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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视野

有关广府文化的两个问题

作者：赵立人 时间：2012-5-3 已被浏览 356 次 

     广东土著汉族居民，现时习惯分为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个“民系”。1980年代分子生物学出现后，从遗传学和体

质人类学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显示广府人和客家人在血缘上极其接近（倒是潮汕人与两者的区别稍大一点，但也

很接近），三个“民系”是实实在在的亲兄弟。过去在所谓“人种差异”问题上的种种捕风捉影之谈既违反科学，也不利于

团结，不应再重复。即使是文化差异，也不如某些学者想像的那么大。嘉应方言在声、韵、调、词汇、语法各方面都比较接

近广州话或台山话。与语言上的差异比较，三大“民系”在风俗上的差异还要小得多。当然，差异不大不等于没有差异，让

其充分显示自己文化上的特色与亮点，优势互补，有利于和谐广东与文化大省的建设。作为岭南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广

府文化，最早是中原文化与以古代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百越文化融合而衍生的。 

    关键词：广府文化  广东三大“民系”  分子生物学  语言学  番禺  广信 

 

    一、“广府人”与广东其他民系的异同 

    广东疆域内的土著汉族居民，现时习惯分为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个所谓“民系”。广府人原义应是指明清两代广州

府辖境内文化共同性最明显（特别是在语言方面）的那部分主体居民。他们所使用的方言，即“白话”，也就称为广府话

（现在又叫粤语、粤方言）。以语言为标准，“广府人”的概念再向外延伸，今天人们往往把两广所有以广府话为母语的居

民都称为广府人。相应地，“广府文化”所涵盖的地域也比原来的广州府广阔得多。 

    上述三个民系有何异同？罗香林在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中作了开拓性的研究，无论如何，当然有其功绩。然

而正如当代另一位客家学者刘镇发所说：“在罗香林研究客家的年代，由于遗传学还在萌芽的阶段，自然没法以遗传学的知

识来解答客家问题了。在1960年代以后，遗传学的发展一日千里，而到了80年代，分子生物学的出现更加速帮助了人们对

遗传物质的研究，在医学、人类学、犯罪学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 

    刘镇发指出：“在1980年代开始，学者们利用遗传学的研究成果，发现中国人大抵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差别很明

显的群体。北方的汉族的遗传基因跟韩国、日本人较接近，而南方汉人跟南方少数民族、〈东〉南亚国家的人民相似……

（1）G6PD缺乏症（葡萄糖六磷酸去氢酵素缺乏症，蚕豆病）……在香港……总体为4.5%……数字说明广府、四邑人的蚕

豆病，发病率约为客家人的一半左右……在北方人里面，G6PD并不常见，约只有0.3%。可见客家人跟北方人在遗传上无

法拉上关系，但跟广府人却相当接近……（2）免疫球蛋白……赵茂桐等在1991年发表了一篇他们在1980年代后期做的实

验报告，说明汉族根据免疫球蛋白，大约以长江为界分成两个主要的群体。他们在74个地点抽取血液样本，每个地点的人数

约100人，以研究汉人之间的遗传距离。他们将结果画成一棵‘系统树’。这棵树表示74个地点人群的亲属关系。他们发

现……跟梅县汉人在全国血统最接近的就是广州汉人，然后两者都很接近畲族，然后又跟柳州的汉人形成一个小杈，接到最

后四个少数民族形成的小杈；而这两个小杈形成的大杈再接到苗、布依和水族形成的小杈上。这说明‘客家人’在血统上不

仅不像北方汉人，而且还跟广州人、柳州人和一些少数民族最像……（3）人类淋巴球抗原（HLA）及其他基因的分析  中国

HLA的数据跟免疫球蛋白完全吻合。”[2] 

    黄淑娉则根据她主持的小组1997年的测量结果指出：“在广东汉族的三民系中客家人与广府人的相似性较大，这两个民

系与广西壮族有较大的相似性；潮汕人与15省汉族的相似性较大。这表明，客家人和广府人与百越民族的融合程度高，他们

的基因库中含有较多南方百越民族的遗传成分；而潮汕人与15省汉族这个大群体有较大的相似性，他们的基因库中含有较多

中原汉族的遗传成分，与南方百越民族的融合程度小。”与罗香林声称他量度过客家人的身高和鼻高都比广府人高相反，黄

淑娉等量度的广府人的平均身高是1678.15毫米，客家人是1659.15毫米，广府人刚好高了19毫米。在鼻高方面，广府人

是56.12毫米，客家人是54.44毫米。[3] 

