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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岭以南，素称岭南，岭南文化即岭南地区的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绵长传统的地域文
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偏处一隅，岭南文化在秦汉以前基本上处于自我发展的阶段，秦汉以后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日益频
繁。
明清以至近代，域外文化不断传入，西学东渐，岭南已经成为传播和弘扬东西方文明的开路先锋，涌
现出了如陈白沙、梁廷□、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时代的佼佼者。
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岭南再一次成为试验田和桥头堡，在全国独领风骚。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岭南文化形成了兼容、务实、开放、创新等诸多特征，为古老的中华文化的丰
富和重构提供了多样态的个性元素和充沛的生命能量。
就地域而言，岭南文化大体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海南文化三大板块，而以属于广东文化的广府
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为核心和主体。
为了响应广东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总结岭南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岭南文化研究和传
播的繁荣，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出版社组织省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
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岭南文化书系》，该书系由《广府文化丛书》、《潮汕文化丛书》及《客家文
化丛书》三大丛书共30种读本组成，历史胜迹、民居建筑、地方先贤、方言词曲、工艺美术、饮食风
尚无所不有，试图从地域分类的角度完整展现岭南文化的风貌和精髓。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做到阐述对象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图文并茂，雅
俗共赏。
我们希望这30种图书能够成为介绍和宣传岭南文化的名片，为岭南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再次腾飞提供可
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系曾获批为2009年度“广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在项目申报和
丛书编写过程中，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多次给予指导，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中山大学、华南
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韩山师范学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韶关学院、嘉应学院以及
暨南大学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岭南文化书系》编委会201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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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岭以南，素称岭南，岭南文化即岭南地区的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绵长传统的地
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偏处一隅，岭南文化在秦汉以前基本上处于自我发展的阶段，秦汉以后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日益频
繁。
明清以至近代，域外文化不断传入，西学东渐，岭南已经成为传播和弘扬东西方文明的开路先锋，涌
现出了如陈白沙、梁廷枏、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时代的佼佼者。
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岭南再一次成为试验田和桥头堡，在全国独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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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秦统治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推行的“车同轨，书同文”，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语
言、文字、度量衡等政策，影响深远，为大一统国家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南越国时期，其不仅政治制度完全因袭了秦制，在文化上同样向中原学习。
比如在南越王墓中发掘出的第二代国王赵昧的金印，使用的就是秦统一后推行的篆文，其他竹简、木
牍、陶器上的印文也多是篆文，南越王模仿中原地区先秦时的礼乐制度，同样以编钟、编磬作为王室
礼乐。
在社会生产方面，引进铁制农具、推广农业耕作技术等，同样是接受和推广了汉族的农耕文化。
两汉时期，经学得到较快发展的地区是当时作为岭南地区政治中心的广信。
到了西汉末年，岭南经学已经具有较高水平，广信人陈钦精研《左传》，在海内声名日盛，曾受邀给
王莽讲学。
东汉末年时，广州经学也大放异彩，如番禺人董正居乡讲学，一些中原学者甚至慕名前来求教。
此外如番禺人杨孚，学高品正，在东汉章帝、和帝时官至议郎，是岭南地区最早出任中央高官的人物
。
他撰写的《异物志》，介绍了石榴、龙眼等许多在当_日寸的中愿人眼里看来十分新鲜奇异的事物，
是关于岭南的第一部风物志。
