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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体现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广东未来发展的
战略思维和远见卓识。
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支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省是否强大，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取决于文化实力。
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为民族复兴、祖国统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发展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
经济发展之后，如果没有文化发展做后盾，不仅不会持久，而且难免滑向邪路，甚至导致社会的畸变
。
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是非常正
确、非常及时的。
建设文化大省任务艰巨，因为这项社会系统工程具有丰富的外延与内涵。
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为先进的社会
主义文化的深厚根基。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屹立五千年，历经各种磨难，饱尝难以想象的艰辛
，战胜惊涛骇浪，创造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
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巨大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内涵
。
因此，在建设文化大省中，我们要有博大的胸怀、开放的视野、远大的目光。
充分发掘、继承和弘扬我们伟大的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
广东地处南疆，北负五岭，南临大海，史称岭南。
岭南并非“南蛮”，她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岭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它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
，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绚丽画卷。
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有岭南人树起的丰碑，如惠能开创的中国禅宗、陈献章开启的明
代心学、康有为和梁启超引领的近代维新思潮、孙中山开拓的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道路，等等。
岭南文化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兼收并蓄、勇于开拓、大胆革新、求真务实的鲜明特色，
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奋发进取的岭南人。
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岭南文化中，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决定选取广东历史
文化名人作为研究介绍的对象，共同组织策划编写《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这里所说的“历史文化名人”，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领域或学科，曾经取得卓越的业绩，
或其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相当高知名度的杰出人物。
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的存在，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文化归根结底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因为物质生产是文化乃至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同时，在岭南文化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知识分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众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创造性活动，促进了岭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我们研究宣传这些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是为先进文化展示一种典范，使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认识
先辈如何开拓历史，如何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文化，从而更加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
尊心和自豪感，努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初步选定数十位历史人物作为“丛书”的传主，分期分批组织撰写和出版。
我们编写这套丛书，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的原则，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坚
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原则。
既讲求科学性和学术性，做到言必有据，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又努力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市
场，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资料反映传主的生平与思想。
如上原则是“丛书”的共性，而“丛书”中的每本著作所特有的立意、结构、行文，则体现了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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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创性劳动，这是每本书的个性。
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展示广东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提升广东的文化品位，培养广东人的
文化素质，为建设文化大省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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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主要领袖，太平天国政权的开创者。
本书以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洪秀全从一名科场失意的农家子弟，到转变为拜上帝教创始
人，直至发动和领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事迹，进行了系统的记叙。
 　　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的原则，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
则，坚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原则。
既讲求科学性和学术性，做到言必有据，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又努力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市
场，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资料反映传主的生平与思想。
每本著作有其独特的立意、结构和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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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德华，1954年生，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及科研工作，以近代思想文化史及戊戌变法史为研究重点，发表学术论文
数十篇。
代表作有《戊戌维新派政治纲领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85年），《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
（合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岭南维新思想述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岭南人物与
近代思潮》（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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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到表兄家，洪秀全就问起冯云山的消息，得知冯云山两年来都在紫荆山教书，并使许多人信了拜上
帝教。
洪秀全不禁大喜过望，急忙赶赴紫荆山与冯云山相见。
到了紫荆山，洪秀全为老友久别重逢感到分外高兴，尤其对拜上帝教有了如此之多的新教徒而感到意
外的惊喜。
原来，当冯云山1844年7月在贵县赐谷村与洪秀全分手之后，就辗转来到了桂平县的紫荆山区。
作为举目无亲的异乡人，为了生存，他拾过粪，打过短工，吃了很多苦。
后来，当上了教书先生，以自己的人品和才华，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敬，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在此基础上，冯云山在紫荆山一带热心开展传教工作，数年不辍，取得了极大的成绩。
在他的感召下，许多人信了教，有的甚至全家全族都来接受洗礼。
这些教徒经常聚在一起进行礼拜活动，远近驰名，被人称之为“拜上帝会”。
洪秀全的到来。
对拜上帝会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冯云山早就一直奉洪秀全为教主，所宣扬的东西也大都依据洪秀全的奇异经验和自创教义。
现在教主亲临驾到，教徒们得以一睹风采，自然信念倍增，洪秀全受其鼓舞，也非常乐于为他们宣讲
拜上帝的道理。
洪冯联手，顿显威力，教徒迅速增加，拜上帝教也从紫荆山向外传播得更快更远。
附近数县，如象州、桂平、郁州、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都有不少人人会拜上帝。
在这一大群人中。
最多的还是紫荆山中的烧炭工人和其他贫苦农民，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依靠，备受欺凌，迫
切需要精神的慰藉和实际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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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要撰写一部洪秀全的传记，笔者并不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笔者仅写过两三篇有关洪秀全的论文，相比许多在此方面卓有成就的研究者，只能算是触及了一点皮
毛。
不过，我对太平天国史(主要是其思想文化部分)一直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所以接到写作任务后，就一
口答应了下来。
开始准备和动笔，才感到要完成好这项工作，比我预想的更加困难一些。
史学界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不仅成果特别多，而且分歧特别大，较小的异同不说，连太平天
国能不能称为一场农民起义，如今似乎都成了一个大问题。
本书定位于“雅俗共赏”，在学术上固然不必也难以过多深究，但对于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不能不有基
本的了解，尤其是对一些较为重要的分歧亦不能不选择或发表自己的看法。
可是由于时间紧，我虽然在此两方面尽量努力，但看的书仍然不够多，对很多问题的思考还是不够细
，下笔时常有似明似暗、底气不足之感，因而书中难免会有不少失当之处。
总的说来，本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很大的依赖性，正是因为借鉴甚至直接或间接采用这些成果，笔
者才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撰写工作。
因此，我要对辛勤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前辈学者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此外，我在写作过程中，也力求在前辈学者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写出一点新意。
一个有利的条件是，与洪秀全直接相关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集中，这使我可以花费较多时间和较大
精力来对其重新进行钻研。
努力的结果，是获得了对洪秀全的一些新的认识。
这些认识是笔者的一种学术探索，希望能为洪秀全及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提供某种新的视角，当然更期
望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教正。
书稿写成后，有幸得到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钟卓安研究员的审阅。
钟先生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文字表述上为我严格把关，多处提出宝贵建议，并亲笔加以修改，使拙
稿减少了错漏，增添了文采。
在此，特向钟先生致谢。
在搜集本书插图时，承蒙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牧航副教授热心相助，谨表谢意。
我还要感谢撰写之初对书稿写作提纲和样章提出过修改意见的本丛书各位编委，从他们那里，我得到
了许多启发和帮助。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太平天国开创者>>

编辑推荐

《太平天国开创者:洪秀全》由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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