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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中國早期人民因各種因素，已有大量的移民湧入台灣，其中又以閩南人為大

數，因此也將閩南文化帶到台灣。閩南人遍布台灣各地，也使得閩南文化成為台

灣的主要文化。 

 

在台灣的路上常可見許多大人以閩南語交談，新一代的小孩卻以國語交談，

雖然目前台灣各地學校已紛紛將閩南語列為必修課程，但仍有很多小孩聽不懂、

不會講閩南語。學者預測如果閩南語不向下紮根，21 世紀末將會消失(克勞斯，

1992)，筆者欲藉由此論文，了解閩南文化在台灣的地位，除了閩南語言外，包含

閩南建築文化、閩南民俗文化、閩南宗教文化、閩南民間藝術、閩南宗族文化，

甚至是閩南小吃文化等，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有其珍貴的價值，保存的意義，

也需要被更多人去重視。 

 

二、研究方法 

使用文獻收集各種不同的閩南文化。 

 

三、研究目的 

(一) 認識閩南文化 

(二) 了解閩南文化在台灣的發展 

(三) 不同文化對閩南文化的影響 

(四) 解決閩南文化消失之問題 

 

貳●正文 

 

一、認識閩南文化 

 

閩南文化，系指生活在閩南地區的閩南人共同創造的，並一代代傳承、發

展與創新的地區性文化，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一個支系，其分佈

範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後被譽稱的「廈、漳、泉金三角」，即現轄的廈門市、

漳州市、泉州市各區、市、縣。閩南文化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福建設置閩

中郡，開啟了中原文化與閩南大著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漢晉時期，大批中原漢

民遷入閩南地區，推動了閩南文化的形成。晉唐時期，閩南地區漢民人口劇

增，經濟迅速發展，政教管理體制日臻完善，閩南文化得到發展。宋元時期，

泉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啟航點和東方大港，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到泉州經

商，帶動來了伊斯蘭文化，閩南文化得到豐富。明清時期，歐洲商人和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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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傳入了西方文化，閩南文化進一步得到繁榮。從閩南文化的發展軌跡，可

以窺見閩南文化是經過一代代閩南人在社會實踐中，不斷挖掘、弘揚、創造，

並吸收採納了多種外來文化的特質和合理因素，有機地融入了其體系內，孕

育、發展起來的，它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獨特的性格和豐富的內涵，是中華

文化的一朵奇葩。 

 

(一)、閩南文化的內涵 

 

閩南文化，其內涵除廣義中也含農耕文化、海商文化外，更值得一提的是

狹義中所含的建築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民間藝術、宗族文化及閩南語

等。 

 

1.建築文化 

閩南人根據自己的生活環境和審美情趣，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創建與自己

生活環境相適應且符合自己的審美觀的閩南建築。依功能可分民居、祠堂、寺

廟、宮觀、牌坊、塔、幢、亭、台、榭及橋梁、海防建築等，豐富多彩的閩南

建築，堪稱既富有獨創性又集中外建築之大成。其中最富特色的首推民居中的

「宮殿式」俗稱「古大厝」建築，座落於泉州南安官橋漳裡村的歸僑蔡資深民

居是其代表作。該民居建於清鹹豐光緒年間，其主體建築同閩南地區習見的古

大厝一樣，三開間或五開間，帶護厝，突出廳堂，兩邊對稱，橫向擴展佈局。

縱深二、三、四落三等，以廳為組織院落單元、廳、廊、過水貫穿全院、硬山

及捲棚屋頂，穿斗式木構架，上鋪紅瓦及瓦筒，燕尾形屋脊。所不同的是該建

築為群體建築，且座座雕梁畫棟，裝飾有透雕、浮雕、線刻或圓雕而成的精美

木雕、磚雕、石雕、泥灰雕，雕飾題材十分廣泛，雕刻技藝精湛，雕琢的飛禽

走獸、花鳥魚蟲、戲劇故事、山水人物，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該民居建築群

既沿襲，保留了傳統的閩南民族建築風格和特色，又部分吸收了南洋文化和西

方建築藝術中的裝飾藝術特點，堪稱閩南古民居建築藝術與中國域外建築藝術

合璧的傑作。此外，俗稱中西合璧建造而成的「洋樓式」的閩南僑鄉民居「番

仔樓」也是其代表作。 

 

