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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

作者：陈恩维 时间：2012-5-15 已被浏览 792 次 

摘要：本文运用数量统计方法和人文地理学理论，考察佛山文化在广府以及岭南文化中的地位，认为佛山乃岭南的衣冠之

薮、文献之邦、风情之乡、辐辏之地，居岭南文化的中心地位。佛山文化之兴盛，取决于佛山地域环境、地理交通位置和经

济发展水平。 

关键词：佛山  历史文化资源  岭南文化 

     佛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佛山原名季华乡，其形成的准确的时间已不可考。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记载：“佛山向

名季华乡，不知始自何时，至唐贞观二年，居人见塔坡岗夜则有光，因撅地得铜佛三，奉于经堂，即塔坡寺，遂以佛山名

乡。”[]相传东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剡宾国（现克什米尔）的三藏法师达昆耶舍尊者航海东来，在南海郡季华乡建

寺传授佛教。嗣后，随着时间推移，寺宇倒塌。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乡人在塔坡岗上掘地，得铜佛三尊和刻有“佛

山”二字的石碑一方（现存祖庙内），遂在此重建佛寺，并把季华乡改名为佛山。佛山有一句传统谚语：“未有佛山，先有

塔坡”，反映的就是这段历史。 

    不过，佛山的历史，远远早于其得名。根据近年来在佛山发现的多处贝丘遗址和山岗遗址可以推知，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的

新石器时代，百越先民们就在佛山这片气候温和的沃土上过着渔猎和采集生活。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命任嚣、赵佗平越，

并设南海、桂林、象三郡，佛山地域为南海郡番禺县。此后，虽历经朝代变迁，但在隋以前，佛山为番禺县所辖，此后直到

民国，佛山为南海县所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1年1月12日设立佛山市（指现城区）；1958年设立佛山专区，

辖佛山、江门、石岐3市和中山等13县；1970年佛山专区更名为佛山地区，辖14个县（市）；1983年6月开始实行市领导

县的体制，辖城区、石湾区两个区和南海市、顺德市、三水市、高明市四个市。2002年1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佛山市实行

区划调整，现辖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三水区、高明区五个区。 

    1994年，佛山经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广东省6个获得此项殊荣的城市之一。此后，佛山市历届

政府均据此把建设文化名城作为佛山的城市发展战略之一。那么，佛山究竟有哪些文化资源呢？文化名城因何而有名呢？本

文拟摒弃印象式的描述和举例，尝试运用数量统计方法和人文地理学理论，力图总揽佛山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分析其特点与

成因，进而评估其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 

（一）佛山为岭南衣冠之薮 

   封建时代，一地文化之盛，可从科举人才来推定。乡贡进士是封建社会基本的文化和统治人才。一地乡贡进士数量的多

寡，决定了该地在区域政治中的地位。为此，本文根据《广州府志·选举表》，制定《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地域分布简

表》，以了解佛山在广府文化中的地位。 

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地域分布简表 

   从上表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信息： 

   （1）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总人数为1283人，其中番禺为260人，占20．3%，南海357人，占27.8%，顺德238人，

占18.6%，东莞193人，占15.0%。佛山所辖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四县历代的乡贡和进士人数占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

总数的48.7%，几占半壁江山。  

  （2）佛山区域人才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南海所提供的乡贡、进士人数居第一，占广州府总人数的27.8%。显然是佛山、

乃至广府地区的文化中心地带。晋代郭璞称：“南海盛衣冠之气”。清代吴荣光也指出：“国朝制科，广东九郡举人中额七

地区        唐         宋 元 明 清 小计 比例% 

番禺 7 76 11 93 73 260 20．3 

南海 10 96 6 146 99 357 27．8 

顺德 

 

  20 7 99 112 238 18．6 

三水   13   4 12 29 2．2 

高明       1   1 0．1 

东莞 1 65   81 46 193 15．0 

新会   3 3 45 34 85 6．6 

从化   1   4 2 7 0．5 

增城   10 1 10 5 26 2．0 

新安       1 7 8 0．6 

香山   7 3 15 27 52 4．1 

花县   2 3   4 9 0．7 

新宁         3 3 0．2 

龙门   7 1   1 9 0．7 

清远       4 1 5 0．4 

始兴   1       1 0．1 

总计 18 301 35 503 426 128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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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二名，每科广州郡几居其半，广州十四属，南海又居其半。”[]卷一 顺德占18.6% ，论比例似乎逊于南海，但是明代