可见，从遗传学和体质人类学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显示广府人和客家人在血缘上其实极其接近（倒是潮汕人与两

者的区别稍大一点，但也很接近），是实实在在的亲兄弟。过去在所谓“人种差异”问题上的种种捕风捉影之谈既违反科

学，也不利于团结，不应再重复。差异是在文化方面。 

    然而，即使是文化差异，也不如某些北方学者想像的那么大。刘镇发在经过过细的比较研究后，“从语言学的事实，澄清

了大家对以嘉应方言为狭义定义，所谓‘客家方言’的误解。嘉应方言在声、韵、调、词汇、语法各方面都比较接近广州话

或台山话。”[4]笔者也曾在具体分析后指出：“与语言上的差异比较，广东三大民系在风俗上的差异要小得多。”[5] 

当然，差异不大不等于没有差异，拂去历史的尘埃，让三个民系充分地显示自己文化上的特色与亮点，优势互补，对和谐广

东与文化大省的建设，其正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广府文化的“源头” 

    根据史料，作为岭南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府文化，最早是中原文化与以古代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百越文化融合

而衍生的。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郡县如下： 

    （一）南海郡：大体相当于除肇庆市外的今广东省，辖4县： 

    1、番禺县：南海郡郡治，已筑城；秦代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龙川县：赵佗任龙川令之初，即筑土城，兴衙署。今龙川县佗城镇，即秦城旧址。 

    3、博罗县。 

    4、揭阳县：唐《元和郡县志》称其辖境相当于唐代的潮州府。 

    以上四县名，沿用至今。前两县的县治，可准确定位；后两县县治，亦大致知其所在范围。 

   （二）桂林郡：大体相当于今广西及今广东省的肇庆市，辖2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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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布山县：桂林郡郡治。县治在今贵港市（原贵县）。文献及考古发掘资料都证明布山县是秦桂林郡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 

    2、四会县：县治在今广东四会县。 

    秦桂林郡治及辖县县治，均在今两广之白话区。 

    （三）象郡：在今越南，辖2县： 

    1、临尘县。 

    2、象林县。 

    由于历史演变的原因，对象郡的情况不必讨论。而秦代在今两广地区所设郡、县治，无疑都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最早碰

撞、融合之地，都有资格称为广府文化的“源头”（秦代的龙川县、博罗县、揭阳县今天的主体居民是客家人和潮州人，这

一方面是后世多次移民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多方面的同源性。刘镇发指出：“词汇方

面，客家话跟广州话跟其他的方言比较之下最像，而在语言年代学的计算大概是700年前分支的。语法方面则基本上跟广州

话一致。”[6]笔者倾向于认为，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均产生于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融合后出现的共同“文化母体”，分化是

在元代之后。有人看到一些族谱关于其先祖自中原南迁的记载，就断言某某民系是华夏正统，有别于广东其他民系。其实，

不论任何民系，广东99%以上的汉族族谱都宣称先祖是中原望族！安有轩轾？故以此立论，殊不足服人）。当然，这些“源

头”的影响力可以相差甚远。而影响力最大的，无疑就是当时的番禺，即今天的广州。 

    近时有人提出新说，以封开县为广府文化的源头，主要说辞是：“古广信是岭南地区最早首府地；古广信还是海陆丝绸之

路最早和最主要的对接通道；今天封开县的‘封川话’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汉语‘浊塞音’的声母系统，这是粤语起源于封

开的直接证据。”实事求是地说，汉武帝平南越后，广信在300余年间确是岭南首府。但此前南越国作为汉帝国的地方政

权，其国都番禺何尝不是岭南首府？鉴于广信在广府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说“粤语起源于封开”确有相当大的可能

（但同样有起源于番禺的可能，未易定论），但以“今天封开县的‘封川话’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汉语‘浊塞音’的声母系

统”为证据，则逻辑上尚似有未足。我们只能由此得出“封川话”“是早期粤语不可多得的活化石”的结论，却不能作为

“粤语起源于封开的直接证据”。作为一种语言特征来说，“最后保存地”与“起源地”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这应该是常

识。 

    有的学者则力图以先秦史料来论证。此种探索精神，固极可贵，而学术规范，亦应顾及。《史记·五帝本记》载：

“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论者冀以此证明封开在远古已有中原文化传入。[7]然而，有关五帝的记载，史学界基本