传说杨孚辞官归家时，从河南洛阳带回松柏栽在位于现海珠区漱珠岗的屋前，冬季竟然大雪盈树。
海珠区俗称为“河南”，即是因为这些松柏来自河南，后人以此代称杨孚故居。
到了唐代，岭南地区儒学已可比肩中原，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张九龄在唐玄宗时通过科举考试，得官中
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担任了唐朝的宰相。
张九龄居官秉公守正，直言敢谏，最后也是因言罢官。
据说他举止优雅、风度翩翩，唐玄宗在别人举荐人才时，常常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
”他还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其《望月怀远》一诗中，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名句。
张九龄的诗代表了唐代岭南文学的最高水平，后人对他景仰崇拜，称他为“岭南第一人”。
岭南地区的宗教文化发展较早。
如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东汉末年开始形成，西晋时在岭南就已广泛传播。
东晋时，南海郡守鲍靓笃信道教，在广州越秀山麓创建了道场“越岗院”（今三元宫前身）。
鲍靓的学生兼女婿葛洪是道教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葛洪号抱朴子，江南士族子弟，西晋时曾因军功被封为“关内侯”，但为避“八王之乱”，南下广州
，后来又在罗浮山隐居修炼。
葛洪是道教内丹派重要理论家，所著《抱朴子》是道教重要经典。
佛教最早是在西汉哀帝时期，通过丝绸之路，经西域、中亚等地传人我国。
东汉以后，中国和印度之问的海上交通日益通畅，许多天竺（中国古代称印度为“天竺”）名僧都泛
海而来，先在广州登陆，或逗留传教，或翻译佛经，然后再行北上，使佛教在广州等岭南地区广泛传
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大盛，这种情况更为常见。
如在三国时，就有昙摩耶舍、求那跋陀罗二僧在广州扩建制止寺（今光孝寺前身），许多东来高僧在
此驻锡译经。
西晋太康二年（281），天竺和尚迦摩罗来到广州，又修建了三皈、仁王两座寺庙。
禅宗始祖达摩到中国，也是在广州登陆。
当时上下九一带还是珠江河岸，后人就在这里，也就是达摩登岸的地方立有“西来古岸”石碑，并修
建“西来庵”（今华林寺前身）作为纪念。
唐代天宝七年（748），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因为航行途中遭遇风暴，漂流海南，后到广州大云寺讲经
一年，返回扬州时，据称“倾城相送”，说明了佛教在广州的影响很大。
在唐代，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人惠能被立为禅宗六祖，代表了岭南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
惠能年轻时远赴湖北黄梅，从五祖弘忍学法，后来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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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语，得弘忍传禅宗衣钵。
惠能南归后，在广州法性寺讲法，此后在曹溪宝林寺（今韶关南华寺）弘扬禅宗，以“顿悟”主张开
创、禅宗的“南宗”，并在岭南地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唐代时，有不少大食（唐代时称古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商人居住在广州城西郊的蕃坊，伊斯兰教
也相应地传人岭南。
现广州市光塔路上的怀圣寺是我国最早修建的清真寺，据称建于唐代。
此外，景教（即基督教）、犹太教也因外商的到来而传人，但是这些宗教主要是在族内传播，影响并
不大。
岭南文化的地方特色也在不断发展。
南越国时期，南越王赵佗在竭力推行汉化的同时，也采取了“和辑百越”的政策，使汉族与南越族和
睦相处，并利用南越势力维护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中原汉文化与南越文化的相互交融不可避免，南越人的许多文化传统得到保留和继承
。
比如在南越王赵昧墓中，出土了不少越式铜鼎，其制作工艺显然来自中原，而装饰花纹和造型等又明
显带有南越文化色彩。
其他如音乐、服饰和社会习俗等各方面，南越人后裔各族都较多地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
因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不同，广府人在亦步亦趋地学习、传承中原汉文化的同时，也开
始逐渐形成广府文化的地域特色。
比如岭南地区出土的陶制汉代随葬房屋模型，其中有很多干栏式、楼阁式建筑，与中原地区迥然不同
，就是因为这两种建筑底部悬空，既凉爽干燥，又能防御毒虫野兽侵袭，适宜岭南地区多雨、多虫的
自然条件。
此外，岭南地区对外贸易活跃，广府人在接受中原农耕文化以及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并不
排斥商业活动，相反，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士家大族甚至地方官员无不大力推动外贸并且从中渔利，
广府文化相应形成了独特的商业精神和开放、务实、变通的文化特性。
秦汉以来，岭南地区就以商业发达见称，尤其是对外贸易经久不衰，而广州自始至终都是对外贸易的
一个极为重要的口岸。
司马迁在考察西汉的商业城市时，指出全国有9个重要城市，“番禺亦一都会也”。
这一都会的形成，与岭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国内外贸易中的地位都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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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广府商都》："岭南文化书系"由《广府文化丛书》、《潮汕文化丛书》及《客家文化丛书》三大丛
书共30种读本组成，历史胜迹、民居建筑、地方先贤、方言词曲、工艺美术、饮食风尚无所不有，试
图从地域分类的角度完整展现岭南文化的风貌和精髓。
《广府商都》(作者金峰、冷东)是"岭南文化书系"系列之"广府文化丛书"中的一册。
《广府商都》分为五羊献瑞——唐五代以前的岭南都会；海上丝路——宋元时的番舶集聚等六部分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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