以来顺德从南海分离、单独置县后，文化崛起的速度是惊人的，尤其是清代，其进士人数竟然超越了南海、番禺而跃居第

一。相比之下，三水仅占2.0%，高明仅占0.1%，这与它们建县较晚、开发较迟有关。《高明县志·列传序》曰：“高明本

广肇错壤，半山半泽，风气朴茂，自画疆开县曾不数十年，而人才继起，德行文学载在通志、郡志者不一书。”[]高明进入

选举的人数，历代仅有一人，因此县志编纂者只好强调记载在《广东通志》中的德行、文学之士，其文化相对落后是不争的

事实。 

    佛山历代乡贡进士人数在广东居于前列，直接决定了佛山状元数在全省也是独占鳌头。这一点可以从《广东历代状元、榜

眼、探花分布简表》中看出。 

广东历代状元、榜眼、探花分布简表 

广东历代状元远远有9人、榜眼8人、探花9人，佛山在这个排行榜中无论是状元、榜眼还是探花，数量均是第一，所占比重

也有三分之一多，佛山因而赢得了“状元之乡”的美誉。其中佛山澜石黎涌一村就先后出了简文会、伦文叙两位状元，伦氏

家族更是父子四人连中四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状元村。这与其面提到佛山历代乡贡进士人数在广州府，乃至整个岭南居于前

列是息息相关的。在封建社会，状元有特殊的品牌效应，佛山状元为提升佛山的文化名城地位作出了特殊贡献。 

     就人才质量而言，佛山历代涌现了方方面面的人才，成为了岭南文化名人的渊薮。在经学方面，佛山自明清以来出现了

方献夫、郑毓、庞嵩、区大伦、何维柏、曾钊、桂文灿、温汝能、简朝亮等人，或通一经，或兼通数经，皆为岭南著名经学

家。史学方面，周克明、黄衷、邝露、梁廷枏、李文田、汪兆镛等人，皆学有专攻，自成名家。文学方面，佛山所拥有的著

名文学家人数明清两代均居全省第一。据统计，明代广东省有著名文学家41人，广州府33人，其中南海县10人、顺德6

人；清代广东省著名文学家68人，其中广州府48人，其中南海13人、顺德11人。[]在这些著名文学家中，明代初期南园前

五先生开岭南诗派，五子中佛山人居其二，顺德孙蕡被誉为“岭南诗宗”；明代中叶，南园后五先生继起，引领粤海诗坛，

其中顺德欧大任、梁有誉影响遍及全国。明末清初，“南园十二子”中佛山人占一半；顺德陈邦彦与南海陈子壮、东莞张家

玉并称“岭南三忠”；陈邦彦之子陈恭尹与番禺黎遂球、南海邝露并称“岭南前三家”。 清中叶，顺德黎简与同县张锦芳、

黄丹书、番禺吕坚因擅画被誉为“岭南四家”；顺德胡亦常、张锦芳与钦州冯敏昌因善诗并称“岭南三子”。晚清至近代顺

德黄节与番禺梁鼎芬、曾习经、罗瘿公以诗文并称为“岭南近代四家”；吴趼人开近代谴责小说之先河，康有为成“诗界革

命”之代表……。2007年广州市越秀区建成南粤先贤馆，首批入馆56位对岭南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南粤先贤，佛山入选10

人，占17。8%，居各地之首。这也说明了佛山在岭南文化的地位。康熙《南海县志》云：“广郡称海滨邹鲁，而南邑为

首，衣冠文献甲于中州。邑中大魁蝉联，名卿鼎峙，殆衣冠之薮也。” 