上都视为传说而非信史（当然其中部分内容可能是真实历史事件的曲折反映），若无有说服力的考古资料支持，以此立论是

远远不够的。 

    秦征服岭南之后，徙中原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于是论者说：“大量的移民当是循潇水—封水线而来，而其人

数较多的聚集点，自然是广信县一带地方了。当时广信和‘封中’一带地方，经过与秦军几年的残酷战争，伤亡惨重，幸存

者也会逃散，粤人更为稀少。大批的移民填补真空，在这一带定居下来，中原汉语也就首先在广信一带传播开来，与处于萌

芽状态的粤语融合和发展。为什么这大量的移民选择广信一带定居，而非番禺呢？因为当时番禺的粤人势力仍很大，任嚣和

赵佗虽然占据了番禺，但他们清楚地看出这种形势，因而采取‘和集百越’的政策，任用官员上下多是粤人，连赵佗自己也

着起粤人的服装学习粤人的样子生活，自称‘蛮夷大长’，因而秦汉时代的移民，大都在西江中部落脚。”[8]这一大段论述

全为主观想像（“当是”，“自然是”），无任何史料依据，且与史料直接冲突。 

    首先，秦向岭南的移民是强迫移民，定居点必然服从指令，目的是使与百越杂处，以巩固其在岭南的统治基础；移民不可

能自由择地，到越人稀少之地“填补真空”。何况秦平岭南后的今封开一带并非“越人稀少之地”。《南越国史》据史料

记：“苍梧王……姓赵名光……系赵佗之宗室。秦末，桂林郡之西瓯族人趁机而动，至有‘南面称王者’，赵佗平定之，及

至称王之时，为了强化对西瓯的统治，赵佗特册封了一个同姓王，并把该地从桂林郡划出而王之，以便就地处理政务。”[9]

足见今封开一带秦时恰是越人势盛之地。而今封开一带设置较高级别的行政机构，是从南越国开始的。 

    其次，任嚣和赵佗身处越人之地，自然要采取“和集百越”的政策，以求“以越治越”。南越国建立后，岭南曾与中原隔

绝，赵佗甚至在一些生活习惯上从越俗，并自称“蛮夷大长”，但这主要是为了取悦越人，消除隔阂，是一种统治艺术。通

过南越王墓和其他南越国遗址、墓葬、器皿等文物可明显看出，南越国尽管吸收越人进入政权，并在一些方面从越俗，却仍

在极大程度上完整地移植了中原地区的制度和文化。秦帝国动乱之前，中原人士无疑是任嚣和赵佗统治南越的支柱力量，其

作用是本地越人不可替代的。《史记》载，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可其万五千人”。

如果让这些移民远离其统治中心番禺及其他郡县治的周围，岂非自弃羽翼，势力益孤？其不合情理，显而易见。 

    《南越国史》指出：“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汉字在岭南开始流通。经过南越国时期近一个世纪的推广和普及，汉字已成为

南越国的官方文字并在国内普遍流行。汉字的推广，使岭南地区向文明社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加速了汉越民族融合的过

程，使南越地区文化水准迅速提高。汉武帝平南越后，岭南地区的文化开发更加深入，岭南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学校；西汉末

东汉初，苍梧郡的陈钦、陈元父子，已成为全国闻名的经学大师，汉文化已替代南越文化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文化。”[10]

这是有充分史料依据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概而言之，前214年，秦统一岭南，汉、越开始民族融合，是广府文化的萌芽时期，其中心地区是番禺。前111年，汉武

帝平南越，将南越故地重新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儋耳、珠崖9个郡。前106年，为了便于

监督各郡官吏，汉朝设立13个常驻监察机构，称为“十三部”，其中设在苍梧郡广信县的交阯部，专门负责纠核岭南九郡。

广信由是取代番禺，实际成为岭南的政治、文化重心所在。中心转移到广信之后，广府文化获得长足的发展，是日趋成熟、

初结硕果、影响扩大的时期。东汉末，交阯部改为交州，除了原来的监察权，还拥有军政大权，成为郡上一级的政府，地方

行政制度也就从郡县二级变为州、郡、县三级。广信成了岭南名副其实的首府。211年，孙权迁交州治至番禺。番禺（广

州）由是重新成为岭南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广府文化中心，直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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