2.民俗文化 

係指閩南人共同創造、享用和傳承的民間文化事像的泛稱。其內涵十分廣

泛，其中包括生產習俗、生活習俗、生命禮俗、信仰習俗、文藝風俗、娛樂風

俗、社會組織風俗等等，而這些風俗中除與中華民族傳統風俗中大同小異外，

最富地方特色的有文藝風俗中民間文學；娛樂風俗中的民間舞蹈、「騎竹

馬」、舞龍、舞獅、「車鼓弄」、端午節的「賽龍舟」、中秋節的「搏餅」，

在節慶日中尤為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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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教文化 

    係指閩南人的宗教信仰和民間信仰。閩南人除信奉道教、佛教、伊斯蘭教

為主，兼信仰印度教、基督教和摩尼教外，最富有特色的是民間除信仰中華民

族古代共同信奉的諸神外，還信奉實有其人被尊為神靈的保生大帝、媽祖、廣

澤尊王、惠澤尊王、清水祖師。其中媽祖信仰是台灣最普遍的民間信仰之一。

由於漢人移民多自中國大陸渡海而來，且台灣四面環海，海上活動頻繁，因此

媽祖成為台灣人最普遍信仰的神明之一。無論是大小街莊、山海聚落，還是通

都大邑，都可看到媽祖廟。僅台灣一地，「就有媽祖廟 510 座，其中有廟史可

考者 39 座，內建於明代的 2 座，建於清代 37 座」。每年大甲媽祖生日總是有

許多信徒參與。 

 

4.宗族文化 

亦是閩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閩南地區宗族文化十分發達，重視宗族親

情、重視編修族譜和重視宗祠建築是其標誌。 

 

5.民間藝術 

    閩南文化中的民間藝術十分發達，除剪紙、紙畫、漆雕、漆器等民間美

術、工藝美術外，最值得稱道的有被譽稱「宋元南戲活化石」、「東方古典音

樂明珠」、「古代戲曲藝術瑰寶」的閩南語系梨園戲、高甲戲、南音和木偶

等。此外，還有融合釋、道二教之法事活動形式發展而成全國罕見的宗教戲劇- 

- -打城戲。在台灣廣為流傳的歌仔戲及布袋戲亦是重要的藝術活動，提供台灣

民眾最好的休閒與娛樂需要，並且能反映臺灣民眾的思想情感和審美情趣，具

有無比的生命力 

 

6.閩南語 

是漢藏語系漢語族閩語支的一種語言，形成於中國東南沿海的閩南地區，

主要分布於現今的中國大陸閩南、粵東地區和廣西、浙江部份地區，以及臺

灣、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東南亞和海外華人之間，是全世界最有代表

性的 60 種語言之一，據統計全球講閩南話的人多達近 4000 萬。閩南語在各地

有不同稱呼，在中國大陸常被稱為閩南話或閩南方言。在臺灣，閩南語也被稱

為河洛話或福老話，或以臺灣通用的閩南語一種方言的名字「臺語或臺灣話」

稱之。[7]居住在東南亞的海外華人，則稱之為福建話或咱人話。 

 

7.閩南小吃 

是一種漢族特色小吃，集中分布在福建省，臺灣省各地，由當地閩南人歷

來講究飲食而成的多種多樣的獨特風味小吃，不僅如此還蘊涵著豐富的歷史文

化內涵。貢糖、三合面、鹹香糕、信杯餅、麻餈、花生糖、油酥餅、蒜蓉枝、

桔紅糕，都是常見的閩南傳統小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BD%E5%8D%97%E8%AF%AD#cite_not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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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閩南文化特點 

 

1. 閩南文化具有傳統性、連續性特徵。這除了繼承連綿不斷的中華傳統文化

外，閩南文化自身的傳統也是連綿不斷，且不斷發展。 

 

