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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岭南是一个地理文化概念。
    顾名思义，岭南即五岭之南，从地理上看，系指五岭(大庾、越城、都庞、萌渚、骑田)以南的广大
地区，大抵相当于今广东、广西、海南全境。
由于海南孤悬海外，故岭南一般又多指两广，唐宋时有关岭南的著作，如唐末广州司马刘恂的《岭表
录异》、南宋桂林通判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所记录的正是两广的地理物产和风土人情。
岭南有时也专指广东及被广府文化辐射影响的桂东南一带，这或许是因为广东、广州和珠三角事实上
处于岭南的核心位置，广东(包括香港)在经济与文化上又长期处于强势地位，而广西西北部的官话地
区，虽地处岭南，但在语言、风俗和文化传统上却与北方的文化系统更接近，因此，从文化的角度看
，以上专指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因着五岭的隔阻，千百年来，岭南偏于一隅，与中原王朝构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呈现出
一种“山高皇帝远”的宁静与混朴。
在历史上，岭南开化较晚，经济文化与中原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被称为“南蛮之地”；直到唐代
，岭南才出现张九龄这样的能进入国家政治权力和文化中心的人物，这与北方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状
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张九龄主持开凿大庾岭新路，岭南与中原的联系逐步得到加强，“兹路既开
，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进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明代学者丘溶的描
述，与历史的真实情状是相符的。
    可以说，在近代先贤面向海洋之前，古代岭南就是在这样阻塞隔绝的地理与文化环境下发展起来的
。
这样的环境固然造成了岭南经济文化的落后与封闭，但也因之而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北方文化传统的岭
南文化形态，这样的文化形态，独特而有个性。
    在语言上，粤语(广州话)与北方的官话(普通话)系统差距较大。
语音就不用说了，粤语保留了较多的中古(南北朝至唐宋)汉语语音，因而与元明清数百年问因激烈的
社会变革而产生剧变的近代北方汉语语音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在今天，如果一个广州人和一个北
京人用各自的母语对话，那简直就是“鸡同鸭讲”，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沟通的。
词语的差别也不小，由于同样的原因，粤语词汇中也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遗存，常见的有“食”(吃)
、“着”(穿)、“行”(走)、“畀”(给)、“倾”(谈)、“几多”(多少)、“卒之”(终于)、“姑勿论
”(且不说)、“终须”(终归)、“皆因”(都是因为)等等。
这些古雅的词汇在粤语中常常出现，一般市民都能脱口而出，但在今天的普通话系统中己少见使用，
口语中基本上是消失了，个别的或能见于典雅的书面语中。
语法方面与普通话也多有不同，状语后置、形容词后置、反序构词、倒装句的情况比较多，如“你行
先”(你先走)、“食多哟”(多吃点)、“唔该晒你”(非常感谢你)、“鸡公”(公鸡)、“宵夜”(夜宵)
；比较句的词序与普通话也不一样，如“我大过你”(我比你大)，等等。
    粤语是一种世俗性和市井味很浓的方言，而且“有音无形”的现象比较突出，因此，作为口语使用
，粤语可谓生动活泼、摇曳多姿，而作为书面语，粤语就显得力有不逮。
其实，从写作实践看，粤语是难以直接转换成书面语的，粤人写文章必须使用普通话的语言系统和思
维方式，才能将所思所想形诸文字。
当然，粤港两地都有以粤语为文的情况，但那样的文章只是将粤语口语直接变成文字，并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书面语文本。
我们常常说粤人“敏于行而讷于言”，“敏于行”当然是优点，但“讷于言”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我想，这“讷于言”并不是指“寡言少语”或“不会说话”。
而是指逻辑思维不强、不擅长抽象思辨一类的思维活动等等，这一缺憾恐怕与粤语以上特质脱不了干
系。
