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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也许，岭南这片大陆之端，离时代更近，离世界更近。
惊潮拍岸，总激起一些敏感的灵魂睁开眼睛。
　　在一百多年前的那个风雨如晦、纷繁杂乱的年代，在一个旧文明正在崩坍、新世界正在崛起的历
史板块的撞击中，岭南人或者为着生计、或者为着理想，纷纷跳入时间之河，或乘舟或泅渡，去到陌
生的彼岸，偷摘些果子来，种入此岸的腐叶满地的肥沃却苦难的土地——　　有人立志要推翻那皇位
上蜷缩着的腐朽的专制制度，有人立志要学到制造枪炮的洋办法来以夷制夷保家卫国，有人立志要用
画笔或小提琴的弓弦来改造愚昧的人心，有人立志要一辈子躬身田亩育出产量翻番的庄稼，以填饱千
百年来饥饿着的肚子，有人立志要学到先进的商业模式赚个盆满钵满，也为今后的经济改革提供借鉴
⋯⋯　　随便一粒新种都是一棵新苗。
这群才情各具、志向各异的人物，独步当时的几乎每一个未开化的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
艺术、商业、学术、演艺⋯⋯给19世纪、20世纪的中国开启出万千新象。
他们像群星闪耀在黑暗的夜空。
他们敢为天下先的气质和空谷足音，像海洋上升起的热带气流，向广大的内陆吹拂而去，向今后的时
光弥漫而去，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凝聚，成为春的雷电。
　　历史的脚步迈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敢为天下先的英雄俊杰从全国各地云聚而来，将岭南先辈们的精神发扬光大，为新中国的改革开放打
开并擦亮了一扇窗口，插上了一面旗帜，树起了一座丰碑。
　　百年后的今天的中国，30年后的今天的中国，洗刷了满面的凄惶和屈辱，以焕然一新的气质，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北京奥运会上的百枚奖牌，昭示着包括岭南先辈在内的中华民族先驱们的百年梦圆。
　　历史之河不断，中国人的世纪还将继续。
中华魂的精神火炬，还将向着未来传递。
　　晶报和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先导——影响中国近现代化的岭南著名人物》一书，就
是这样一支“火炬”。
它是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的很好的纪念物。
它将人们纪念的目光拉向了纵深，从而也将向未来伸展得更远。
　　它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
岭南的每一个地名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光荣，找到自己的优秀儿女。
了解岭南著名人物，是了解岭南历史、了解岭南文化的一条便捷的途径。
　　它是一本很好的励志书。
每一个人物的音容各异，才情各具，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有抱负，都有一个
远大的志向，要以天下为己任。
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这样优秀的儿女。
　　它是一本很好的历史书。
百年坎坷，百年奋斗，百年摸索，中国人民最终找到了亮光，历史以它自己的逻辑证明了：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强中国。
掩卷沉思，不能不激起我们对这片饱含着苦难与神奇的土地的眷恋，不能不激起我们对党和人民的深
深爱恋。
　　它也是一本很好的百科书。
天文地理、士农工商、风土人情，全书俯拾即是，引人入胜。
这座丰厚的知识宝库，对诸多门类知识进行吉光片羽般的描述，对于扩大读者知识视野，帮助系统求
知，具有非常积极的引导作用。
　　我们乐见这本书，带着先辈的荣光，走进每一座图书馆、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个家庭，像一把精神
的“火炬”，照亮我们的眼睛和心灵，点燃我们献身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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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导影响中国近现代化的岭南著名人物（上中下）》是一部全面记述鸦片战争以来影响中国近
现代化进程的岭南著名人物的大型图书。
在中国近现代及至当代，无论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发轫的改革开放，还是清末民初滥觞的民主思潮、
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岭南大地无论在思想界、知识学术界，还是在政商领域、科学人文艺术及竞技
体育领域，都曾涌现出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著名人物。
这些著名人物站在历次改革大潮的风口浪尖，直面世界，顺应潮流，把“敢为人先、开放兼容、求真
务实”的精神沉淀在岭南大地之中，率先书写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无数个“第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岭南先驱的光辉思想与勇敢探寻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
系。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编者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将100多位近代以来的岭南著名人物挖掘整
理出来作一集中展示，特别对他们的世代风华和历史贡献给与了图文并茂的生动描述和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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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虎门销烟结束后，林则徐来到美国传教士兼眼医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年）的诊所，请
其翻译该书。
伯驾对林则徐的拜访记述如下：“病例第6565号，疝气。
林则徐，钦差大臣⋯⋯他最初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治病，而是要求翻译滑达尔《各国律例》中的几段
文字，这本书是商会会长送给他的；内容涉及战争及其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
”　　林则徐很快把《各国律例》的相关条款应用到处理涉外关系事务中去，其典型案例是“林维喜
案”和禁销鸦片上。
1839年7月，英国水兵在九龙尖沙咀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引用《各国律例》第249
条第4款“守法”中有关“往别国，遵该国禁例，不可违犯，必罚以该国例也”的属地管辖原则，要
求英国商务代表义律交出凶手。
同样，林则徐以“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道理。
贸易之人，有违禁货物，格于例禁，不能进口”为依据，认为主权国家中国有权禁止鸦片进口。
　　林则徐将国际法作为处理涉外案件的依据，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角度而言，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法学专家认为，虽然林则徐仍不曾也不可能放弃中同是“天下之中”、“天朝上国”的观念，仅仅是
