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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 

三次南遷 

1. 永嘉之禍 

2. 安史之亂 

3. 靖康之難 

↓ 

(閩南文化) 

↓ 

 

鄭和下西洋 

沿海居民：海外打拚 

↓↑ 

華僑：回饋鄉里 

(南洋文化) 

閩 
 

南 
 

文 
 

化 

閩南定義 閩南文化的範圍 閩南文化特色 金門的閩南文化 

和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統
治
下
的
金
門
縣
。 

 

三
個
地
級
市
及
其
下
轄
代
管
的
各
縣
市
，  

 

行
政
上
有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福
建
省
中
漳
州
、
泉
州
、
廈
門 

指
福
建
（
簡
稱
閩
）
南
部
，
東
臨
臺
灣
海
峽
，  

 

但
不
被
視
作
閩
南
，
當
地
居
民
文
化
也
並
非
閩
南
文
化
。 

２
廣
東
潮
汕
、
海
陸
豐
等
地
語
言
雖
然
同
屬
閩
南
語
，  

 

等
地
，
為
南
洋
華
人
優
勢
族
群
。 

 

輻
射
台
灣
以
及
南
洋
菲
律
賓
、
馬
來
西
亞
、
新
加
坡
、
印
尼 

１
閩
南
文
化
以
福
建
南
部
為
基
地
， 

５
具
有
開
放
性
特
徵
。 

４
方
言
具
有
古
老
性
獨
造
性
特
徵
。 

３
具
有
兼
容
性
和
開
拓
性
特
徵
。 

２
具
有
一
體
多
元
特
徵
。 

１
具
有
傳
統
性
、
連
續
性
特
徵
。  

 

七
個
具
代
表
性
的
傳
統
聚
落
。 

 

有
歐
厝
、
珠
山
、
水
頭
、
瓊
林
、
山
后
、
南
山
和
北
山
等 

９
傳
統
建
築
文
化
是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內
最
豐
富
的
文
化
資
產
，  

 
也
由
此
界
定
了
聚
落
的
範
圍
。 

 
行
「
安
鎮
五
方
」
的
儀
式
，
以
劃
定
神
明
的
保
護
境
域
，  

８
每
年
各
個
聚
落
的
宮
廟
作
醮
時
，
都
會
遶
行
聚
落
四
周
，
進 

 

對
於
居
民
的
生
活
作
息
與
禮
儀
規
範
仍
有
很
大
支
配
力
量
。 

 

區
宗
教
活
動
的
興
盛
。
特
別
是
各
村
落
宮
廟
作
醮
的
儀
典
， 

 

不
易
。
在
敬
畏
天
威
及
尋
求
慰
藉
的
心
理
下
，
促
成
金
門
地 

７
由
於
環
境
嚴
苛
、
戰
事
頻
仍
等
因
素
影
響
，
金
門
生
活
極
為 

 

「
龍
隱
」，
是
宗
祠
特
有
的
裝
飾
。 

 

一
般
民
宅
高
大
，
宗
祠
屋
脊
上
安
置
的
陶
瓷
豎
龍
稱
為 

６
宗
祠
建
築
仍
多
為
傳
統
閩
南
式
，
格
局
多
為
二
落
，
規
模
較 

 

凝
聚
宗
族
向
心
力
。 

 

祖
，
祈
求
祖
先
庇
祐
後
世
子
孫
，
更
可
聯
誼
鄉
親
， 

５
每
年
春
秋
於
此
舉
行
祭
祖
活
動
，
族
中
長
老
率
宗
親
共
同
祭 

 

宗
法
倫
理
，
氏
族
並
藉
宗
祠
的
力
量
凝
結
族
人
與
傳
遞
禮
教
。 

 

各
甲
頭
的
中
心
是
小
宗
宗
祠
，
層
級
分
明
，
展
現
深
刻
的 

４
金
門
的
自
然
村
落
多
是
單
姓
村
，
全
村
的
中
心
在
大
宗
宗
祠
， 

 

 

同
一
朝
向
，
形
成
特
殊
的
「
梳
式
佈
局
」。 

 

前
低
後
高
的
基
地
上
，
背
山
面
水
；
民
宅
的
興
建
大
致
是  

 

