，汉语逐渐
成为强势语言，但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土著语言，
并在闽南方言中留下了痕迹。另一方面，隋唐以
后又有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进入闽南地区，例如
陈元光进驻开发漳州等。这些入闽的汉人带来
的不同时期的中原汉语，不断地丰富了闽南方
言。闽南方言所依存的社会结构因为不断南下
的汉人发生了变化，不可避免地引起闽南方言
的发展和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从闽南方言所
保存的历代古语词中可见一斑。闽南方言所保
存的古语词既有上古汉语的常用词，如“日”（太
阳）等；又有唐宋以后的古汉语词汇，如“边头”

（旁边）、“暝”（晚上）、“揕”（投击，击打）、“敨”
（解开）等。

从时间上看，泉州地区开发较早，是闽南方
言最早的发祥地。而处于九龙江流域的漳州地
区的闽南方言也有相当长的历史。据《新唐书·
地理志》记载，唐代把福建分为五州五郡，其中
就有泉州清源郡和漳州漳浦郡，大概那时就已
经初步形成了闽南方言区北片和南片之分。南
北两片不同口音正好分布在晋江流域和九龙江
流域。而厦门是作为通商口岸后才逐渐发展起
来的新兴城市，主要居民来自泉州、漳州地区，
因此它的闽南方言是在泉州、漳州两地方言融
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的闽南方言区可
以分为四片：东片以厦门话为代表；北片以泉州
话为代表；南片以漳州话为代表；西片以龙岩话
为代表。

泉州、漳州和厦门三地的闽南方言虽然在
语音、词汇上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基本上是相同
的，彼此可以通话。流传到台湾岛和南洋群岛的
新 加 坡 、马 来 西 亚 、菲 律 宾 等 地 通 行 的 闽 南 方
言，也大多是这三地的移民带去的，只是经过了
不同程度的融合而有所不同。

远离中原本土而又得以生存下来的闽南方
言，在拥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之路的同时，也具有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稳定性的特点。如今的闽
南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
依然保留了上古、中古汉语的特点，是“古汉语
的活化石”。例如，语音方面，闽南方言依然具有
上古汉语声母“无舌上音”“无轻唇音”的特点，
保留了六个辅音韵尾-m、-n、-ng、-p、-t、-k。
用闽南方言朗读古诗词格外富有韵律之美，不
论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还
是唐代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
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都押韵和谐，朗朗
上 口 。词 汇 方 面 ，保 留 了 许 多 单 音 古 语 词 的 用
法，如“芳”表香，“跋”表跌倒、摔倒，“否”表坏、
恶，“面”表脸，“转”表返回，“褪”表脱衣服，“走”
表跑，“贿”表财物，“枵”表饥饿。语法方面，一些
虚词和语序保留了古汉语的特点，如“修饰语放
在谓语的后面”“限定语放在中心语的后面”。

闽南方言及其所承载的闽南文化是中华传
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闽南
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代意
义 。闽 南 方 言 的 形 成 和 发 展 ，与 闽 南 民 系 的 形
成、闽南文化的形成都有密切的关系。闽南人开
拓的脚步从未停止，闽南人迁徙到哪里，就将闽
南方言和闽南文化带到哪里。据不完全统计，现
在全世界使用闽南方言的人数多达数千万，可
以算得上是一种重要的“国际性”语言了。

“国际性”语言：
闽南方言
□杨志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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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福建大多数劳动人民不仅
生活困苦，文化水平也很低，他们由于不识一
字而被讥为“睁眼瞎”。新中国成立时，福建人
口中的文盲比例超过 8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
90%，而农村更是文盲遍地，有些山区农村竟无
一人识字。

在此情形下，扫除城乡文盲，尤其是农村
的文盲，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发展文化教育
事业亟待推进的基础性工作。为此，福建农村
广泛持续地开展了扫除文盲运动。这不但使农
村大量干部群众提高了文化素质，从而摆脱文
盲状态，还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许多人才，
有力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发展进步。

