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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视野

顺德改革发展进程中对广府文化的传承与超越

作者：陈建华 凌远清 时间：2012-5-3 已被浏览 379 次 

        【摘  要】属于广府文化区域的顺德，历来都能抓住机遇、蓄势发展。回顾顺德在商业、制造业、龙舟活动、地方教

育、花卉种植等传统，可以清晰了解到顺德的现代化发展在传承广府文化要素的同时，也包含了更多的创新内涵。可以说，

今天的顺德是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崭新时空。实际上，广府文化的厚度足够影响一代又一代顺德人的精神品格与价值观

念，使其在不断继承前人的思维模式及文化品格之后，涌现更多的超越。 

      【关键词】广府文化；顺德发展；文化传统；传承；超越 

      

    历史上的广府分为上四府、下四府，其中上四府指的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中山、番禺与顺德。通

常而言，广府人是指岭南主要居粤境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境的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四会、中山、新

会、台山、开平、思平等地的一支民系[1]。广府文化区域别具特色的文化内容与文化风貌一直影响着广东

的社会历史发展。当中的移民文化、兼容文化、开放文化特点，使广府文化虽历尽沧桑，仍明显存留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的特点，并突出地方独特的风格与特色。这说明，广府人善于吸纳地域文化传统的精华，即

善于把各种地域文化中的进步文明元素贯通于自己的文化特点与文化精神中[2]。本属广府文化区域的顺

德，历来都能抓住历史机遇，然后蓄势大发展。在现代社会中，顺德人并没有放弃传统，而是在经济发展

与文化建设方面都能把传统的广府文化内容传承下来，且不断有新的超越。与其说是顺德保留了广府文化

的传统要素，不如说是顺德承传了一种具有地域色彩的思维模式与文化品格。舍此，就很难理解为何历经

千年，顺德人还在现代社会中走出一条与历史长河有着一脉相承的创新路子。 

 

一  对传统制造业与商业的超越 

 

    西汉、东汉到晋朝的四百年间，稳定的岭南地区一直是广府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顺德、南海、中山

等地的基塘农业宋代已开始，至明代而兴盛，其中尤以顺德为最突出。两宋以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有了

大规模的开发，顺德、南海、中山、番禺等地的基塘农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种植经济作物比单纯种粮能

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故岭南不少地方突破了单一种粮仅堪自给的小农生产模式，促进了早期商品经济的

发展[3]。桑基鱼塘所代表的农业模式为顺德经济的起步、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铺垫，而以生丝贸易为主

要的商业经营活动又为顺德经济的兴盛形成一种助推力。因基塘农业而兴起的多元农业经济，使商业贸易

活动成为一种重要的谋生方式，导致顺德形成一种重商的传统。 

    明中叶以后，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商业贸易进人了隆盛时期。顺德商人不但在本地做生意，

而且到外县、外省、外国去经商。从崇祯五年（1632）至咸丰年间，顺德商人的足迹已遍及今天的福建、

浙江、安徽、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山东、河北、北京、四川、贵州、广西等十三个省（区）市。至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不少顺德商人甚至开始远渡重洋，进行贸易[4]。正所谓“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

也”[5]。随着商业贸易的不断发展，市场不断开拓，城市和墟镇也象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兴起和发展。到了

明末，顺德各地的墟市就已达36个之多[6]。清代中期以后，顺德墟市增至62个[7]。顺德九江乡的蚕丝更

是“行于省佛，贩出外洋”[8]。在清末民初，广州最核心的经济圈就包括南海、番禺和顺德，而制造业和

金融中心则在顺德。当时经济流动的主要区域就在南海、番禺和顺德。由此看来，顺德经济古来兴盛，皆

与民众多从业商贾有一定联系。所以，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经济发展比较

快，固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有给予特区的政策，同时也和历史传承的文化因素分不开[9]。 

    12世纪初，顺德、南海一带已成为重要的种桑养蚕区域。15世纪初，顺德的龙江、龙山两地已出现土

丝买卖市场，蚕丝已成为商品。明初，蚕丝才首次在市场上买卖，蚕桑生产从此就与商品贸易联系在一

起。明代顺德蚕桑业的高速发展，带动了以缫丝为主体的手工业兴旺发达。明永乐年间，顺德差不多每村

都有缫丝的作坊，小型的织造厂随处可见。顺德机械制造业能够实现历史的大跨越，也是基于近代工业发

展历史的积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1874年，顺德人在龙江开办了第一家机器缫丝厂，此后顺德的机器缫

丝业迅速发展为生产规模居全国领先地位的民族工业。改革开放后，时顺德人仍从制造业入手，以乡镇工

业为主体，以骨干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并且积极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艰苦的工业化进