作
為
選
擇
聚
居
地
的
基
本
條
件
，
因
之
聚
落
多
座
落
在 

 

早
期
移
民
多
以
水
源
充
足
、
避
風
禦
寒
等
因
素
，  

３
金
門
傳
統
聚
落
的
形
成
是
以
實
際
生
活
需
要
為
原
則
。 

 

得
以
保
存
豐
富
的
人
文
史
蹟
。 

２
四
十
年
來
的
軍
事
管
制
，
使
得
此
地
都
市
化
腳
步
緩
慢
，
而 

 

情
仍
多
沿
襲
閩
廈
古
風
。 

１
金
門
早
期
移
民
多
來
自
漳
、
泉
兩
州
，
民
居
建
築
與
風
土
民 

南 
 

洋 
 

文 
 

化 

 
 

由
於
主
客
觀
條
件
惡
劣
，
而
有
「
六
亡
、
三
在
、
一
回
頭
」
之
說
。 

６
落
番
的
金
門
人
是
為
了
求
生
存
，
被
迫
遠
離
貧
瘠
家
鄉
的
苦
力
。 

 

蓋
「
番
仔
厝
」（
金
門
話
「
洋
樓
」），
已
成
為
金
門
重
要
人
文
景
觀
。 

５
歷
來
事
業
有
成
的
「
番
客
」（
金
門
話
指
下
南
洋
的
金
門
人
）
回
鄉 

 

形
容
金
門
人
在
星
馬
汶
萊
等
地
的
經
濟
實
力
。 

 

金
門
人
因
經
商
致
富
者
比
比
皆
是
，
媒
體
甚
至
曾
以
「
金
門
幫
」 

４
經
過
一
百
多
年
、
幾
個
世
代
金
門
人
的
奮
鬥
打
拚
，
在
南
洋
的 

 

早
已
遠
遠
超
越
在
金
門
島
的
族
人
。 

３
如
今
在
東
南
亞
落
地
生
根
的
金
門
人
後
裔
，  

 

篇
章
，
金
門
人
幾
乎
家
家
戶
戶
都
有
在
遠
在
南
洋
的
親
人
。 

２
「
落
番
」（
金
門
話
「
下
南
洋
」
之
意
）
是
金
門
近
代
史
上
重
要
的 

１
金
門
因
特
殊
的
地
理
位
置
，
為
近
代
華
人
海
外
移
民
的
重
要
地
點
。 

鴉片戰爭後 

（1842-1872） 

民國初年 

（1917-1929） 

日本侵華時期 

（1937-1945） 

 

Ｄ
經
過
砲
火
及
颱
風
摧
殘
後
，
近
來
重
獲
政
府
補
助
下
重
建
完
畢
。 

 

Ｃ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底
戰
地
政
務
結
束
，
軍
方
交
還
民
眾
管
理
。 

 
 

中
心
」，
提
供
戰
地
官
兵
前
來
休
假
。 

 

Ｂ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金
防
部
在
陳
景
蘭
洋
樓
成
立
「
金
門
官
兵
休
假 

 
 

坑
當
地
人
免
費
就
學
，
造
就
了
成
功
村
『
一
門
三
博
士
』
美
話
。 

 
 

特
別
由
廈
門
鼓
浪
嶼
聘
請
老
師
，
任
用
陳
文
溫
為
校
長
，
供
陳 

 
 

陳
景
蘭
先
生
出
資
建
造
，
落
成
後
部
份
樓
房
做
為
尚
卿
小
學
， 

 

Ａ
始
建
於
民
國
六
年
，
於
民
國
十
年
完
工
，
由
金
門
陳
坑
人 

３
陳
景
蘭
洋
樓
： 

 

或
西
班
牙
式
風
格
，
形
成
金
門
在
地
化
的
西
式
建
築
。 

 

將
傳
統
的
閩
式
元
素
融
入
東
南
亞
殖
民
地
的
荷
式
、
英
式 

２
在
外
地
發
展
有
成
的
金
僑
有
些
會
回
到
金
門
建
設
「
洋
樓
」，  

 

金
門
，
稱
之
為
「
僑
匯
」，
構
成
所
謂
的
「
僑
匯
經
濟
」。 

 

