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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视野

佛山人精神在广府文化中的体现

作者：刘东 时间：2012-5-3 已被浏览 366 次 

   内容提要: 2007年，佛山市有关部门组织“新时期佛山人精神”大讨论，形成了“敢为人先、崇文务实、通济和谐”的

基本表述。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广府文化的内涵，也是对广府文化与时俱进的重大贡献。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

趋同化的今天，佛山人精神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给市民提供了文化归属感和文化自信心。只有弘扬和传承自己本民族、本区

域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传统，构建新的文化坐标和价值体系，才能形成文化的自觉。这种文化自觉将会形成一种奋发向上的导

向力量，培养市民对大佛山的认同感，增强凝聚力，为实现佛山的战略目标提供强大的人文动力。 

   关键词: 广府文化、佛山人精神、文化自觉 

 

    30年前，在广府文化领引下，佛山人披荆斩棘，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探索出了一系列的成功经验，对推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今天，面临着建设“产业强市、文化名城、现代化大城市与富裕和谐佛山”的重任，佛

山人应以怎样的精神风貌去迎接各种挑战呢？“新时期佛山人精神”的形成，必将调动全体市民的精神能动性，成为佛山人

民再创辉煌的有力保障。 

 

    一、广府文化的主要特征 

 

    岭南文化是岭南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具有鲜明的岭南地域特色，是中华文化体系中

成就卓著且风格独特的地域文化之一。岭南文化主要分为广府系、客家系和福佬系。广府文化指以广州为核心、以珠江三角

洲为通行范围的粤语文化。它从属于岭南文化，在岭南文化中个性最鲜明、影响最大。[1] 

近年来，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对广府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如陈泽泓先生说：“开放、务实、善变，是广府文化的主要特

征。”[2]有人则认为广府文化具有“实”、“新”、“活”、“变”四个特征。[3]这些论述和李权时主编的《岭南文化》

中概括的重商性、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享乐性、直观性、远儒性、消费性、非规范性、平民性等岭南文化特征基本相

似，体现了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内涵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4] 

    概括来说，广府文化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广府地区是岭南商业贸易最活跃的地区 

    广府地区有着悠久的商贸经济发展历史，早在唐宋时广州已成为中国主要的进出口口岸，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广州是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走向现代，广府地区又最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商业贸易在全国极为发达。 

    2、敢闯敢干精神贯穿广府文化的始终 

    这是一种勇于拼搏、勇于创新的精神，是一种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大无畏精神。现代广府人继承和弘扬了广东人敢

于冒险、敢于拼搏的传统，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担当起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一马当先，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

“率先”和“第一”。 

    3、务实求真精神是广府文化最突出的特征 

    广府人具有精明能干，工于计算的头脑。表现在经济活动中，不好高骛远，少讲空话大话，讲求实际。这种精神本质上就

是实是求事的精神，就是实干的精神。广府人在经济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除了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之外，

就是靠这种务实求真精神，脚踏实地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4、开放兼容是广府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 

    广府文化历来重视向外学习，兼容并包，宽容大度，汲取众家之长，努力提升自我。正是现代广府人的这种开放兼容的精

神，结合广东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形成和发展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一系列的新精神、新思想、新观念，有

力地促进了广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5、科学理性为广府文化发展提供了智力的支持 

    这是一种科学的精神，一种理性的精神。它使广府人更加务实求真，更加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更加容易接受和形成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等人文氛围，从而推动广东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以上特征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广府文化发展和前进的内在动力。广府文化的重商性，促使人们去开拓，从而形成一种开放

的文化，开放的文化必然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同时由于浓厚的商业传统，形成了广府文化敢闯敢干、求真务实的特性。这

些特性使广府文化比之其他传统文化来说，有着更多和更鲜明的科学理性精神。现代广府文化既体现着与时俱进的时代特

色，也保持了历史上形成的地域特色，是凝聚广府人民的精神力量。 

 

    二、佛山人精神的提出 

    

    2007年，胡锦涛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大力培育文明风尚，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2007年4月，佛山市委宣传部主办了

“新时期佛山人精神”首场大讨论之后，讨论活动进社区、镇街、企业、学校，深入基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关部门

组织著名的社科专家和学者对大讨论成果进行了归纳、分析和提炼，形成了“敢为人先、崇文务实、通济和谐”的“新时期

佛山人精神”的基本表述。这一表述是佛山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是佛山人优良品质的概括和精神特质在新时期的体