程，顺德人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从而实现了工业化的飞跃，把原有的农业产业结构转变为全新的工业产

业结构。最终，顺德建设成为以家电、家具、电子信息、木工机械、化工涂料等为主导的轻工业生产基

地。可见，顺德制造业的萌芽与发展不是无缘无故的，不仅是有着地缘关系、人才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

而且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广府文化在长期商品生产中所体现出来的创新意识与拼搏精神，在顺德人的制造业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在

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顺德人还有过数次自我大跨越，大胆依托市场，强化竞争意识，积极引进外资、技术

与人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顺德寻求公有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实现形式，对公有企业进行战略

性调整，根据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和企业运作的内在联系及国际惯例，对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进行适应性调整和制度创新。最终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大跨越，为今后顺德社会经济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10]。由此，顺德赢得了大发展的机遇，乃至于短时间内，顺德的各类企业大量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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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经济高速发展。这与历史上顺德遍地缫丝作坊的兴起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其发

展思路终归是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顺德现在的制造业，已不仅是有着地域的优势，而且还在行业中起

着领头羊的地位。不少企业的生产标准，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标准。 

 

二 传统龙舟竞渡走向现代龙舟运动 

 

    顺德有数不清的小河水涌，且地势平坦，船自然就成为运货代步的主要工具。长期的锻炼，造就了众

多的划桨摇橹高手。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节日期间的龙舟竞渡，都让广大顺德民众与龙舟结下了不解之

缘。数百年来，顺德广大乡村的龙舟竞渡更是异常活跃，成为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项目。顺

德民间的龙舟竞渡活动发展至今，仍然保持着浓郁的地域风格。每逢端午节前后及其他重大庆典，城乡经

常举行龙舟表演或竞赛。顺德的龙舟竞渡讲求斗力气、斗技巧、斗精神，民众普遍参与该项活动。其情景

比任何集会都壮观，其气氛比任何节日都热烈。越是丰年，顺德的龙舟竞赛场面就越盛大。龙舟活动的举

办，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反映民众了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龙舟运动在顺德得到了迅猛发展，并成为宣传顺德、打响顺德品牌的有力载体。2004

年顺德获得“全国龙舟之乡”称号；这与顺德悠久的龙舟竞渡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分不开的。近年

来，顺德的龙舟活动越发成为当地民众纯粹的狂欢节，为广大顺德民众提供了一个联络感情、交流信息的

大好机会。此外，顺德人在现代龙舟运动中，一直是佼佼者。在多次代表国家和省市参加世界、全国性的

比赛当中，都能以独创的“顺德桡法”，数十次夺得国内外龙舟大赛的冠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顺德

政府正是借助国家与民间的双重力量因素，为龙舟文化营造良好的传承环境。 

    顺德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同样兼顾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在实践中把这部分文化当作地方

的一种文化遗产来加以呵护。正处在现代化、都市化发展进程中的顺德，并没有淡忘传统的龙舟竞渡活

动，而是把该项活动融入自己的文化策略与经济生活之中。2004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所授予“全国龙舟之

乡”称号，就是对顺德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可和鼓励。顺德龙舟展现了当地民众热爱生活、乐于

竞争的文化性格，同时也展示顺德人“同舟共济、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11]。现代龙舟运动

充分展现了顺德龙舟的文化魅力、顺德的经济实力以及社会各界的合力。因此说，龙舟文化已成为顺德的

一个文化符号。透过顺德龙舟文化，人们应该能够更清楚地理解“顺德精神”、“顺德制造”和“顺德创

造”的真正内涵。 

    任何文化现象都是时空中的一个孤立点，但探究其源流就会发现其背后肯定存在某种本质的、必然的

因素在起作用。顺德的龙舟文化，源远流长，脉络清晰。顺德龙舟之所以名扬海内外，与民间的龙舟活动

传统密不可分，还与龙舟队在人才管理、技术训练方面所下的苦功联系紧密。经过很多顺德龙舟工作者多

年来的不懈努力，顺德龙舟的技术已经走在了国内外同行的前列。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顺德人对龙舟文

化的传承，不是以简单的保留方式来进行，而是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在资金筹措、人才管理、技术创新

上有一定突破，走出了一条超越传统龙舟竞渡风格的发展路子。经过顺德龙舟运动工作者的刻苦钻研与多

年实践，终于形成技术高超的“顺德桡法”。“顺德桡法”就是早期的“顺德创造”项目之一，也成为推

动顺德现代龙舟运动超越广府文化中的龙舟竞渡及鬼神信仰传统的一种有效方式。 

 