2. 閩南文化具有一體多元特徵。即與中華傳統文化為同一體又以閩南文化為

主體，兼吸納了南洋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的某些因素等。如建築文化

中除以「宮殿式」古大厝、臨街騎樓為主流建築外，也可見到中國傳統建築、

中西合璧建築、阿拉伯式建築、僑鄉特色建築等。 

 

3. 閩南文化具有兼容性和開拓性特徵。這在宗教信仰、民間信仰、建築、戲

劇、方言等等都有所反映。如戲劇方面，多種劇種並存，歌仔戲、梨園戲、高

甲戲交相輝映，即便同一劇種，也是各種流派，各種技藝爭奇斗艷而競相發

展。又如方言方面，在閩南語中容入一些馬來語等。再如在泉州還可看到阿拉

伯文與漢字並排的春聯。 

 

4. 閩南文化中的方言具有古老性獨造性特徵。法國語言大師馬伯樂曾說過，

閩南話是世界上特別古老的語言。它不僅形成歷史悠久，而且還保存了中古漢

語和上古漢語的許多特點，同時還保存了許多古漢語的詞語。這些詞語在普通

話和漢語的其他方言中，有的沒有，有的不用，有的少用，而在閩南話中則是

基本詞兒。故閩南方言被學術界稱為「語言的活化石」。這在漢語諸方言中是

非常突出的，也是區別漢語的重要標誌之一。而閩南方言的獨創性則主要表現

在語言詞彙、語法諸方面者有許多自己的特點。 

 

5. 閩南文化具有開放性特徵。這同閩南人中多為中原漢族移民及多僑民息息

相關，也與閩南海商文化發達有密切關係。此外，閩南文化具有上承下傳的雙

重傳播性特徵。即主體文化由中原傳播而來，融合土著文化形成富有地方特色

的閩南文化，爾後又通過移民臺灣傳播到臺灣及通過移居國外的華僑華人傳播

到國外。 

 

(三)、閩南文化的傳播及其影響 

 

文化的創造者是人，且人又是「文化最忠實、最積極、最活躍的傳播者。

而文化遠距離的傳播，有賴於人口的遷移」閩南文化的傳播是通過閩南人移居

國內外而傳播的。國內傳播達閩北、閩中、閩西、浙東南、贛東、粵東、港

澳、海南及臺灣，其中移居臺灣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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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閩南文化在台灣的發展 

 

閩南文化移居臺灣為最多，且影響深遠，分佈廣泛於臺北、臺東、台中、

臺南、高雄、桃園、苗粟、基隆、南投、屏東、彰化、花蓮、嘉文、宜蘭、雲

林、新竹、澎湖等绝大部分地區，而均有閩南人在那裡一代代休養生息。已知

從唐代始，先輩移居臺灣，不僅帶去方言，也帶去閩南人的生活習慣、宗教信

仰、民間信仰、民間藝術、民居建築等等，並代代傳承、發展和創新。但發展

迄今，仍語言相同，生活習慣、民俗風情、宗教信仰、民間信仰、民間藝術、

民居建築也仍相同或近同。 

 

從現有臺灣人口中講閩南話的就多達 1700 年萬人，表明閩南話在臺灣是其

主要語種，由此可窺見閩南文化與臺灣文化教育幾近相同。而國外傳播則達世

界各地，堪稱世界各地都要找到閩南籍華僑華裔人群的足跡。移居國外的閩南

籍華僑、華人有數百萬之多，其中稱居東南亞諸國最多。華僑、華人先輩不僅

帶去閩南方言，而且也把閩南的民俗風情、民間信仰、民間藝術傳播到居住國

閩南人社區，並一代代傳承、渲變和發展。迄今僑居於世界各國的華僑、華人

已多達近 1400 年萬人，分佈於近百所國家和地區，由此可窺見閩南文化在國外

傳播廣泛之一。 

 

