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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视野

顺德改革开放与广府文化的发展

作者：沈涌 时间：2012-5-3 已被浏览 407 次 

    内容摘要：广府文化是珠三角区域历史、现实的反映与积淀，是区域竞争的重要品牌资源和动力因素，是研究珠三角区

域科学发展的必要角度。顺德改革开放为广府文化发展构建了新的实践基础，给广府文化带来全面深刻的变化，表明，广府

文化的时代变迁，使得包括文化本身在内的整个社会改革发展，更为理性与科学，更具有可持续的活力。应对新一轮区域竞

争，广府文化的创新事关重大。 

    关键词：地域文化，广府文化，顺德，改革开放，区域竞争 

 

    地域文化是一定区域客观存在与历史变迁的反映和积淀，在受到现实影响和反作用于现实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伴随着现实

的发展演进而发展演进，并不断构建自己的内涵，形成一定的特色。在考察社会历史变化的同时，对相应的文化形态进行思

考和研究，是认识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也是认识和推进一定的文化所必需的。当代区域竞争，地域文化成为重要的品牌资源

和重要的动力因素，因此，作为地域文化的广府文化，在当今则是研究珠三角区域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的必要角度。中国改

革开放30年，珠三角以其持续高速的发展、巨大的成效和深刻的变革，成为最有活力和最具代表性的地区，让世人为之瞩

目，为之赞叹。对这一地区的文化，或者说对一定历史时期中的地域文化变化进行研究，对于认识一定的地域文化，把握其

发展变化规律都是十分重要的。 

    位于珠三角腹地的顺德是广府文化典型区域，顺德足迹展示的是中国这一历史时期县级区域发展最成功典型的规律。而实

践证明，顺德之所以能够实现高速、持续的发展，是因为遵循了发展的整体性、全面性和科学性原则。其中，广府文化与区

域发展的积极互动关系，揭示了地域文化的作用，也提供了现代化进程当中地域文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顺德改革开放为广府文化的发展构建了新的实践基础，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以及观念形态上给广府文化带来全面深刻

的变化，使广府文化焕发出崭新面貌。 

    1、充实了广府文化的时代内涵。地域文化的特点既有与其他地域相比较而显现的差异，也有因为时代变化而形成的演

变。一定时代的社会基础与社会实践决定了一定时期的地域文化内涵。顺德３０年社会经济发展，对广府文化变化发展带来

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如务实、创新、开拓、敢为人先、和谐兼容等这些广府文化的重要特点，就因为顺德成为中国现代制造

产业的著名基地、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行区域、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城市等方面的现实发展，注入了时代内容。

不断改革创新的顺德当地党委政府、一批著名企业以及企业家、大幅度提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外来人口差不多占据一半新的

顺德人群体、关心支持家乡的港澳同胞海外乡亲等等，都是新的广府文化的载体，都对广府文化的嬗变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

影响。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影响，看到经济社会转型的演变过程，看到了开放时代的趋势，看到工

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重要特征。新时代的这些内容与特征，使得广府文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2、延续了广府文化的优秀传统与特色。广府文化生命力的一大特征是能够保持和延续一些优秀的价值理念和审美理

念，或者说，当今顺德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成功经验，也就是在推动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对于传统地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是

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是科学合理的扬弃，淘汰糟粕成分，延续和扩大优秀成分。顺德在这方面目的明确，成效显

著，是相当成功的。比如，出版大型系列丛书《顺德文丛》，从２００５年至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２辑共２０多部专

著，这套丛书以广东著名的文化工程《岭南文库》为参照，全面系统地整理和研究顺德的传统文化，使顺德传统文化得以保

留和流传。这样的文化工程，在全国县域中仅此一例。前几年开始，顺德全区投入资金７０００万元，修葺保护当地文物，

由于大手笔投入，许多处于危机状态的历史文物继续展现难得的魅力。在推动社会走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顺德对传统文化

表现出了辨证科学的态度和历史责任感，不是忽视历史遗产，而是高度重视，承担起保护历史遗产的时代责任，让历史文化

的优秀部分在新时代继续延伸，发扬光大。近年来，顺德人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如义工群体、无偿