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是培育文明风尚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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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佛山人对“敢为人先”的认同感最强 

    敢为人先作为一种精神引领，具有强大的推动力与号召力。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含义：一是敢于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

放；二是有所作为，有为精神的实质体现在紧跟时代，敢作敢为；三是创新进取，敢闯敢干。 

    2、“崇文务实”是佛山人精神的主要内涵 

“崇文”精神反映了佛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务实”是佛山人精神最主要的特质，体现了佛山人实事求是，善于变通，注重

实干的精神。 

    3、“通济和谐”最能体现佛山特色 

    通济、通达体现了政通人和、同舟共济、乐善好施、和谐共进等意思，涵盖了广府文化开放兼容的精神特点。佛山人讲究

“和”，以和为贵，“和”是佛山人精神文化的根本，也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相呼应。 

“敢为人先、崇文务实、通济和谐”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既能够体现佛山区域文化的历史传统，又能够概括其当前的文化

特点，并凝结着佛山人民特有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它将成为佛山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深层底蕴，对于整个文化的发展具有引

领和支柱的作用。 

 

    三、佛山人精神体现了广府文化的精髓 

 

    佛山文化是广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府文化中包含的敢闯敢干、务实求真、开放兼容、科学理性等品格，都与佛山人

精神的内涵相吻合，可以说，佛山人精神不仅是对佛山历史文明的承袭与发扬，更是广府文化的结晶。佛山人精神与广府文

化精神一脉相连，传承着广府文化精髓。 

    1、敢为人先体现了广府文化的重商传统和敢闯敢干精神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广府地区从汉唐时期开始便成为沟通中外关系的重要门户，从而铸塑了广府文化“得风气之

先”与“开风气之先”的品格。黑格尔说：“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

越那有限的一切。”[5] 谭元亨先生在其著作《岭南文化艺术》中也指出：“2000多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给这块发祥地带

来的精神风貌，或形成的观念形态，显然迥异于中原。正是海洋，激发了他们敢干冒险的勇气，激发了他们敢于探求彼岸的

雄心以及自由的精神。”[6] 传统佛山人敢于冒险、敢于拼搏的精神，创造了中国四大名镇之一的辉煌。石湾陶瓷“遍二广

及海外之国”，[7]丝织品“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两洋所贵”。[8]明清时的佛山，“百货山积，凡希觏之物，会城（广

州）所未备者，无不取给于此。”[9] 当时佛山的手工行业有300多个，手工作坊4000多所，铸铁、陶瓷、纺织、成药、炮

竹、狮头、剪纸、竹器、食品等远销国内外及南洋等地，广受欢迎。 

    在思想领域，佛山文化又成为近代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策源地。咸丰年间的南海人朱次琦，世称“九江先生”，其道

德文章深受当地士绅钦佩，被尊为“后朱子”。他反对空谈而讲求实用，对岭南近代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后在

中国政坛和文坛叱咤风云的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便是其门生。“南海先生”康有为是近代岭南最为杰出的改良主义思想家，

1895年他和学生梁启超联合18省举人1200余人，发动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1898年策动光绪皇帝进行变法维新改良

运动。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不仅带有救亡图存的历史意义，而且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精神禁锢，对于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

起着震耳发聩的作用。 

    敢为人先集中体现了敢于竞争、敢于冒险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就是要勇于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做前人

没有做过的事，面对风险和困难，不患得患失，浅尝辄止，而是知难而进，披荆斩棘，奋力开拓。改革开放30年来，佛山人

不拘陈规，敢于开风气之先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性，进一步弘扬了广府文化的敢闯敢干精神。佛山许多小老板、小作坊，成

长为市场经济中的大企业家和国际著名企业，都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分不开。 

    敢为人先是我们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佛山人在新的历史时期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辉煌的关键所系

和希望所在。在新时期这种精神应该更具有自觉性、主动性和科学性。要放开手脚，做到凡事快人一拍，先人一步，高人一

筹，才能加快发展的步伐，推进并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传统广府文化的现代转换。 

    2、崇文务实体现了广府文化的务实求真和科学理性精神 

    佛山自古就是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人杰地灵，文风鼎盛。明清时期，佛山的学堂、义学、书院、社学、女学、讲习所比