佛山之所以能够成为“衣冠之薮”，取决于佛山教育的发达和对文化的重视。佛山各地村里多社学，而各乡则多书院，担负

教育功能。《广州府志》卷十五云：“粤中文会极盛，乡村俱有社学文会，即集社学中英才以及童子，胜衣搦管，必率以

至，不敢规避。”又特加按语指出：“近日祖祠及各乡书院皆有文会。祖祠月有定期，书院则联数乡或十余乡轮流值会，八

股外，间及古学，广属文风差胜，职此之由。而南海、顺德、香山尤盛。”[] 

上述佛山历史文化名人，“风节可仰而思也，德业可考而法也，论议可诵而服也，……后贤继兴，将亦藉声光以自壮矣。表

南海者着，其在于兹。”[]他们生于佛山、长于佛山，建设佛山，奠定了佛山在广府文化中的中心地位，是佛山真正意义上

的城市“名”片，也是佛山“文化名城”建设的文化资源。例如，我们今天讨论佛山人精神，佛山历史文化名人身上的风节

德业，治学精神、重文传统，完全可以成为其重要内涵。 

  

（二）佛山为岭南文献之邦 

   我们判定一地文化的地位，当地所遗留的文献典籍的多寡，当时重要依据之一。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云：“若汉之

时，吾粤文始于西，为陈钦、陈元父子。唐之时，吾粤文始于北，为张文献(九龄)与君（刘轲）。文献与君，其又为粤北之

终而南之始者也。”[]汉唐时期，岭南文献中心分别在粤西之广信（封开）和粤北曲江（韶关）；至唐宋以来，以番禺为中

心的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成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献也随之累计发展，逐渐成为岭南的文献中心。 

    罗志欢先生曾制《岭南作者及文献分布简表》，目的在于反映岭南文献分布，我们借此以观察佛山地区在岭南文化中的地

位： 

岭南作者及文献分布简表[] 

地区 状元 榜眼 探花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广州（番禺） 1 11．1 1 12．5 3 33．33 

佛山（南海、顺德） 5 55．6 3 37．5 3 33．33 

潮州 1 11．1        

封川 1 11．1        

吴川 1 11．1        

海阳     1 12．5 1 11．11 

东莞     1 12．5 1 11．11 

清远     1 12．5    

定安         1 11．11 

汉军旗广东驻防     1 12．5    

合计 9 100 8 100 9 100

  作者 著述 

地区 汉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清 小计 比例% 经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小计 比例 

%

广州   1 1 9   45 88 144 21 59 102 70 223 454 22

佛山 1     6 3 128 120 258 37 78 122 61 331 592 29

韶关 1 7 2 14   10 8 42 6 9 116 16 27 168 8

惠阳   1   14 4 51 14 84 12 39 103 69 127 338 16

梅县       2   9 24 35 5 14 42 3 24 83 4

潮汕   1   4   31 11 47 7 23 65 15 61 164 8

海南       1   13 4 18 3 12 52 5 27 96 5

湛江 1 1     1 12 27 42 6 6 64 4 15 89 4



 

根据此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自汉至清，佛山有作者258人，占总人数692人中的37%，高出广州的21%；惠阳的12%；佛山历代见于著录的经

史子集四部著述592种，占29%，高于广州的22%、惠阳的16%。无论是作者人数，还是著述数量，佛山都是毫无争议的

第一，佛山在岭南文化中的中心地位，由此可以见出。 

    2．从佛山文献遗存的类别来看，经、史、集部文献数量均居岭南第一。就各部在所占比例而言，经部占佛山总文献数量

的13%，史部21%，集部56%，子部占10%。由此可见，佛山文化中文学与史学尤为发达。 

3．从历代作者分布的朝代来看，佛山自明清时期才成为岭南的文献中心。明清两代，佛山共有作者248人，占佛山历代总

人数96%，占岭南作者总人数的35%。由此可以推出，佛山文化的崛起时期是明清两代。 

4.佛山历代的文献遗存中，史部文献数量较为可观，其中地方志的数量所占比重最大。据统计，佛山地区历代地方志著录43

种，现存58种，现存数量在整个岭南地区居第一，著录数量居第二。[8]316地方志是记录一定行政区域自然和社会风貌、

历史与现实材料、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综合性文献。因此，地方志的制作与保存，实际是对地域文化的一种自觉构建。一