移
工
會
將
存
款
匯
回
原
生
國
給
家
人
，
金
僑
亦
會
將
存
款
匯
回 

 

「
出
洋
客
」，
身
在
異
國
，
心
卻
仍
繫
金
門
故
土
，
如
同
當
代
的 

１
不
屬
於
金
門
亦
不
屬
於
新
加
坡
的
金
僑
，
即
使
成
為
了 

 

式
移
民
風
潮
。 

 

在
拉
力
與
推
力
交
互
作
用
下
，
造
就
了
一
波
又
一
波
的
連
鎖 

 

需
工
孔
急
下
，
比
鄰
廈
門
口
岸
的
金
門
，
由
於
島
瘠
民
貧
， 

 

五
口
通
商
，
為
從
殖
民
地
榨
取
更
多
資
源
，
列
強
在
東
南
亞 

一
八
四
二
年
中
英
鴉
片
戰
爭
之
後
，
敗
戰
的
清
廷
被
迫
開
放 

 

因
此
，
不
少
金
門
人
只
好
前
往
南
洋
避
難
。 

 

不
安
寧
，
經
常
有
內
地
盜
匪
登
島
劫
掠
，
百
姓
苦
不
堪
言
。 

 
在
清
統
結
束
、
民
國
初
立
的
混
亂
時
刻
，
地
方
治
安
也
相
當 

清
末
民
初
，
就
北
京
而
言
地
處
偏
遠
的
金
門
島
，  

 

再
一
次
迫
使
金
門
人
遠
走
他
鄉
。 

 

讓
島
上
人
民
在
異
國
統
治
下
，
飽
嚐
了
亡
國
之
痛
，  

一
九
三
七
年
，
日
軍
鐵
騎
攻
陷
了
金
門
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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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由來 考古發現 東晉 唐代 南宋 明末清初 清末民初 對
日
抗
戰
時
期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
日
軍
攻
陷
了
金
門
島
，
讓
金
門
人
在
異
國
統
治
下
，
飽
嚐
了
亡
國
之
痛
，
再
一
次
迫
使
島
民
遠
走
他
鄉
。 

國共內戰 兩岸對峙 

 

因
「
固
若
金
湯
、
雄
鎮
海
門
」
之
勢
，
取
名
為
「
金
門
」。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間
，
在
島
上
設
置
「
守
禦
千
戶
所
」，
指
派
江
夏
侯
周
德
興
築
城
守
禦
，  

金
門
舊
名
浯
洲
，
又
名
仙
洲
，
亦
有
浯
江
、
浯
島
、
浯
海
、
滄
浯
等
舊
稱
，  

 

更
將
金
門
島
上
人
類
活
動
的
歷
史
，
向
前
推
進
到
距
今
九
千
年
前
的
新
石
器
時
代
。 

３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迄
今
由
中
研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陳
仲
玉
、
陳
維
鈞
等
人
，
針
對
金
沙
鎮
金
龜
山
遺
址
所
進
行
的
一
系
列
考
古
調
查
， 

 
 

 

來
的
民
生
器
物
。 

 

代
上
起
兩
漢
、
下
迄
六
朝
，
駐
地
周
遭
民
居
附
近
，
也
發
現
了
許
多
不
同
花
紋
的
類
似
花
磚
，
可
能
是
中
原
一
帶
居
民
舉
家
搬
遷
所
帶 

２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
國
軍
官
兵
在
金
城
鎮
郊
賢
庵
一
帶
構
築
工
事
時
，
意
外
發
掘
古
磚
，
經
考
古
學
家
鑑
定
後
，
認
為
此
類
花
磚
，
其
時 

１
從
考
古
學
上
的
調
查
可
以
印
證
，
中
土
人
士
為
避
戰
禍
而
移
居
金
門
的
歷
史
。 

 

而
移
居
這
世
外
桃
源
。 

晉
孝
武
帝
建
武
年
間
（
西
元
三
一
七
年
），
即
有
蘇
、
陳
、
吳
、
蔡
、
呂
、
顏
六
大
姓
人
士
，
為
躲
避
中
原
五
胡
亂
華
的
頻
仍
戰
禍 

 

陳
淵
也
因
此
被
尊
奉
為
「
開
浯
恩
主
」。 

 