三 从祠堂办学到现代学校教育 

 

    顺德历史上之所以科举鼎盛，人才辈出，一方面与其雄厚的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乡民重

视科举有关。在顺德，功名本来就是宗族大事，而祠堂本身有宣扬教化、奖劝科举的功能[12]。明朝以

降，顺德乡村宗族都保持有办学的习惯，不少私学虽说以祠堂举办，但投资较大。这对顺德人整体文化水

准的提升、科举人才的辈出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近代以来，也正是在与西方贸易往来的过程中，顺德人

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乾隆以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士绅、商人、华侨合办的社学、乡学、

义学、村塾等遍布各地，承担起地方教化的功能。因此，顺德宗族的传统教育一直都能坚持下来，而教育

经费来源主要是族人捐赠、族产收入、族属银两摊派。 

在过去，顺德祠堂利用宗族的公产来办学及作为生童乡试卷金、会试路费、科举奖掖等开支。如顺德的

《竹园冯氏显承堂族谱》不厌其烦地记录着子孙考试、中式、赴任等，祠堂怎样给予资助的细节。如果子

孙考取功名或者通过其它方式致仕，祠堂还有相应奖励等等。顺德容桂的宗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表现得

尤为突出。据当地的族谱记载，早在20世纪20年代，容桂人便有“减胙办学”的壮举。在生活水平极其低

下的时候，人们宁愿减少祭祀祖先的祭品而利用有限资金办学，其观念实在超前。面对族人的教育大计，

他们知道怎么取舍。这种教育为先的发展理念，不得不令人佩服。 

    宗族办学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办学来提高本族子弟的文化素质，并期望能培养出人才，以光宗耀祖、提

高本宗族的声望与地位。因此，顺德宗族注重对族人的教育，强调士农工商四民虽异业而道同。当地人把

读书看得跟其它事情一样重要。陈白沙一弟子也为广东顺德一家族写了如下的家训，即“礼义兴由于衣食

足，农工商贾，皆所以治生也，凡我子孙，间有读书不成，身家淡薄者，勿以明农为嫌，勿以商贾为耻，

苟能居积致富，则礼义可兴，亦足以振家声”[13]。正因为由此重教风气，乃至于明清两代，顺德在科举

考试中出了不少人才。据清咸丰《顺德县志》和民国《顺德县续志》载录，自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至

清末，顺德出过318名文进士，其中文状元3名，探花1名。而广东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共出过9名文状元，

顺德占了三分之一。 

    历史上顺德的官员也倡导办学，如清乾隆十二年至十五年（1747～1750年）任顺德知县的陈志仪就十

分重视文教，大力办学，对清代中叶顺德县文化发展起过推动作用。当时民间向学成风，县学和各处民办

书院却出现人满之患。在集资办好公学的同时，陈志仪还热心创办乡校。比如，针对当时陈村文教风气稍

弱的状况，他认真加以督导，代聘名师，借祠堂开学。当地人士被其热诚感动，凑足资金，建起西淋、化

成两所义学。其他乡堡纷起仿效，几年之间，全顺德上下掀起一股办学的热潮。其后，陈志仪又发动富户

认捐学田，保障各书院、义学的常年经费开支。 

    经过近20多年来的发展，顺德的基础教育已实现从普及型向提高型转变，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

变，从常规建设向教育现代化迈进。2002年，顺德成为广东省首批六个教育强区（市、县）之一，10个镇

全部被评为省教育强镇。近年来，顺德教育在经过布局调整之后，教育资源与教育发展取得了较为均衡的



态势。这种发展模式突破了单一、传统的教育藩篱，建立起开放多样、均衡发展的教育格局，构建起涵盖

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能满足市民对各类不同层次教育需求

的终身教育体系[14]。这种大办教育的做法，跟历史上的教育风气与人才辈出有很密切的联系。正可谓深

厚的人文意识与地域精神积淀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品格与思维模式。也可以说，顺德的教育在改革开放后

能够迅速发展，无疑是继承了顺德明清两代重视教育的传统做法，并有过之而不及的表现。顺德经济的腾

飞，是带动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的根本保证，而超前发展的教育观念则是顺德大办教育办好教育的行动指

南。 

 

四 传统花卉产业向现代化模式发展 

 

    陈村花卉生产“自汉例献龙眼、荔支，宋贡异花，盖由来已古”[15]。从此记载可推断出陈村花卉生

产至少从宋代开始，可谓历史悠久。明代中叶，陈村一带园圃密集，逐形成花卉生产的雏形。至乾隆年

间，陈村花卉大量向外地销售，故当地的贸易市场不断增多。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陈村”