个地域的人们基于某种文化认同——种姓、方言、风土、产业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和荣誉感，出于对地域文化共同体

的历史求知欲，会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手段来构建和描写传统，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历史编纂，因为“历史编纂的任务是确立

和完善关于过去的形象。批判的或科学的历史编纂所探究的，是已为人们所接受的、或是传统的过去之形象，并且对他们进

行考证和加以完善。”[]这从清代中叶著名史学家顺德人梁廷枏对广东地方史志的研究可以得到验证。梁廷枏曾著有《顺德

县志》、《南越五主传》、《南汉书》、《广东海防汇览》、《粤秀书院志》等一批地方史志。在这些著作中，他一方面通

过精细的史料考证，试图准确再现地方历史，另一方面则结合自身对于岭南文化的体认，自觉参与对广东文化特质的构建。

如《南越五主传》记南越政权的开创者汉人赵佗 “和集百越”[]、北通中原；《南汉书》中，记烈宗父子“所招应多中朝名

士”[]，提升了岭南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水平。这实际上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梁廷枏在刻意凸显岭南文化的兼容性特质，这种著

述行为，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构建。[] 

佛山成为典籍之乡，以佛山人才兴盛为内因，而人才兴盛则得得益于经济的发达。叶石洞云：“东广好辞，缙绅先生解组

归，不问家人、生产、惟赋诗、修岁时之会，粤人故多高致乃尔。”[7]卷十二正是因为广东富饶的地方经济，可以解决退休

士大夫生活之忧，故而可以放心进行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佛山成为岭南文献之邦的直接原因则在于佛山印书刻字业的发

达。佛山古代的书籍行,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技术先进。《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书籍行”条载：“从前用木板印刷，近多用

点石或铅字排印，行销内地西北江南洋群岛，印刷、摺叠，需人颇多，盛时不下千人，云现大小二十余家。”“刻字行”条

载：“业此者多在水巷及豆豉巷大地街，其设摊店前以豆豉巷为最多，刻工沿巧。”[1]卷六金武祥《粟香三笔》卷四指出：

“广东刻工，在顺德县之马冈。均以书板多者为富，嫁女常以书板为奁资。”[]咸丰《顺德县志·舆地略》也记载：“今马

冈镂刻书板，几遍艺林，妇孺皆能为之。男子但依墨迹刻界画线，余并女工，故值廉而行远。”[]卷三正是因为有便利的刻

书条件，咸丰《顺德县志·艺文略》才可以自信宣称：“吾顺本南海离明地，夙号人文渊薮。大手著作，卓有可观，自来俗

尚声诗，操觚家既不可数计，而悠游林下者，往往假吟咏以自娱，故诗集之镌，几等南渡兰亭。”[14]卷十七出版业的发

达，使佛山相对其它地区更有条件保存、汇集文献，故而成为岭南文献之邦。而经济的发达，则使士人有条件悠游艺林，故

佛山典籍中多文史之作。 

 

（三）佛山为岭南风情之乡 

    一地文化之盛，不仅表现在以名人和典籍为表征的精英文化上，而且也表现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载体的民间大众文

化上。 

佛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当丰富的。目前，佛山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3项，

市级名录47项；8位国家级传承人，21位省级传承人，61位市级传承人，数量居广东省第一。佛山还先后获得“秋色艺术

之乡”、“粤剧粤曲之乡”、“陶瓷艺术之乡”、“武术之乡”等17个国家级和省级民族文化艺术称号。佛山因而成为了名

副其实的岭南风情之乡。 

 佛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佛山的城市变迁和城市特质。佛山的1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为粤剧、石湾公

仔、狮舞、剪纸、木版年画、龙舟说唱等、佛山狮头、香云纱染整技艺、佛山祖庙庙会、佛山十番、人龙舞、佛山彩灯、佛

山秋色，多数为手工业项目，与农业文明直接相关的项目较少，绝大部分为工商业文明的结晶。这与明清以来佛山由农业聚

落转变为工商巨镇的社会转型有关。例如，顺德“香云纱”，俗称“茛纱绸”，是目前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