比皆是，清末时仅佛山镇内的学塾就有200多所。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广东共出过9位文状元，佛山就占其5。对于佛山

这一历史文化盛况，历代文人称赞不已，如“广郡科第之盛甲于粤中，南海科第之盛甲于广郡，佛山科第之盛又甲于南

海”，佛山“衣冠文物之盛几甲全粤”，等等。 

佛山人精神中的“崇文”思想，就是崇尚文化，弘扬文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和科技事业。对于个人来讲，就

是热爱学习，想读书，愿读书，会读书。我们建设文化名城，正是崇文的表现。佛山人要把这种政府倡导的行为内化为个人

的精神品质，只有人的文明程度提高了，才能实践“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

范，使自己在单位做一名好员工，在社会上做一名好公民，在家庭做一名好成员，形成克己奉公、诚实礼让、扶贫济困、见

义勇为、健康向上的良好风气和团结、互助、互爱、和谐的人际关系。 

务实精神是佛山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只要是好的，是于我的发展有利的，都可以仿效，可以兼容，从而对各种异质文化采

取宽容的姿态、开放的态度。19世纪80年代，三水人胡礼垣、南海人何启主张实施“新政”，将中国和平地引进西方资本

主义的发展轨道，成为以后资产阶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他们为创办民族工商业号呼奔走，是注重实干又富于开放

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佛山人精神中的“务实”，就是干实事，讲实效，不好高鹜远，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重视学习

别人的先进经验，但不盲从；对于符合本地实际、能带来实效的发展路子，无论外界有什么议论和压力，都能毫不动摇地坚

持，从而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多种发展模式。这种“务实”实际上就是在践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发展才是

硬道理”的思想。广东著名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以及在“猫论”的指导下形成的“灯

论”：“碰上红灯绕着走。”讲的就是务实。[10]事实上，现代佛山人正是以这种可贵的务实的精神，摸着石头过河，探索

出了一系列的成功经验。 

    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佛山人将“务实”发挥到极致时隐含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容易造成眼光短浅，欠缺大气，过分

着眼于可见的投入与产出，产生种种“富而失德 ”的行为；此外，还容易形成只重经济而漠视忽略文化、读书无用论等心

理。为什么像康有为等这样的文化精英在佛山难以重现了，很可能与区域文化氛围中国家与民族情感的薄弱，以及对人性、

对社会的一种终极关怀的缺失有关。市场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正因为如此，佛山人精神中的“务实”是在“崇文”中的

“务实”，也可以认为，这种“崇文”中的“务实”是新时期以来佛山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带有文化反思意

味的回顾，体现出科学理性的精神，目的就是为佛山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的动力和智力支持。 

    3、通济和谐体现了广府文化的开放和兼容精神 

    广府文化体现了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交融。[11] 佛山历史上便是一个移民社会，乡志载：“宋南渡后中原文物流入岭

南，有迁至佛山者，明初编立图甲，先到诸族得占籍为地著。”所以开放和兼容的精神特别明显。自秦汉以来，就开始有外



来氏族迁入佛山。佛山在外来氏族迁入之前，据说有鸡、田、布、老等姓的存在。后来随着外来氏族的迁入，使得土著逐渐

式微，甚至一些土著姓氏消失，而外来氏族则成了佛山的主体居民。[12] 佛山是粤剧发祥地，而粤剧，“中西合璧，兼容并

包，多变善变，具有倔强而美妙的艺术生命力。”[13]体现了佛山人的包容精神。康有为思想的形成，便是“含咀于吾国数

千年来之文化，以及印度、希腊、波斯、罗马古哲之懿言，及近代英、法、德、美先哲之精华，损益古今，斟酌至当”而融

汇构成的。[14] 

    广府文化原本就是在整体上多元互补，互相融洽和促进，贯穿着和谐精神的文化。佛山人精神中提出的和谐精神，也就是

努力去营造一个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自身和谐的美丽图景，打造和谐文化生态。和谐是一种理想的文化生态，

这种理想状态集平等、公平、公正、正义、互尊、合作、互助、互利、团结、友善、博爱、诚信、共生、共荣等众多大善、

小善于一身。假如失去了和谐文化，将难以形成凝聚力、增强吸引力、提升竞争力，将难以形成互相理解、诚信友爱、协同

进步的人际关系；难以形成人与社会共生共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祖国荣辱与共的深刻认知。 

