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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视野

论佛山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

作者：陈恩维 时间：2012-5-3 已被浏览 354 次 

    内容提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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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认为无论是历代人才

的量与质，还是遗留文献的多与寡，佛山均在岭南各地中占首要位置，这决定了佛山在岭南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而佛山文化

之兴盛，则取决于佛山地域环境、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 

    关键词：佛山，广府文化  地位 

    屈大均在论述广东文化及其兴起历程时说：“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

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嗟夫，一

国之人文，天下之人文也。知天下于一国，知一国于一人。……广东者，吾之乡也，一桑梓且犹恭敬，况于文章之美乎。文

者道之显者也，恭敬其文，所以恭敬其道。道在于吾乡之人，吾得由其文而见之，以为尚友之资，以为畜德之本，岂非吾之

所以为学者乎。”[[i]]在这里屈大均阐明了广东文化的兴起取决于广东地理的学术观点，提出了人——文——地——国的地

域文化的考察视角和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本文拟继承并发展先贤对于乡土地域文化的考察方法，运用数量统计方法和人文

地理学理论，考察佛山之“人”“文”、“地”，以图科学准确评估佛山在岭南（广府）文化中的地位。 

    一、佛山为岭南人文渊薮 

    在封建时代，一地文化之盛，可从朝廷从地方选拔的人才数来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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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从上表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1）佛山在广府文化中居中心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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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在岭南文化中的中心地位，由此可见。 

    （2）佛山区域文化以南海和顺德为中心，其发展是不平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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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广府文化的中心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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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七十有二名，每科广州郡几居其半，广州十四属，南海又居其半。”[[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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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开发较迟有关。《高明县志·列传序》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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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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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广东全省来看，佛山文化也是居领先地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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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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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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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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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可以看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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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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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这也说明了佛山在岭南文化的地位。
 

    以上主要从文化人才的数量分析，就人才质量而言，佛山历代涌现了方方面面的人才，成为了广府文化的丰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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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廷楠、李文田、汪兆镛等人，皆学有专攻，自成名家。

文学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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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历史文化名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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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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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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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讨论一地文化的地位，最为重要的依据是当地所遗留的文献典籍。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刘御史集”条

云：自韩昌黎入粤，粤之人士与之游，而因以知名于世者，在海阳则有赵德，在南海则有区册、区弘。于时昌黎于德有牒，

又有诗以别之，于册有序，于弘亦有诗送之，至今粤人以为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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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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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佛山岭南也随之发展为最为重要的交通重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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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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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历代的文献遗存中，史部文献数量较为可观。而史部文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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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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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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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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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庆 1     1   5 15 22 3 8 50 8 22 88 4

合计 4 12 3 51 8 304 310 692 100 248 716 251 857 207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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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北通中原；《南汉书》中，记烈宗父子“所

招应多中朝名士”[[x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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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三 佛山为广东之聚 

    佛山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岭南占据中心地位，取决于佛山的地域环境、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 

    明陈洪谟、张瀚《松窗梦语> 卷二载:  

    自南安逾梅岭，岭高路隘，路盘旋而上，亦不为险。过岭，登舟。经黄塘，平圃，路多奇峰怪石，而清流旋绕其下，良可

娱目。至韶州，有白塔堤，英德有观音洞。洞在江中，石山高峙，水浒壁立，而岩洞深奥。过江口横石矶飞来寺，寺在山

上，奇峰耸秀，回渚呈澜，一胜概也。历清远，三水，时值潮长，水势湍急，缓缓拽牵而进。登小金山，昔名灵州山，寺曰

宝陀，有东坡遗像，前有超然台。登山而望，四面皆水，若登金山观大江，但广狭不同耳。自此经官窑，抵广东之会城，为

古南越。城有七门，城东北隅有粤秀山，西北有九眼池，为一方胜概。天气甚暖，乃阳泄阴盛之地，冬不雪，花不谢，草木

不凋，民人多湿疾，亦风气使然。其俗贱五谷而贵异物，然珠翠牙玳与五金诸香皆产自交南海岛，非中国所有。[[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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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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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之敌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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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佛山的地理交通位置之“聚”，使之成为了物资之聚，人才之

聚，从而也成为了广东的人文渊薮、文献之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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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兼容”，而这乃是广东文化的典型特质之一，这也可以看作是佛山对广府乃至岭南文化的贡献之一。康熙

《南海县志》卷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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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佛山文化之所以兴盛，直接取决于佛山的经济发展水平。叶石洞云：“广东好诗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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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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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汝能论顺德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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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可以说，自然环境以交通条件，影响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为

文化发展奠定基础。佛山经济发展对文化的推动作用，还可以从直接从当地出版业的发展来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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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i]]咸丰《顺德县志》卷三《舆地略

·物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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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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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x]]

佛山之所以成为岭南文献之邦，与明清时期佛山的出版业发达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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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承载这一座座

文化纪念碑的则是佛山之“地”。鉴古可以知今，佛山今天要建设历史文化文化名城，就研究而言当从历史文化名人研究和

文献整理入手，就现实发展而言，则取决于以环保、交通和文化产业为基础的经济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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