浯
囤
墾
，
協
謀
併
力
、
胼
手
胝
足
，
化
荒
墟
為
樂
土
，
從
此
讓
金
門
島
上
耕
稼
漁
鹽
，
生
聚
日
蕃
，
堪
稱
浯
島
的
開
拓
始
祖
，  

唐
德
宗
貞
元
十
九
年
（
西
元
八
○
四
年
），
牧
馬
侯
陳
淵
率
蔡
、
許
、
翁
、
李
、
張
、
黃
、
王
、
呂
、
劉
、
洪
、
林
、
蕭
等
十
二
大
姓
來 

 

以
及
「
人
丁
不
滿
百
、
京
官
三
十
六
」
等
美
譽
。 

３
宋
、
明
、
清
三
代
科
甲
冠
冕
十
方
，
甚
至
留
下
「
一
榜
五
進
」、「
八
鯉
渡
江
」、「
父
子
進
士
」、「
無
地
不
開
花
」、「
海
濱
鄒
魯
」，  

２
當
時
擔
任
同
安
縣
主
簿
的
宋
儒
朱
熹
還
曾
兩
度
「
採
風
島
上
、
以
禮
導
民
」，
立
書
院
於
燕
南
山
，
設
帳
講
學
，
金
門
從
此
人
文
薈
萃
。 

１
南
宋
時
期
中
原
人
士
避
居
金
門
的
人
數
更
多
，
幾
乎
成
為
金
門
居
民
的
主
幹
，
從
許
多
姓
氏
的
族
譜
當
中
也
可
見
到
類
似
的
記
載
。 

 

稀
少
等
緣
由
，
於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
西
元
一
六
八
二
年
）
遷
治
後
浦
（
今
金
城
市
區
），
置
「
清
金
門
鎮
總
兵
署
」。 

 

迫
使
金
門
居
民
流
離
失
所
，
離
鄉
背
井
。
經
過
連
年
的
戰
亂
，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總
兵
官
陳
龍
一
以
金
門
城
（
今
舊
金
城
）
傾
圮
、
人
煙 

３
為
了
整
治
據
台
抗
清
的
鄭
成
功
，
清
順
治
、
康
熙
年
間
都
曾
實
施
「
立
界
移
民
」
的
堅
壁
清
野
或
禁
海
政
策
，
將
沿
海
居
民
遷
至
內
地
，  

 

鎮
郊
夏
墅
海
灣
，
隔
海
遙
望
著
他
在
福
建
南
安
石
井
的
故
鄉
，
據
說
也
是
當
時
海
軍
訓
練
的
處
所
之
一
。 

 

奕
棋
處
，
傳
說
中
陸
軍
「
內
校
場
」
的
金
城
鎮
模
範
街
等
，
也
都
是
著
名
的
景
點
。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竣
工
的
延
平
郡
王
祠
，
位
於
金
城 

 
 

 

下
田
一
帶
暫
駐
，
兵
困
馬
疲
，
卻
又
苦
於
無
水
可
飲
，
經
他
揮
劍
一
指
，
竟
在
該
處
挖
到
了
大
旱
不
涸
的
活
泉
水
；
太
武
山
上
的
觀
兵 

２
鄭
成
功
在
金
門
留
下
了
許
多
遺
跡
，
包
括
烈
嶼
的
田
下
村
內
的
「
國
姓
井
」，
相
傳
是
鄭
成
功
率
所
屬
從
烈
嶼
湖
井
頭
附
近
登
陸
，
於 

 

艘
戰
船
發
兵
東
征
，
從
荷
蘭
人
手
中
收
復
了
台
灣
，
開
啟
了
台
灣
史
上
的
鄭
氏
統
治
時
期
。 

１
鄭
成
功
會
盟
烈
嶼
誓
言
恢
復
，
明
永
曆
十
五
年
（
西
元
一
六
六
一
年
）
在
料
羅
海
邊
設
壇
祭
天
，
率
兩
萬
五
千
名
將
士
，
分
乘
三
百
餘 

 

務
部
，
於
民
國
四
年
奉
批
令
准
如
所
議
辦
理
，
正
式
成
立
縣
治
，
設
縣
知
事
，
十
四
年
才
將
知
事
改
為
縣
長
。 

