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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关系、闽台社会与闽南文化研究的力作 
——读汪毅夫的《闽台缘与闽南风》 

□孟建煌  [莆田学院  莆田  351100] 
 

沉甸甸的22.2万字，封面以米黄为底色，由周

焜民先生题写书名，用遒劲有力的棕色行书凸版印

刷的“闽台缘与闽南风”七个大字，透着一股清新，

让我爱不释手。我一口气研读下来，感慨万千，除

了佩服，还是佩服。扉页上特别吸引眼球的一幅简

笔幽默画形神兼备，逗人地勾勒出作者对学术研究

的执著。作者汪毅夫先生现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

心兼职研究员、厦门大学“985”二期工程台湾研究

创新基地成员，福建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

师，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他的新著《闽台缘与闽南风》（2006年7月福建教育

出版社出版）有个副标题：闽台关系、闽台社会与

闽南文化，概括了全书16篇学术论文的主旨。 
纵观汪毅夫先生的《闽台缘与闽南风》，首先可

以看到考据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手段：文字、音韵、

校勘、训诂、辨伪等都应用得娴熟自如、得心应手。

他强调认真读书，重视实证，力戒空谈，主张无一

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花力气，下功夫，长年

累月地搜集资料，再将搜集的材料排比归纳，核其

始末，究其异同，每一结论，必有论据，据必可信，

反对盲目蹈袭前人旧说。这样使得他的论著，往往

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熟知汪毅夫的福建师范大学副

校长、历史学博导汪征鲁教授曾说：“毅夫兄在学问

上深受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每每以材料见长，以

考据取胜。”其次，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的学术视

野十分开阔。作者不仅十分重视田野调查和口碑资

料，还十分注意发掘那些当事人或同时代人留下的

第一手资料。正如作者的老师、以其代表作《清代

台湾移民社会研究》而著称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教授陈孔立先生在为《闽台缘与闽南风》所作的序

中提到的：作者一贯重视一般人不注意的文字资料，

在本书中有进一步的发掘。除了大量引用前人未曾

使用过的档案史料、发挥其以诗证史的特长之外，

还执著地、不厌其烦地搜集民间文书，诸如寿言、

哀启、齿录、家训、执照、诉讼文书、收租凭据、

田亩丈单、通书、歌仔册、学籍档案、校友会刊物、

私家信件等等，范围广泛而繁杂，这是一项艰苦的

工作，十分难能可贵；其三，全书的文风笃实温厚。

作者的人文关怀，人性化的学术理念跃然纸上；其

四，研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的学术视野十分敏锐。

台湾与大陆渊源深厚，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

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这五缘文化，作者已

用大量的史料加以了论证；其五，作者有着学术研

究十分可贵的品格，那就是率真。敢讲真话，决不

人云亦云，言不由衷。如对台湾与祖国大陆文化，

很多学者只谈共性，不谈个性。作者则主张既要谈

共性，也要谈个性。只有这样才符合辩证法，才符

合历史的真实。只有这样，学者才能够推动学术的

进步。 
总之，诚如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导孙绍振教

授所说：“我读毅夫的文章，往往有大开眼界之感，

除了他论述时有警策之处外，主要就是他的材料都

是第一手的，原汁原味，好象上帝才创造出来，还

冒着热气似的，其充分和丰富常常令我仔细揣摩。” 
其所征引的史料有正史、地方史、还有野史、档案

资料、诗文集、笔记小说、碑刻、庙宇签诗、口碑

史料、田野调查报告等，其治学范围广及文学与文

学史、史学与史学史、政治学与制度史、教育学、

学术史等，在人文学科中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

书式的学者。 
                                编辑  刘  波 
                                      

 

[收稿日期]  2008 − 04 − 04 
[作者简介]  孟建煌（1963 − ）男，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在职博士，福建莆田学院教授. 


	闽台关系、闽台社会与闽南文化研究的力作
	——读汪毅夫的《闽台缘与闽南风》
	□孟建煌  [莆田学院  莆田  35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