    和谐文化生态的确立，要能扎牢现实基础，体现时代精神，既要继续发扬传统文化，更要创新传统文化。佛山人精神中和

谐的实现是通过“通济”的途径。通济的原意是通困济贫，对于现代佛山精神来说，又是一种共同富裕的精神。由于历史传

统，佛山人对外来人极其包容，善待外来商人，乾隆时的“祖庙分猪肉风波”，即提出了“天下商民是一家”的口号。佛山

的许多士绅，也都非常热衷于义务修道路，通河道，创办义学，建立义仓，水灾及饥荒时积极施粥赈粮，形成了一种义利统

一的通济和谐精神。 

新时期先富起来的佛山人，无论是扶贫工作，还是慈善活动，一直走在最前头，尽自己最大努力反哺社会。现代佛山的繁

荣，要靠许多外来移民及外来工的建设。以前广东有些地方的土著居民抱怨是外地人把大米吃贵了，有的村庄因为治安问题

而禁止外来工进入，有些妇女因为丈夫包了“二奶”要赶走外来妹，等等。这些情况在佛山很少出现，或许就是因为我们的

“通济”精神中所包含的开放、兼容、平等的态度，在自我认同的同时，把他者的认同也包含了进去，从而使和谐文化生态

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营造出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和谐共存、相互尊敬的社会氛围。 

 

结 语 

 

    佛山人精神是佛山人民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心理、情感和智慧的客观反映，是佛山人民的思想观念、性格特征和

风俗习惯等的融合与凝聚，体现着佛山地域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佛山人民在生活、劳作中形成的主体意识与文化心理。

“新时期佛山人精神”既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也保持了历史上形成的广府地域文化特色，是佛山人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精神支柱，是佛山文化的灵魂。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趋同化的今天，佛山人精神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给市民提供了文化归属感和文化自信心。

只有弘扬和传承自己本民族的历史化和精神传统，构建新的文化坐标和价值体系，才能形成一种文化的自觉。费孝通先生曾

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自明，只有去认识自己的文化，在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

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

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5]也就是

说，文化自觉既是对本身文化历史流变和文化传统的理性认识，也是对外来异质文化的科学抉择。 

    在这种文化自觉的引导下，佛山人精神才会对佛山市民的思想、价值观、性格等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市民自觉地接受共

同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从而把个人融合到佛山这座城市中去，形成城市的凝聚力。从而自觉克服不思进取、小富即

安等思想，消除见利忘义、愚昧迷信等观念，转变目光短浅、心胸狭窄等心态，实现建设富裕和谐佛山的目标。 

    一个人需要有一种精神，一座城市同样需要一种精神。城市精神能够把市民引导到一个城市确定的目标上来，对每个市民

的心理、行为、性格起到一个导向的作用，从而对城市整体产生行为导向、价值导向和目标导向。佛山的历史文化是辉煌

的，是一笔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在体现广府文化方面，佛山比附近的许多城市都更有优势。“敢为人先、崇文务

实、通济和谐”的新时期佛山人精神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渊源，更是根基于广府文化的独特品格。对于佛山人

精神的弘扬，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对佛山独特文化品格的构建，也是给广府文化作出了时代的注释，散发着佛山特有的文

化魅力。 

源远流长的西、北江在佛山穿境而过，洋洋大水经常不断寻找自己的出路，遭遇障碍愈发能激发起水势，这种永不停止追求

的佛山精神如今正成为建设产业强市、文化名城、现代化大城市与和谐富裕佛山的澎湃力量。 

 

 

注释： 

[1]、甘于恩、贺敏洁等：《20世纪90年代广府文化研究概述》，《学术研究》，2004年3月； 

[2]、陈泽泓：《广府文化序言》，第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3]、华茗：《岭南近代文化特点研讨会综述》，《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5月； 

[4]、李权时：《岭南文化》，第22-28页，第249-2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5]、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 

[6]、谭元亨：《岭南文化艺术》，第4页，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 

[7]、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 

[8]、同上，《货语》； 

[9]、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 

[10]、颜长江：《广东大裂变》，第45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11]、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第207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12]、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第3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13]、赖伯疆、黄镜明：《粤剧史》，第110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 

[14]、康有为：《大同书•序》，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 

[15]、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文集》第166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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