1949年，福建开始有重点地举办农村冬学，
此后办学面逐渐扩大并陆续开办农民业余学校

（民校）。1951年，还创办了提供脱产学习机会的
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为了
加快扫盲速度，1952 年夏到 1953 年春，福建全
省开始大力推行部队文化教员祁建华所创的

“速成识字法”。此法的要义在于学好注音字母、
多看字形，以及联系生活实际来理解和记忆。

当时农民使用的速成识字阅读课本里的
课文就明确指出，“生字都是单个的，生活经验
却成套。死记单字的办法笨，串成一套就跑不
了。不懂也就不好记，懂了就能记得牢”。在速
成法推动下，1952 年福建出现扫盲学习高潮。
到这一年年底，福州市参加学习的农民、工人、
市民和干部的人数，比 1950年增加了 5倍。

1955 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达到高
潮，次年秋农村基本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
化。关于这种情况下的农民扫盲问题，毛泽东
指出，“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因
为“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
切地要求学文化”，而“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
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
自己组织学文化”。实际上，不仅农民想要学习
识字，国家也要求他们识字有文化，如此才能
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
任务”。显然，这些都是农村扫盲运动蓬勃发展
的新动力。

1956 年，在福建省委、省人委的领导和组
织下，福建全省再次出现学习热潮。这既体现
在为早日脱盲所做的安排上，也体现在扫除文
盲的数字中。在扫盲热潮中，为了保证扫盲学
习取得实效，必须妥善安排农业生产和学习的
时间。档案资料显示，在当时的长乐县东吴乡，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7 点到 9 点为社员的文化学
习时间，农事较忙时则缩短半小时，周六上政
治课和生产技术课，周日则是举行党团活动和
合作社会议的时间。该乡还特别强调，如果没
有特殊情况，不能占用社员的学习时间。至于
扫盲数字，1956 年尤溪县“轰轰烈烈高高兴兴
搞扫盲 ”，最终发动 3 万多人参加学习 ，扫除
4000多个文盲。

实践中，从农民参加学习到实现脱盲的整
个过程，都服务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各种任
务的需要。据档案记载，在当时的永定县古镇
乡，民校发动学员投入除虫运动，一共点了 200
多盏诱蛾灯。秋旱时民校全体学员投入抗旱，共
挑 3900多担水，抢救了 40多亩受灾最严重的稻
田。而闽侯县西塘乡的许多民校学员在修水库、
统购统销和扩大合作社等工作中都起了带头作
用。已经脱盲的农民则进步很快，有的担任合作
社社长，有的担任会计员，还有一些当了生产队
长、小组长和记工员。由此，农村干部队伍得到
充实，集体经济的维持和发展有了切实保障。

1958 年以后，伴随着生产跃进的高涨形
势，扫盲运动也进入最高潮。在此过程中，许多

生动的扫盲故事浮现出来。过去很多山区的偏
僻乡村和沿海一带的小岛一直是文化学习的
空白之处，此时大部分也办起了扫盲班，并且
涌现了“夫妻挑战”“婆媳互助”“父子同学”“三
代同堂”等热爱学习的新气象。三明公社团委
还发动脱盲青年开展“读百本书，写万个字，天
天学读报，周周写诗”的活动。在全省范围内，

“白天千军万马闹生产，晚上千家万户读书声”
的动人局面开始出现。

1958 年 3 月 26 日，《福建日报》报道了全省
第一个无文盲乡——古田县秀峰乡的先进事
迹。此后，1960 年 3 月 14 日的《人民日报》也对
秀峰扫盲给予特别关注：秀峰乡在 1957 年夺得
福建省的扫盲冠军之后继续努力不停歇，到
1960 年，除极少数青壮年还在读高小以外，大
部分已升入业余初中就读。即使是原来一字不
识的党支部书记，这时也读初中了。原乡长经
过几年认真的业余学习，从文盲升入业余初
中，1959 年夏考入厦门大学理科预科班学习，
成绩达到优良水平。