献血团队、慈善义举以及生前捐献眼角膜的好人好事，等等，其成绩突出，感人至深，影响很好，成为社会上一道道亮丽的

风景线。今年，顺德社会向汶川大地震灾区捐献的财物价值达到２亿多元，其分量在县域中是最为突出的；碧桂园还把灾区

的中学生接过来，提供条件，帮助他们异地上学。顺德人这些纯真感情和热情慷慨，展现了广府文化的传统美德，让人们看

到了历史优秀内涵的延续。 

    3、提升了广府文化的地位与影响力。在当代，广府文化顺应时代潮流，迅速崛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举成为引领

全国的动力，成为认识当今中国的窗口与标本。而纵观广府文化，从历史生成来看，则是具有边缘性，在中原文化主导历史

发展的漫长岁月当中，广府文化并不是主导性的文化。应该说，岭南原本是边缘地带，文化具有依附性与顺从性特征，对中

国的影响力是较弱的。后来，由于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商业文化和海洋文化铸成了鲜明特色，于是广府文化

逐步在中华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近代开始，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广府文化又以其反抗外来侵略和反抗压迫的

革命精神，震撼神州。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维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广府文化与当时的时代号角结合在一起。到了现

代，作为北伐战争的策源地、始发地，广府文化发挥了推动民主革命的急先锋作用。改革开放起风雷，广东先行一步，广府

文化掀开了最具有时代色彩的新篇章。当今广府文化地位与作用的提升，评说其缘由，顺德等珠三角四小虎功不可没。顺德

在改革和发展方面多年来领先全国县域地区，通过实绩，使得广府文化以新形象和影响力展示于世人。 

    4、形成了广府文化自觉意识与创新张力。经济社会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力，在当代，文化获得了从未有

过的机遇。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科技创新等相继掀起一个个热浪之后，文化走到时代前台，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文化的

重要作用。对于文化资源的把握与建设，上升到了新的阶段，文化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依赖。于是，文化意识、文化理论的

发展与文化建设的推进相辅相成，一个文化兴盛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广府文化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作为一个传统性的地域文化，广府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构成了当今广东、特别是珠三角的地区文化的主要内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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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这样的时代，广府文化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发展与提升。近年来顺德启动文化名区战略，就是把文化提升与产业结构调

整和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大力推动文化发展，更加重视广府文化，通过广府文化来彰显特色和新意，把广府文化的构建作

为新一轮创新的驱动工程。 

    5、探索了广府文化走向未来的动力与路径。广府文化的自觉，不仅仅在于对其自身本体的再认识，更为重要的现实

意义是，通过把握这一地域文化的特征规律，不断推动发展变革，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和形态，从而提升其生命力、竞争力与

感召力，在新的时代中发挥应有作用。在顺德，以文化名区为发展战略的系统工程，显示了对于文化的新认识与重视。在突

破经济发展瓶颈，实现新一轮发展的进程中，文化上升为发展的基本动力与资源。广府文化如何继承与创新，也就是在新时

期的走向与路径，在人们自觉的思考、探索与实践中，又迈开了新的步伐。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核，也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

发展和社会文明进程中不断焕发出迷人的魅力。今年开展解放思想学习讨论，关于区域发展定位这一基本问题，人们所形成

的一个共识是，要将广府文化与区域的特色和竞争优势结合起来，这样的发展才是有价值的、具有独特竞争力的发展。一些

文化品种逐步增添了时代的因素，扩大了影响力。如香云纱的制作，传统上更多是为了实际生活的衣着需要，现在则更多地

从工艺设计角度着眼，侧重点上升到以美为主的更高境界。粤剧粤曲，一方面是原有影响力在消失，另一方面，在对传统文

化危机的警惕与反思中，人们对其当下与今后的发展也注入了更多的关注。龙舟运动，不仅走出了国门，争得许多荣誉，而

且，商业运作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地渗透了进去。在经济领域，新一代企业家的崛起，经过现代高等教育甚至出国留学熏陶的