學者魏萼在《閩南文化的經濟意義》一文中明確指出：「閩南文化是經濟

發展的動力」。我們讚同這一觀點。廈、漳、泉金三角及臺灣、南洋閩南人的

經濟奇蹟可作佐証。由此可窺見閩南文化影響深遠之一。 

 

三、不同文化對閩南文化的影響 

 

閩南文化上承中原，吳越文化而由移居閩南的漢人和原住民共同創的先進

的地域性文化，爾後又借鑒了南洋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使閩南文化

更興盛發達。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對閩南文化的研究既具有

重要的歷史意義，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閩南文化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存有時代的局限性，

我們以科學的分析態度對閩南文化的研究，有助於我們弘揚傳統閩南文化的精

華，摒棄閩南文化中的糟粕，在批判中加以繼承，在繼承中不斷創新。 

 

2. 通過對閩南文化的研究，有助於深入瞭解閩南文化中蘊含的開放性、包容

性、思辯性，弘揚拼搏精神和樹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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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閩南文化蘊含的「和合思想」，是構建和諧的閩南社會及增強與臺灣同胞

和僑胞凝聚力的保證。 

 

4. 閩南文化遺產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對閩南文化的研究有利於閩南

文化遺產的利用和保護。也有利創造出既體現閩南傳統文化特色，又富有時代

精神的先進閩南文化，促進閩南文化資源的永續性發展。 

5. 對閩南文化的研究，閩南文化對臺灣地區有著強大的輻射作用，有著強大

的吸引作用。 

 

四、解決閩南文化消失之問題 

 

近幾年來，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傳統的閩南文化漸漸式微，包含政府、

民間、學校都明顯感受到這樣的壓力，紛紛發起閩南文化的推廣與傳承計畫。

例 如桃園市政府就規畫推出 2016 桃園市閩南文化節，推廣閩南文化傳承；民

間就如林安泰古處民俗文化館，透過展覽來呈現從起居、婚嫁、養兒育女、安

居樂業等各種角度，向社會大眾宣傳閩南傳統文化，讓人真正了解老一輩的祖

先他們的生活態樣跟智慧；在學術界方面，國立成功大學跟國立金門大學各自

成立了閩南文化研究所，目的在結合學校與地方資源推廣閩南文化及人文社會

科學的研究，並致力於閩南文化的歷史保存與發展的課題，培育閩南文化研究

及文化產業經營人才，這些努力都有助於閩南文化的傳承與保存。 

 

參●結論 

 

早期從中國大陸移民來台的人，大多數為閩南人。對於先民的文化了解與

傳承至關重要，如果沒有辦法將過去文化給予妥善的保存，未來的子孫就如無

根的浮萍，不知道自己過去的歷史，也很難對自己的未來自信認同，因此，閩

南文化的保存與傳承是重要的事，也是刻不容緩的事。 

 

目前台灣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日韓流行文化等的影響，無論是在語言、生

活習慣、民俗風情、宗教信仰、民居建築也多產生很大的變化，以台灣社會多

元而包容的特質來看，我們預期未來的社會會是一個高度融合而多元的社會，

會是豐富且有生氣蓬勃的社會，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都了解過去先民的生活與

文化，目前政府、民間與學校對於閩南文化的保存傳承的努力，讓更多的人了

解自己的文化，台灣文化本來就是多元民族融合後而產生的新文化，當我們以

台灣人為榮時，別忘了自己本身的在地文化，當一個知古鑑今的人，別當一個

目光短淺的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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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過了金門更加暸解了閩南文化的建築，更深刻了解台灣早期文化是由

移民文化堆積而來的；近來有感文化這一塊似乎就要消失在年青人的眼界之

中，我們似乎只剩下台灣本土在地，忘了我們的文化也傳承自福建的閩南文

化，惟有通盤的瞭解，才能對自我本身的文化產生認同。眼界放寬不要侷限這

四百年先民來台的歷史，把自己當成傳承這千年文化老店的一個重要的使者，

眼界開了，心就有了高度，我們有許多要知道，要學習的，當這樣的格局與氣

度逐漸滋長，我們就是閩南文化的傳承者，也是新世界的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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