除了描绘秀峰这一先进典型，《人民日报》
还指出，从海防前哨岛屿和渔村，到广大山区、

林区和基本建设工地，能够长期坚持学习、四
季常青的“铁民校”已经在福建各地农村遍地
开花。在“铁民校”带动下，全省农村扫盲和业
余教育事业不断巩固发展。

由于方言众多，在开展扫盲运动的过程
中，福建各地农村还着力推广普通话。在此之
中，方言复杂的大田县成为全省第一个普及普
通话的县。1952 年，全县办起 1000 余所民校，组
织了 90%的青壮年参加学习，由小学教师和其
他识字的人担任教师。在学习过程中，该县注
意把学注音符号、学文化和学普通话紧密结合
起来，从而创造出方言地区推广普通话的宝贵
经验。经过 8 年的努力，全县基本普及普通话，
甚至有一部分老年人也会听、会讲日常生活所
用的普通话。

1958 年 8 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肯定大
田县推广普通话的经验。同月，福建省推广普
通话现场会议在大田召开，这给全省推广普通
话工作注入新的动力。

1961 年以后，运动性扫盲的历史基本结
束，福建农村扫盲工作整体上转入常态化阶
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实行，
农村儿童入学率显著提高，带动了农村整体识
字率的提升，传统扫盲工作逐渐退出历史舞
台。进入 21世纪以后，农村文盲比例持续减少。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农村扫盲运动的
历史，尽管运动中各方面条件都十分有限，相
关政策也迭有变更，但这场运动仍然取得了重
大成就，大量农民从“睁眼瞎”成为“文化人”。
这可以说是亘古未见的崭新变化。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扫盲运动并不只为教
农民识字、促使农民实现“文化翻身”，还是一
个从思想上塑造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农民
的过程。例如，一些农民不愿参加学习和认为

“学习是好，但就怕学不会”的想法，在党和政
府的教育引导下，逐渐被积极参加扫盲、早日
成为文化人的想法取代，进而转化为扎扎实实
的学习行动。

而“以民教民、能者为师”的师资政策，则
是发动有文化的当地人担任扫盲教师，从而夯
实了国家开展扫盲运动的硬件基础。“政府领
导、农民自办”的办学过程，更是成为农民与国
家互动、最终体认国家政策的具体场域。

不难看出，这些举措在体现国家意志的同
时，也塑造出拥护并实现国家意志的社会主义
新农民。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的福建农村扫盲运动
□孟强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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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农村扫盲所用的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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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驮菩萨脱胎佛像

福州脱胎髹饰技艺是中国传统工艺史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其“轻盈坚韧，色彩瑰丽”
的艺术特色在国内外享有诸多美誉，而脱胎漆
器佛像是其中最具有艺术表现形式的一种。

福州脱胎髹饰技艺中的脱胎技法源自于
佛教造像所催生的干漆夹纻技法。这种技法最
早起源于战国时期，在南北朝时随佛教的兴盛
而被用于佛教造像中。在隋唐时发展至成熟，
但由于两次灭佛运动，这种技艺在晚唐后几乎
要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到了清代，福州人沈绍
安在修补牌匾时，受到牌匾破损显露出来的夏
布的启发，重现出这一技法。此后，福州漆器技
艺中的脱胎技法不断创新，逐渐形成了独特的
风格和鲜明的特色。

到了现代，福州漆器的脱胎技法已经形成
了固定、繁复的流程。以脱胎佛像为例，在制作
过程中，需要先用泥或石膏制作出佛像的坯
胎。晾干后，用大漆和瓦灰调和成的漆泥将夏
布或者棉纱等贴在坯胎上，再用更加细腻的漆
泥将其表面涂抹光滑。待阴干后敲碎原胎，留
下坚固硬挺的漆布外壳，最后经过多次上漆打
磨和髹饰，就成了脱胎漆器佛像。