精英专才的进入，使粤商与顺商的风格展现出现代化、国际化的风采。大型本土企业美的提出并实施的用人理念“８０年代

用顺德人，９０年代用全国人才，２１世纪用国际人才”，展示了广府文化的兼容性、流变性和拓展性。显然，随着时代的

步伐，广府文化正以新的姿态走向未来。 

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浪潮激荡世界各个地方，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为南中国沿海地带的珠三角，首当其冲，以其

充沛的活力，不断抒写挺立潮头唱大风的传奇。从顺德的状况来看，广府文化的时代变迁，使得包括文化本身在内的整个社

会的改革发展，更为理性与科学，更具有可持续的活力。对此进行思考，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1、区域的发展是全面系统的发展，地域文化作为一项内容，不仅不可以缺少，而且会对整体发展带来积极的促

进作用。顺德的美食、粤剧、曲艺、书画民俗，都保留着浓重的传统文化特征。顺德人大都自认是珠玑移民的后裔，顺德北

窖镇还有一条珠玑巷，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于中原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的认同与坚守。这种传统文化情结，在文化艺术、在道

德伦理方面，至今还可以鲜明地感受得到。如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如好善积德，注重诚信；如尊重个性，喜好兼容，等

等，都已得到社会广泛的共识。在当代，顺德经济社会的巨大推进，基本体制的改革，为广府文化发展打下了新的平台与基

础。广府文化在适应时代要求的嬗变中，为发展与改革带来巨大的精神文化价值动力。在这一进程中，物质的丰收与精神的

推进相辅相成，互为动力；互为依赖，互不可缺。事实上，在顺德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文化的提升与收获也是丰硕的。顺

德精神、顺德经验、顺德模式、顺德文明等等，这些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广为流传，成为媒体热衷关注的对

象。在城市转型、产业转型的进程当中，又离不开岭南特色、珠三角区域特征这些地缘的独特性因素。人们把广府文化作为

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大推动的力度。 

    2、广府文化具有兼容性、开放性、动态性，它只有在一定的文化系统内找到自己的位置，才可以发挥应有的作

用，而这是广府文化发展创新的基础。当今世界，全球化是一种猛烈的时代潮流，经济、科技、信息、生态问题的全球化

趋势，必然地影响着文化的演变。也就是说，文化在多元并存、多元发展的格局当中，交织着不同风格内涵的文化生态。在

一个国家内，地域文化，往往是与主体文化、主流文化、流行文化、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织在一起的，有区别又有联系，

有分离又有交叉，有对立又有统一。我们不可能更无必要以国家的主体文化或外来文化来取代地域文化，同样也不能够以地

域文化来抵抗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地域文化与其他文化兼容共存。广府文化是主体文化的一部分，同一性、时代性、开放

性是其共性，独特的地方性是其个性。今日顺德，人口构成中，外来者占据一半，称得上是半移民社会，兼容带来了新一轮

变化，封闭与停滞已经不复存在。广府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龙舟民俗、武术活动、粤剧粤曲，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与

过去大相径庭。又如最具有地方特色的自梳女现象，也早已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标识和文化研究的符号。广府文化要在演变

中流传下来，既要顺应时代大潮，又要通过保留特色来突显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地域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 

   3、保护和发展广府文化是一项重要工作；地域文化是当代文化丰富性、生动性和具有活力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

趋势大力推动的同时，文化的多元化日益成为重要的问题，人们认同，保护文化的多元化是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基本标志。文

化的多元具有多个层次的结构，地域性是其中的内核。顺德近年来的文化发展表明，在流行性、外来性文化的冲击力加大的

形势下，更应重视地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如在城市规划上，努力突出南岭水乡特色，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逢简水乡建筑、

北窖碧江金楼、乐从陈家祠堂等一大批文物重放异彩，这些顺德历史文化的坐标，已经成为今日顺德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