但事物总是相对的，缺憾有时也可以转化为优势，当年六祖慧能创禅宗南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屏除一切繁文缛节，提倡顿悟成佛，这显然与慧能本人是个“讷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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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岭南人不无关系。
六祖将禅宗往世俗化、简易化的方向引领，开创了绵延至今香火不绝的“人间佛教”，心灵鸡汤，度
人无数，这其中，当有“讷于言”的功劳在！
    “山高皇帝远”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心理不但影响了岭南人的语言和思维，还深刻地影响着岭南人的
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
粤语有一个词叫“淡定”，内涵很丰富，也很传神，它有点像普通话里的“淡然”、“镇定”、“从
容”、“冷静”、“沉稳”、“老练”等等词汇的综合，又不完全是，此词近年来出现率颇高，频繁
见于报刊图书，但至今仍未被收进    《现代汉语词典》，可见普通话系统对它的稳定性还在观察中。
“淡定”之于岭南人，首先体现在生活方式上。
千百年来，岭南人“淡定”地“楹食”过日子，与岭北的风云变幻甚少交集，对中原的天翻地覆也不
大理会，一心一意地过着世俗气息浓重的宁静生活，形成一种追求物质享受讲究生活质量的生存模式
。
无论是“叹世界(享受生活)”抑或是“讲饮讲食”，都十分鲜明地显示出岭南人对世俗生活的欣赏态
度。
当然，这样的    “淡定”要以一定经济基础与物质生产为前提。
岭南地处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大部分地区的农作物为一
年三熟，珠江三角洲一带更是水网密布、河汊纵横，自古以来便是鱼米之乡。
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岭南人“淡定”地休生养息，他们耕织、养殖、做生意，然后叹人生、叹世界
，用李白杜甫的口音读书识字、吟诗作对，用诗经史记的字词指称事物、描摹形态，从而发展出一种
重实轻名、重物轻道、重实操而轻玄想的务实文化传统，与北方谈玄说理重道尚名的文化传统迥然有
别、大异其趣。
    在近代以前，岭南人对政治的热情远没有北方人强烈，岭南不但没有出现过逐鹿中原、横扫六合的
政治人物，就连张九龄这样的宰相级别的管理人才，也只如凤毛麟角，实不多见；历史上，岭南地区
也建立过一些政权，如南越、南汉，这些偏于一隅的地方政权的创立者，如赵佗、刘□等，固然都称
得上是乱世枭雄、一方雄主，但一看来历，却都是来自北方的移民！
这样的状况，当然是与古代岭南的偏远、闭塞有关，但恐怕也与岭南人在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特殊的
政治文化心态不无关系。
岭南的历史不能说不悠久，岭南的中心城市广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年多年历史的都市，但广州从来就不
是那种充溢着森然“王气”与儒家伦理教化的政治城市，而是一座适宜于经商贸易、商业文化气息浓
郁的商城。
据学者考证，从汉代开始，广州便有商船往东南亚、南亚一带贸易，这或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滥觞；
唐宋时，广州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大港与商埠，“映日船多宝舶来”(唐刘宾客诗)、“千门日照珍珠市
”(宋程师孟诗)，这些诗句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广州商业贸易的盛况，千帆竞发，万商云集，各国的商
人都争着来这里做买卖，广东人的心思大多放在做生意赚钱上，造反打天下，那是北方人去想去做的
事。
    岭南历代官宦与文化名人屈指可数，汉有陈钦陈元父子与杨孚，唐有慧能、张九龄和曹邺，宋有余
靖，明有丘溶、陈献章、湛若水、海瑞、袁崇焕等等，不要说与中原比，就是比巴蜀与江南一带，也
要差上一大截。
由此可见岭南在中华文明的谱系中的的确确处于后发位置。
这种后发不光体现在政治经济上，还体现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
但后发也有后发的优势，因为后发，所以传统的因袭较轻，所受的束缚较少，新的思想容易“乘虚而
入”，变革的种子容易找到合适的土壤。
入清以后，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门户打开，西风东渐，岭南得地利之便，于是思想日新，人才渐盛
，渐次出现翻江倒海回旋天地的人物，如洪杨，如康梁，如孙中山。
此时的岭南，一改两千年落后封闭之积弊，开始引领风骚，领导潮流，大步走上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