２
民
國
三
年
旅
居
新
加
坡
僑
商
黃
安
基
、
陳
芳
歲
與
地
方
仕
紳
林
乃
斌
等
百
餘
人
，
先
後
呈
請
改
治
，
經
福
建
省
巡
按
使
許
世
英
咨
陳
內 

 

島
劫
掠
，
百
姓
苦
不
堪
言
。 

１
就
首
都
北
京
而
言
地
處
偏
遠
的
金
門
島
，
在
清
朝
結
束
、
民
國
初
立
的
混
亂
時
刻
，
地
方
治
安
也
相
當
不
安
寧
，
經
常
有
內
地
盜
匪
登 

２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
行
政
院
頒
佈
施
行
了
「
金
門
、
馬
祖
戰
地
政
務
實
驗
辦
法
」，
又
讓
軍
管
進
入
了
戰
地
政
務
的
另
一
個
新
階
段
。 

 

也
正
式
宣
告
金
門
進
入
軍
管
。 

 

金
門
人
推
崇
為
現
代
「
恩
主
公
」
的
國
軍
第
十
二
兵
團
司
令
胡
璉
將
軍
，
於
三
十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正
式
接
掌
金
門
防
務
，  

１
三
十
八
年
前
後
，
國
共
內
戰
方
熾
，
金
門
島
上
又
陷
入
了
跡
近
無
政
府
的
混
亂
狀
態
，
盜
匪
夜
劫
或
擄
人
勒
贖
的
重
大
案
件
頻
傳
，
被 

 

也
為
開
放
了
十
年
陷
入
景
氣
循
環
的
觀
光
產
業
得
以
再
度
回
春
。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大
陸
方
面
宣
布
開
放
的
福
建
地
區
人
民
進
入
金
門
觀
光
政
策
，  

 

隔
絕
多
時
的
金
、
廈
兩
門
終
於
再
次
連
結
在
一
起
， 

 
十
餘
年
來
，
政
府
、
民
間
都
在
轉
型
的
困
境
中
努
力
掙
扎
。
九
十
年
元
旦
啟
動
的
兩
岸
小
三
通
，  

３
長
達
五
十
年
的
戰
地
政
務
，
在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正
式
宣
告
結
束
，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二
月
七
日
開
放
觀
光
，  

 

能
浮
，
同
樣
要
接
受
管
制
。
收
音
機
以
及
後
來
的
電
視
機
、
照
相
機
、
攝
影
機
等
「
特
殊
器
材
」
更
要
辦
理
登
記
、
接
受
管
制
。 

 

一
片
；
赴
台
得
申
請
許
可
，
坐
飛
機
（
軍
方C

-1
3

0

運
輸
機
）
也
幾
乎
等
同
於
特
權
的
象
徵
；
孩
童
們
運
動
的
各
種
球
類
，
只
要
能
漂
、 

 

不
但
居
家
環
境
要
打
掃
整
潔
，
還
要
接
受
軍
方
評
比
；
晚
間
實
施
宵
禁
，
出
門
得
打
「
路
條
」；
夜
間
燈
火
管
制
，
入
夜
的
金
門
漆
黑 

２
軍
管
期
間
，
所
有
建
設
都
以
作
戰
為
導
向
，
民
生
、
經
濟
建
設
不
但
停
滯
，
甚
且
倒
退
。
軍
事
化
管
理
在
生
活
上
帶
來
的
是
重
重
管
制
，  

 

每
一
場
戰
役
都
有
著
金
門
鄉
親
用
血
汗
寫
下
的
一
頁
輝
煌
歷
史
，
卻
也
在
金
門
人
心
底
留
下
了
一
道
難
以
撫
平
的
傷
痛
。 

 

 

Ｃ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下
午
展
開
的
「
八
二
三
砲
戰
」， 

 

Ｂ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九
月
三
日
下
午
的
「
九
三
砲
戰
」，  

 

Ａ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凌
晨
持
續
至
二
十
七
日
結
束
的
「
古
寧
頭
戰
役
」， 

１
在
長
達
五
十
年
的
戰
地
政
務
與
軍
管
時
期
，
台
海
之
間
發
生
了
數
次
重
大
戰
役
，
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