《顺德文丛》，内容丰富充实，特色鲜明，被称誉为顺德“纸上博物馆”，有助于人们认识顺德源流。有关本土文化名人李

小龙、手工艺香云纱等题材的文艺创作，传播了本土文化，是认识顺德文化底蕴的窗口。广府文化的延续，使得顺德的现代

文化有根源、有特色、有影响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地域文化的衰退与弱化，是当今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如同生态资源

一样，只有树立全面性、整体性、共存性的发展理念，让地域文化得到健康发展，才可以治疗文化生态的病状。发达国家已

经意识到了这样问题的严重性，发展国家，如何科学理性的理解发展这一硬道理，不要忽视文化的独特规律，这是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4、广府文化意识的自觉是实现区域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助于明确区域发展的定位和方向。在顺德，文化的重要

性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的。物质财富的积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城市发展的推进，带来了

对文化的越来越大的需求。而产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到了需要转型，建设现代产业制度的时期，文化又成为新一轮发展

的关键要素。人们从更高的层次上，更为自觉地把握了作为地域文化的广府文化。由此，广府文化在新一轮发展当中，不仅

找到了准确的定位、方向，而且还有了更多的动力。所以，广府文化是顺德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因素，是顺德参与竞争、走向

世界的一个重要标识。这里要重视的问题是，1、如何认识广府文化的特色，如何将这些特色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结合起

来。应当说，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大量创意的，因为这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都不一样，不是单一模式的发展，而是多

种模式的有机结合。2、发展广府文化要跳出一定的区域，在更大的背景上来思考问题，因为地域特色是与其他文化相比较

而确立的。3、发展广府文化既要满足本地市民的文化需求，也要能够对外地人士产生吸引力、感召力。4、发展广府文化要

重点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文化产业上突破。 

     5、广府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创新，是包括顺德在内的珠三角决胜新一轮区域竞争的焦点。近年来关于广府文化的

研讨进入一个新阶段，根本的原因在外而不是在内，即社会现实的挑战，带来了对于文化状况的反思与希望。由于区域竞争

激烈，在全方位开放的发展态势中，珠三角80年代、90年代的风光已经不复存在。而长三角、环渤海等区域的迅速发展，

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化底蕴优势。近日，广东一位官员坦承，虽然这些年都一直将科教兴粤、建设文化大省作为发展战略，但

目前广东省的两院院士人数之和，竟然不如一所南京大学。珠三角告急，广府文化责无旁贷。这也是今日广府文化转型与创

新的现实起点。回顾历史，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广府文化的一些有意思的特征：如，无论康梁上书、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还

是北伐大本营的功劳，改革开放的先行发展，广府文化在几个历史关头发挥作用，影响了中国的突破与选择，都是国家处于



非常时期，一旦整个形势步入正常稳定，广府文化就悄然退场，又归于平静。广府文化缺乏深厚的形而上的理论支撑，缺乏

持续深远的影响力。近年来广府文化的态势，也好像就是历史规律的一次重演。这究竟是文化历史的宿命，还是提示给当今

的突破方向？值得深思。应该明确的是，地缘、历史和国家体制的基本性因素，决定了广府文化今后的走向，即是要更多地

突出工商文化、海洋文化、民生文化，更多地突显务实创新、开放开拓、敢闯敢冒、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突出诚信和谐、兼

容并包、友爱和善的精神。广东要加油，再造新优势，应当审视和推进包括广府文化在内的文化状况。或许可以说，这是广

东再当排头兵的一把关键钥匙。 

 

    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一切话语都是文化，一切行为都是文化，当代是文化自觉与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是，在区域竞争、文化多元发展的现实趋势当中，以新的视角观照地域文化，辩证地认识与实践地域文化与主体文化、外来

文化的关系，在保持地域文化特色同时，推动地域文化转型与创新，这是广府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包括顺德在内的珠

三角区域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顺德文丛》第一辑，张解民、叶春生等编著，人民出版社，2005.8； 

   2、《顺德文丛》第二辑，岑桑、李健明等编著，人民出版社2007.8； 

   3、《中国后现代主义话语》，王岳川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４.５； 

   ４、《文化生态学：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戢斗勇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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