的舞台中心，从太平天国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在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时空中，岭南人的身影清晰
而坚定，他们都是这些深刻影响和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当之无愧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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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雨水滋养的岭南，草木繁茂，四季常绿，奇花异果，四时不绝，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一年到
头皆有可食用之材，这与四季分明的岭北地区，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因之，岭南人的生活习俗与
饮食习惯，也跟北方人判然有别。
岭南人穿短裤、着木屐，喝凉茶、饮靓汤，叹茶楼、食肠粉，吃海鲜、嘬田螺，品烧鹅、尝乳猪，酿
米酒、片鱼生，啖荔枝、剥龙眼，拉高胡、弹秦琴，唱粤剧、听粤乐，过冬至、拜神佛，庆春节、行
花街，落雨担遮(撑伞)、天晴戴笠，下河游水、坐船出行，食必生猛、味必鲜美，香煎生煽、白切清
蒸，夜宿深巷住大屋、朝行骑楼访市廛⋯⋯如此斑斓繁复丰富多彩的生存状态，绵延了千年百年。
    政治的岭南毕竟很短暂，当激情的狂飙逐渐消退，务实的个性再次回归。
岭南人不张扬、不争论、不折腾，埋头做事，抬头看路，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踏踏实实地走一条有
着浓烈人间烟火味的路。
想当年，当中国郑重地将再出发的起跑点选在岭南，“敏行讷言”终于又一次焕发出睿智的光辉。
我想，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岭南气质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精神或哲学层面的默契，其实，当一位同
样敏行讷言的老人在南海边上画了一个圈，岭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冲锋陷阵“杀出一条血路”的历
史使命，就这样被规定了，这，既是岭南的荣耀，又何尝不是岭南的幸运。
    善哉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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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为词典，实为散文。
本书借词典的形式，以散文手法状写岭南风物。
每一
“词条”就是一篇散文，或状物，或写事，或记风俗节令，或摹人情世态，不以描述形貌、罗列知识
为追求，而专注于通过主观感情之烛照，写出经作者心灵折射的岭南物事。
本书值得一提的还有语言，是散文或诗的语言，颇具文采又富于张力，使得文本甚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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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伟励，男，1953年11月生于广西梧州。
诗人，资深出版家，供职于广东教育出版社。
曾策划过《素质教育在美国》等热点图书，反响极大。
著有专著《从菩萨蛮到沁园春(公元十世纪前后中国文人的生存状态)》，醉心于岭南文化的研究与写
作，现已完成《岭南词典》一书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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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搞掂在粤语中，“搞掂”是个铿锵有力的词汇。
事情办妥了，任务完成了，问题解决了，困难克服了，乃至于物或事结束了、终止了，情势好转了，
局面控制住了，等等，粤语都可以说：搞掂！
“搞掂”是何等的简练传神，一声“搞掂”，胜似千言万语的保证。
粤人向来不善夸夸其谈，敏于行而讷于言，“搞掂”一词，透出了粤人的千古秉性。
肝胆相照的朋友，忠人所托，两肋插刀，什么事情搞不掂呢？
我年轻时在码头江湖上混过，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搞掂”二字。
那些扛码头的、拉板车的、挑土方的、做泥水的⋯⋯都是社会最底层的“苦力”，然而却又是最讲江