的真丝绸面料。它主要利用植物薯茛茎块的液汁多次晒涂于练熟的坯绸上，使织物粘聚一层黄棕色的胶状物质，再经过过河

泥、摊雾等工序，反复多次晒、水洗后使胶状物变成黑色而成。香云纱因制作精良，曾价比黄金，被称为“软黄金”。顺德

人之所以能够发明如此精细高超的织布技艺，则与佛山桑基鱼塘的生产方式和纺织业的兴旺发达不无关系。宋元期间，珠江

三角洲的劳动人民，巧妙地利用地形、河床等自然条件，针对不同的地貌特点，将一些堤围修成堤的形式，并联筑成大围，

采用人工措施促淤，加速了沙坦的淤涨，创造了名副其实的沧海桑田的奇迹。明代江南移民还带来了一种高效的农业生产方

式——桑（果、蔗）基鱼塘，即把桑、蚕、鱼三者结合在一起，鱼塘养育、基上种蚕、桑叶养蚕、蚕粪下塘喂鱼，塘泥上基

肥桑。蚕桑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丝织业的发展。蚕桑业发展相应也带动了染色行、复染行、浆缎行等行业和蚕丝出口贸易

的发展。佛山丝织业在清初发展为十八行，即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宁绸行、蟒服行、牛郎纱行、绸

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洋绫行等，香云纱染整技艺就是在岭南的自

然物产和历史悠久的工商业文化中孕育出的奇葩。 

佛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体现了佛山人的巧思智慧和佛山的生产文化特点。比如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湾公

仔，就与佛山陶瓷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佛山陶瓷业的历史，最远可追溯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晚期。在佛山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河宕遗址，是目前全省新石器晚期遗址中经明确鉴定使用轮制技术的一处。东晋时，广州刺史陶侃曾“导民制

瓦”，中原陶瓷技术南传，陶瓷业进一步发展，至唐代已经初具规模。明清以来，石湾陶瓷业发展更快，获得了“石湾瓦，

甲天下”的美名，所制产品涵括日用、美术、建筑、手工业、丧葬五大类，产品在千种以上。石湾公仔就是在日用陶高度发

展，商业流通活跃繁荣的基础上，适应岭南人们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艺史上的一朵奇葩。此外，佛山

秋色、狮头制作，甚至包括剪纸和木版年画，则与佛山印染业的发达不无关系。 

    佛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佛山人精神世界的生动载体。如佛山祖庙北帝诞庙会，便集中体现了岭南民俗的特点。《佛山

忠义乡志》中有：“灵应祠神诞，乡人赴祠肃拜，各坊结彩、演剧，曰重三会。鼓吹数十部，喧腾十余里。”记载的就是北

帝诞庆典期间的热闹情景。北帝崇拜首先与南越巫风之盛有关。《汉书·郊祀志》：“粤人俗鬼，而其祀皆见鬼，数有

效。”其次，北帝崇拜形成与岭南地域环境有关。广东多水乡，常常有水患，而北帝为水神，所以广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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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间多信奉北帝，以祈求风调雨顺。而北帝巡游中的出现的祈福仪式，则与多佛山人多以工商为业有关。因为工商业者财

产聚散无形，因而很容易滋生一种不安全感，故而一方面转向神灵寻求保佑，另一方面则形成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理，消费

一直较为发达。而北帝巡游中的烧大爆也是佛山的特色民俗之一。《佛山忠义乡志》载：“正月、元旦、拜年，烧炮竹比他

处为盛，自除夕黄昏，轰阗达旦，其声远近大小，参差起伏，静听之历历快意”。这与佛山在明清时是我国重要炮竹生产基

地之一有着密切关系。佛山制造烟花炮竹，“多由本乡及附近四乡承造，按期寄回发售。惟炮引购自肇庆，销行四乡及港

澳、南洋等处，大者数家，小者二十余家。”而炮竹之所以成为佛山的重要手工业之一，则与当地崇尚神佛先祖，祭祀庆典

较多有关。 

佛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动体现了岭南文化的个性。佛山的1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植根于佛山