这样制作出的脱胎漆器佛像，褪去了布
料 棉 纱 的 柔 软 易 损 ，变 得 更 加 坚 韧 ，同 时 相
比传统漆器可谓是轻盈若羽。在过去那个没
有 塑 胶 等 轻 便 易 塑 材 料 的 年 代 ，巨 大 的 木
制、泥塑、陶塑佛像等过于笨重，难以满足游
神 拜 佛 的 需 求 。因 此 ，“ 举 之 一 羽 轻 ，视 之 九
鼎兀”的脱胎漆器佛像就成为塑造这类佛像
的不二之选。

其他材质的佛像在使用过程中容易褪色
风化，难以保持原有的色泽和装饰效果。而脱
胎漆器佛像还有抗酸、抗尘、抗水的优点，在日
常使用中能轻而易举地保持光亮如新。可以说
脱胎漆器佛像的使用过程是福州脱胎髹饰技
艺体积大、质量轻、坚固耐用、不易褪色技艺特
色的充分展现。

在前有青铜的厚重、后有瓷器温润的中
国艺术史上，漆器能够承前启后，兼具厚重温
润、光芒闪耀，离不开它种类繁多、精工细作
的髹饰技艺。髹饰是漆器制作过程中重要的
步骤，大漆的外观美多取决于这一步。《尚书·
梓材》有记载：“惟其当涂以漆，丹以朱，而后
成。”由此能看出漆器最初诞生主要以黑、红
二色为髤饰。其后五行学说发展，人们的审美
发 生 改 变 ，漆 器 的 髹 饰 中 因 此 又 增 添 了 白 、
青、黄三色。再后来，各地的手工艺匠人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将各种材料运用到漆器的装
饰上，使漆器的髹饰技艺变得丰富多彩，逐渐

形成各地的地域特色。
20 世纪初是福州脱胎髹饰技艺发展的飞

跃时期。传统手工艺匠人发现将桐油加入调好
色的漆料中，能够改变漆料的纯度和明度，使
得髹饰色彩有了深深浅浅的变化，但传统的色
漆多用天然的植物颜料和矿物颜料着色，色彩
种类较少。到了 20 世纪初，受社会科技巨变的
影响，手工艺匠人在继续使用传统颜料髹饰漆
器的基础上，还加入了化工颜料，增加了更多
的色彩种类。

例如，单一的红色此时就发展出了超过

15 种不同的色系，而黄、绿、青、紫等颜色也都
发展出了 10 多种不同的变化。金银材料也被
大量应用在髹饰中。其一是应用在“笼色”技
法中。“笼色”技法是先将金粉、银粉调制到漆
料当中去，将其涂在漆器表面，然后在涂好的
底漆上再用红色或蓝色等敷拍髹饰；其二是
将常用于民俗活动中的金箔纸直接或捣成粉
髹饰于器物的表面，达到金碧辉煌、光耀照人
的效果。

到了现代，福州漆器髤饰技法已经发展出
20 多种，例如有黑推光、色推光、锦纹、薄色料、

晕金漆画、仿古铜、嵌螺、嵌银上彩、宝石闪光、
堆漆浮雕、仿彩窑变、仿青铜、仿唐三彩和匏纹
技法、暗花等工艺。这些髹饰技法和丰富的色
漆选择结合起来，使得福州漆器表面装饰更加
绚丽多彩。

色漆料的丰富使得福州脱胎漆器的髹饰
有了更多的色彩表达，打破了漆器一贯柔亮、
含蓄的审美表现。福州技艺多样的髹饰技法，
能够细致勾勒出佛经故事、花鸟动物等精致的
装饰图案，施以五彩斑斓的色彩，彰显出“错彩
镂金，雕绩满眼”的美学范式。

福州脱胎漆器佛像工艺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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