湖义气的一群，中国传统社会礼、义、廉、耻“四维”中的“义”，多靠这些人来维系，大抵因他们
身处底层，同属“弱势群体”，唯有团结起来，抱团取暖，相互扶持，才能在社会上安身立命，故“
义”于他们，尤为重要！
在他们的思维逻辑中，朋友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甚至比自己的事还紧要，一旦受人所托，就会义无反
顾、全力以赴，一句“搞掂”，重若千钧。
现代社会，“义”风渐淡，然“搞掂”仍是粤人的口头禅——生意场上，双方你卖我买，钱货两讫，
是为“搞掂”：“钱我已经交齐咗（了），你几时发货啊！
”“放心啦！
已经帮你搞掂喇。
”职场中，领导指派的工作，老板交代的任务，你一定要“搞掂“：“呢（这）单工程好重要，你要
落足心机去做至得（才行）。
”“老板，马上就搞掂喇！
”人生路上，一些关键的节点，如考大学、考工作、考职称，你也得“搞掂”：“如果考唔（不）上
大学，你将来连乞儿都冇（没）得做。
”“得喇（行了）老豆（爸），我搞掂就得啦！
”总而言之，人这一辈子，从出生到死亡，差不多都可以用“搞掂”来表述：“老婆生咗个仔，搞掂
晒！
”“我追（追求）咗佢（她）几年喇，今日先（才）搞掂。
”“烧（发烧）咗几日，要打针先搞得掂。
”“佢（他）琴晚（昨晚）走（去世）咗喇，一世人就咁（这样）搞掂咗！
”⋯⋯⋯⋯不用说，能够“搞掂”的朋友最受欢迎，领导、老板最喜欢的也是那些爱说“搞掂”的员
工。
面对老板的派工，那些总是说“一于（坚决）搞掂”的人，更容易得到老板的赏识；而在我们的眼中
，能说“搞掂”的朋友是敢于担当、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神通广大，本事特多，一言既出，驷马难
追，无论什么事、什么困难、什么任务，他们都不回避、不退缩，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搞掂！
小时候看国产打仗片，看到首长给战士下达任务，战士的回答千篇一律：坚决完成任务！
粤人所说的“搞掂”，就相当于“坚决完成任务”，只是更简洁、更有力，也更能传递出那种果敢敏
捷的岭南神韵！
近些年来，“搞掂”一词红遍南北，不但粤语区的人爱说，就连北方也极流行，只是北方人说得不够
“地道”，偏了一点，把“搞掂”说成了“搞定”（当然，这也可能是北方人根据自己的用语习惯对
“搞掂”进行的改造，毕竟普通话说起此词有点别扭），而《现代汉语词典》干脆就把“搞定”收进
词条中，可见“搞掂”已经深入人心，为普通话系统所基本接受，成为一个现代汉语的流行词汇。
要真正理解“搞掂”一词，关键在于弄懂“掂”字。
在粤语中，“掂”的本意是直、竖，直的、竖着的，粤语作“打掂”，与之相对，横的，粤语就作“
打横”；直纹，粤语作“掂纹”；而粤人常说的“横掂”，也就是普通话里的“横竖”、“反正”之
意，如：横掂都系咁啦！
这一句粤语可直译作普通话：反正就那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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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掂”从“直”的本意逐渐引申出“顺利”、“妥当”等意义，粤人有一句常用俗语“掂过条
蔗”，字面的意思是“比甘蔗还直”，实际上是喻指事情很顺利。
在现代粤语语境中，“掂”的引申义差不多已取代了本义，成为其字义的主流，如：“呢排好唔掂！
”（最近很不顺利！
）“佢啲生意都几掂。
”（他的生意做得不错。
）“你同佢倾掂未啊？
”（你跟他谈妥了没有？
）“乜都帮佢搞掂晒。
”（什么都帮他搞好了。
）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掂”的意义不断地被引申和扩大，以至于无论出现何种情况，人们大抵都
能用“搞掂”来轻易搞掂。
1969年夏天，在经历了三年浑浑噩噩的日子后，我算是初中毕业了。
我不愿上山下乡，但呆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正彷徨苦闷间，工头坤哥对我说：想做工还不容易？
马上帮你搞掂！
第二天，我披块“搭膊布”、挑一对篸箕就上码头干活去了。
1975年10月，我历经曲折，进了一家街道小厂当工人。
当时，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热潮已临近尾声，城镇青年的就业政策也有了些许变化，为了讨好街道居
委，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到居委会去义务劳动，帮他们做家具、修理桌椅，如此坚持了数月，终于感动
了“上帝”，一天，居委主任对我说：你的事搞掂了！
明天你就到我们街道的拖拉机配件厂报到。
1978年10月，我背着行李，走进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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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名为词典，实为散文。