工商文化的土壤之中，彼此之间紧密相连、互相依赖。例如，著名的佛山秋色，最初是佛山人们在秋季丰收之后，用手工业

生产的边角废料和小商贩剩余下料，制作各种手工艺品参加游行，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秋色赛会。佛山秋色的游行，以铺为

单位，或举旗、或提灯、或耍狮、获进行杂技、、武术表演等，酬谢神明，差不多汇集了佛山主要的民间艺术形式，形成了

规模宏大的民间艺术展。再比如佛山粤剧，在音乐上广泛吸收了广东音乐、民间说唱，在装扮上则吸收了广绣、牙雕、陶

瓷、灰塑等地方艺术形式，是一种典型的综合艺术。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动体现了岭南文化诸如兼容、开放和务实等个

性。 

（四）佛山为岭南辐辏之地 

   佛山之所以能够成岭南衣冠之薮、文献之邦、风情之乡，与其在交通与经济方面作为岭南辐辏之地的地位息息相关。 

    佛山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佛山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东倚广州，西接肇庆，南连珠海，北通清远，毗邻

港澳，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可以看作是广东各地的辐辏之地，为广东地理之“聚”。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佛山乃云南、四

川、贵州、湖南、江西、广西数省进入广州的门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交通环境和气候条件，使佛山物产丰富，贸易发

达，成为物资与人员的聚散之地。唐宋年间佛山的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已十分繁荣，至明清时更是发展成商贾云集、工商业

发达的岭南重镇，与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和河南的朱仙镇并称中国的“四大名镇”，曾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

中心、商贸重镇，被列为全国“四大聚”(北京、佛山、苏州、汉口)之一。 

   佛山的地理交通位置之“聚”，使之成为了物资之聚，人才之聚，成了多元文化交融汇合的地带，从而也成为了岭南的人

文渊薮、文献之邦、风情之乡。《广州府志》曾指出：“其民多秀而文，其服食吊问与中州无甚相远。求其故，盖其地富与

巨海相接，鱼盐之利，水陆之产，珍物奇宝，非他郡所及。士大夫或以宦游，或以商贾，流寓其间，往往乐而忘返，而子孙

遂为编氓。岁月已久，尚能守其旧而不失。无怪其习俗之变革，而椎鲁之移易也。”[5]卷十五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也

称：“佛山，岭南一巨镇也。……不特商贾辐辏，货物甲于东南。且人物之盛，名贤巨公相继而起，又岂徒科甲文章跨于各

乡已哉。”[]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佛山汇集各方物资、人员的“聚”，其实是一种文化的聚。这种“聚”，造就了佛

山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康熙《南海县志·人物列传序》曾不无自豪的总结：“南邑惟时都会，十郡辐辏，岭海灵气于滋郁

蟠，故其上下古今，千有余年，发为人文，实冠全粤。或以勋名传竹帛；或以著述流休美；而且殉节封疆；而且高蹈岩穴；

下至笄袆闺媛，亦砥砺捐躯，与丈夫等烈。煌煌缃帙，不啻盛矣。”[]卷十一温汝能论《羊城古钞序》顺德云:“顺邑处羊城

西南，境接南、番、香、新之交，无地非水，所居山庄村舍，悉水绕其旁，而舟楫往来随潮上下，一望而波光四合，景物超

然。故其人士多潇洒出尘，能文章，工吟咏，而其所著见亦无涯无尽，一寓其汪洋浩瀚之势，论者谓地之灵有以钟之也。”

[]可以说，佛山文化之发达，取决于佛山的地域环境、地理、交通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 

     如果说佛山历史名人是佛山文化的“纪念碑”，佛山所遗留的文化典籍是建筑这座纪念碑的“沙石”，而佛山的民俗文

化则是纪念碑脚下的“泥土”。佛山今天要建设历史文化文化名城，就挖掘资源而言当从历史文化名人研究和文献整理、民

俗文化研究入手，就现实发展而言，则取决于以文化教育、交通和文化产业发展为基础的经济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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