条中记载陈村人“担负诸种花木分贩之，近者数十里，远者二三百里，他处欲种花木及荔枝、龙眼、橄榄

之属，率就陈村买秧，又必使其人手种博接，其树乃生且茂，其法甚秘。故广州场师，以陈村人为最”

[16]。这表明，明清之际陈村的花木生产达到了一个新高潮。此时陈村一带花木种植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当时花贩成群结队到此，以船只将花卉运往广州及远近州府。这种鲜花贩运带旺了陈村的花卉种植业，陈

村的花市、圩市随即空前繁荣。至民国，高产值的经济作物花卉果木成为陈村农业的重要项目。当时的花

卉大多运至广州渡头，成为广州市场的重要货源。有的贩至县外二三百里，或远销日本，东南亚。1949年

后，顺德成立了花木苗圃场，花卉生产发展进一步加快。 

    顺德花卉生产为顺德花卉业生产沉积了丰富的历史和资源，并推动着顺德花卉业向产业化发展和升

级。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陈村花卉生产发展速度惊人。形成了全镇上下大办花卉的局

面，且品种多样化。为解决花卉的销售和流通，推动花卉向产业化发展，从1983年开始，陈村镇政府每年

都举办迎春花市。过去从事花卉生产的农户一般都是单打独斗，生产规模小，产品档次低；没有一个统一

的销售中心来协调供求关系。为此，陈村政府确立了一个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大市场的宏伟蓝图。1997

年，陈村镇建设集花卉生产，销售、信息、科研和旅游于一体的万亩陈村花卉世界。前来投资的有新加

坡，韩国，澳大利亚，美国，法国，菲律宾，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广东，江苏，海南，

福建，浙江，山东，山西和河北的知名花卉企业200多家。陈村花卉交易从当初的农贸集市到“路边花

市”，再到交易设施齐全、具有现代化交易功能的“花卉世界”。从交易设施、市场情况及机构设置来

看，陈村花卉世界具有花卉生产基地、花卉交易功能和集散中心、花卉价格的形成和信息传递功能、观光

旅游等功能[17]。随着花卉产销结构的重新调整，陈村的花卉生产集约化程度得到大幅度提高，并大大提

高了花卉的生产效率和营销速度。从此，顺德陈村人不是沿袭“为卖花而卖花”的初级经营模式，而是把

它作为一大品牌来做大做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推动下，顺德的花卉生产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开拓

进取，积聚了雄厚的实力。 

    在千年的花卉生产过程中，陈村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花卉生产特色。表现在技术上，即以艺花技术超

群，享誉南粤大地。最突出的是其移花接木之工艺，主要体现在挨、驳、插、压、剪接等技术上。正因为

这样才能够培育出更多的品种。从陈村千百年来花木栽培技术精华之一斑，亦不难看出陈村艺花技术独步

岭南的缘由[18]。“户以花为业，村以花出名”是顺德陈村的真实写照，也说明了顺德人种植花木方面有

一定的传承因子。正是因为自古以来种植花卉，陈村居民才传承下如此花木栽培技艺，才把花卉产业做得

这么壮大。 

 

 

结  语 

 

    现实的顺德民众从千年水乡的弯弯河道悠悠驶来，从500年壮县的蹒跚步履中缓缓走来，甚至是百越后

裔在沿海“追耕逐渔”、在珠玑移民改造滩涂建起桑基鱼塘之中慢慢摸打滚爬而来。当然，顺德人培育出

来的“两家一花”，也是顺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中所结出的硕果。可见，继承传统与

推进现代化进程不是矛盾的。现代化的发展结合甚至超越传统因素，同样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契机。很明

显，广府文化的厚度足以影响一代又一代顺德人的精神品格与价值观念，使得顺德人不但在经商、制造

业、龙舟运动、学校教育、花卉种植等诸多方面继承传统的文化因子，而且还对粤剧、粤菜等等情有独

钟。所有这些，都是在继承前人的思维模式及文化品格之后，不断创新乃至超越的结果。这就形成了今天

的顺德，一个经济文化同时在快速发展的县域。也可以说，今天的顺德是一个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交相辉

映的崭新时空。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把这些传统要素一直传承下去。依笔者一孔之见，解决的办法就是

必须在学校教育中坚持地方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教育。在生存压力较大的当今社会，只有学校教育才能

培育当地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及文化认同情感；而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历来都是文化传统得以传承千古的

巨大动力，也是一个地方形成团结精神和集体力量的最好根基。具备这种文化根基，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

才会后劲十足，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的动力才会源源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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