    本书借词典之形式，以散文手法状写岭南风物。
每一“词条”，就是一篇散文，或状物，或写事，或记风俗节令，或摹人情世态，不以描述形貌罗列
知识为追求，而专注于通过主观感情之烛照，写出经作者心灵折射的岭南物事。
所写之风物，多带作者生活印痕和感情色彩，并不仅仅是客观的静态的描写。
如“骑楼”，这里并不屑于介绍骑楼这一建筑形式的形制特征和历史发展(这样的介绍并无文学创作上
的价值，查《辞海》或有关专业书即可了然)，而是着重写了骑楼对于岭南的象征意义，它所给予岭南
的温馨与亲切、从容与散淡，它所彰显的岭南特征、岭南表情，以及它与我的青春生命曾经重叠的一
段经历。
如“荔枝”，这里不具体描述荔枝的形貌和生物特征，而是极力写荔枝给我的感觉，那种历史的、时
序的、物候的、地域的甚至美学意义上的感觉。
而“西关”或“深巷”，则写了岭南核心地带最具风情特征的一种生存状况和生活方式；“木棉”、
“羊蹄甲”等，写的则是一种坚韧淡定、务实进取、敢为天下先的岭南精神和气质⋯⋯    用散文来展
现岭南风物是我一直想做的事，但真正形成具体的创作行为，乃是受到两个偶然因素的诱发。
2006年年中，我的学术散文著作《从菩萨蛮到沁园春》即将在大象出版社出版，为了给此书“预热”
，责任编辑王兆阳兄帮我在“天涯”注了个号，好让我在上面的一些专栏发些文章，以扩大作者和图
书的影响。
这是我平生“涉网”之肇始，感觉新鲜而兴奋，于是一有空便“泡”在“天涯”上，除了自己发文章
外，还点击浏览别人的文章，邹汉明兄的《江南词典》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视野。
记得《江南词典》当时在“天涯”上很火，点击率很高，好像还被评为“天涯头条”。
尽管之前已有韩少功写了《马桥词典》，但那是小说，与惯于写散文和诗的我还是有点隔。
《江南词典》以一种美文的形式呈现，那种奇特的意象，那种新颖而夸张的修辞，那种漂亮中有时稍
带怪异的文字，都是我所喜欢的，尽管偶尔也会觉得有些地方或许用力过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广东作协的期刊《作品》约我为该刊的专栏“南方经验”写一篇文章，这正好给了
我一个思考和梳理岭南文化的机会。
为写此文，我调动了我的有关积累，使得岭南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气质在我眼前日渐清晰，我一口气写
下来。
写了一万多字，起了个题目叫《南方的宿命》。
此文完成后，我突然间觉得自己有了写作《岭南词典》的冲动，于是，漫长的“苦役”开始了！
    这一写又是五年！
    在这之前，我的上一本书《从菩萨蛮到沁园春》也写了五年。
五年写一本书，这手脚实在是太慢了。
五年来，我把业余时间差不多全耗在这上面。
刚开始时写得很艰涩，一个“词条”有时竟要花上整月的时间。
为了寻找一个新奇的切入点，为了在文字和意象上营造空灵飘逸的效果，一句话，为了标新立异，我
陷入了“苦吟”的泥淖，有时苦思终日，竞不能着一字；有时推敲半天写了一段，一转念又把它全删
掉，说是呕心沥血，也不算过分。
我写作过于用力，有时过分追求文字的新巧和奇丽，明知是个毛病，可偏偏就改不了，这或许就是所
有“苦吟者”的通病了。
后来写得顺了一些，有时个把星期可得一篇，这时心里就特别高兴，觉得自己尚未“江邓才尽”，还
是能写得快一些的。
但总的来说还是慢，一本二十来万字散文要写五年，一年才写四五万字，这令我沮丧和汗颜。
当然，我目前仍在上班，写作只能在“业余”状态下进行，退休之后，转为“专业”。
年产量可能会要大一些吧。
    我向来佩服那些一年能写百十万字出好几本书的人，觉得他们一定是那种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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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我辈驽钝，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码，一句话一句话地抠。
我想，我这辈子注定当不了那种“大才子”了，写一本书对我来说是神圣的，也是艰苦的，我就这样
慢慢写下去吧。
    2012年夏于广州从化一哂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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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岭南词典:搜藏岭南的柔软记忆》是一本有关岭南风物与岭南文化的个人记忆之风味读本，不知不觉
中，你已恍入难忘的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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