从对夷斗争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角度利用“国际法”的，但这毕竟是中国人注意到“
国际规则”、进入“国际社会”的开始，林则徐的确是最早利用国际法保护自身权益的先驱。
　　林则徐首歼利用国际法维护权益的先例后，中国翻译了大量国际法著作，同文馆成了当时中国法
学类译书中心。
后来的外交官曾纪泽、薛福成等，均援引国际法处理与各国的交涉事务，如中英喀什噶尔交涉、南洋
诸岛主权争端等外交事件，均是国际法用于外交实践的成功案例，难怪法国使馆代办哥士奇恼羞成怒
地抱怨道：“那个让中国人了解我们西方国际法秘密的人是谁？
杀死他，绞死他；他将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麻烦。
”而在今人，利用国际法来维护自身权益，已是最主要的手段之一。
　　学习西方，知己知彼方可胜出　　很难说当年的林则徐已具备非凡的见识和头脑，他不可能超越
时代局限，甚至有些想法难脱愚昧之见。
“虎门销烟”后3个月，英方仍在不断挑衅，身处海防一线的林则徐已嗅到战争的气味，但对策却很
幼稚。
他认为，一旦爆发战争，中国肯定能够取胜，主要理由是：“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
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在相当长时间内，林则徐对英同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一仆不能复起”深信不疑
。
　　不过，林则徐的最可贵之处是敢于承认自己对外国知之甚少，因而在广州官邸写下了那副著名的
对联来勉励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他把南粤知名学者梁廷榍等聘为顾问，又将几名会英语的华侨、教会学校学生招为幕僚，翻译西方书
报，了解“夷情”。
今天看来，这是最正常之举，但在当时却饱受非议。
堂堂钦差竟将几乎被称作“汉奸”的这等人招入幕中，确实需要勇气。
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情，林则徐还直接与洋人打交道，曾在虎门接见了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表示想得到
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特别想得到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所编《华英字典》，更是突破“夷夏之防
”的惊世骇俗之举。
　　林则徐与洋人接触越多，越感对其了解不够。
为了知己知彼，他组织人员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参
考消息”；为了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
；为了解凸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
，成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地理的书（此书后来被好友魏源整理成《海国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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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则徐率先提倡、实践的“师夷”之说，是他精神世界的一次巨大飞跃，也是近代中国精神世界
的巨大飞跃，具有石破天惊的启蒙意义。
50余年后，康有为认为“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公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
”百余年后，历史学家范文澜称赞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今天，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更要知己知彼，否则很可能拍了砖还得去捡碎片。
　　严谨备战，英军在广东无机可乘　　随着对西方的认识不断加深，林则徐预感到英国一定会动武
。
他一边在广东禁烟，一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招募5000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
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
1840年1月5日，清廷授林则徐任两广总督，加强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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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站在中国与西方交汇的前沿地带，以灵性的笔调诠释岭南发展的、开放的、现代的文化精神。
岭南人文繁盛的景部，浓缩在这部大著中。
　　——熊月之　　《先导——影响中国近现代化的岭南著名人物》既在为乡贤树碑立传，也是历史
研究、文化研究学科发展的逻辑延伸。
阅读此书，岭南人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非岭南人也会平添一份崇敬心。
岭南人文繁盛的景况，浓缩在这部大著中。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一支传递中华魂的精神火炬，一部献给
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上乘的纪念物。
《先导——影响中国近现代化的岭南著名人物》将人们纪念的目光拉向了纵深，从而也将向未来伸展
得更远。
　　——黄杨略《深圳报业集团社长，高级记者、博士生导师》　　岭南文化不仅对中国的现代化深
具意义，在全球化时代也具有世界性的“典范”意义。
该书必然加深我们对岭南文化的了解，进而加深我们对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理解，加深我们对
全球化的理解。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任何时代都需要先进思想的启导，也需要
具有新思维新观念的先行者和先驱，更加需要勇于开拓和实践的改革家和实践者。
深圳《晶报》以敏锐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精选了近现代广东各界的杰出人物，组织人员为他们立传，
编成这部《先导——影响中国近现代化的岭南著名人物》巨著出版，的确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林家有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项关系到深圳和岭南文化建设，提升地
区文化影响的基础性文化工程，一部具有不俗学术含量的高品位通俗读物。
　　十分难得的是，本书编者追求崇高，“实话实说”而不哗众取宠，梳理名家的闪光历史，挖掘名
人道德文章的不朽价值与人文精神，阐释传统文化精华的当下意义，给读者献上通俗而远离庸俗、雅
俗共赏的好作品。
　　——李庆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我们捧出这本书们在对
南粤著名人物的历史履痕、奋斗足迹和远去背景的回望中，进一步解放思想，革新鼎新，更深刻地认
识到岭南文化的灵魂，激活先贤们的思想遗产，啊问我们该以怎样的勇气和精神状态面对新的历史起
点，面向未来。
　　——陈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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