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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
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
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19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
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
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
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
当中国社会跨进20世纪80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
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
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
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锦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
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
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
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
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
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
　　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
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350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
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
中占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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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岭南文库：广府文化》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
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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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文明离不开江河湖海之孕育。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起源与黄河水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代考古学界越来越认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源说，多源说与多条河流水系有关。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珠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起源区域。
珠江流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
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与珠江水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岭南居民的这一特点，早为先人所注意，《淮南子》就说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
珠江三角洲的发育形成，对广府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一）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形成了城镇圩市商品流通网络。
珠江三角洲平原是岭南最大的平原，沙田的推进和利用，为来自农业生产力先进地区的移民提供了有
潜质的处女地，并得到不断的开发，沙田开垦成肥美的农田、鱼塘、桑基、葵基，成为岭南地区最富
饶肥沃，也是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地区，吸引着南下移民在此聚族而居，加速形成封建宗族社会，出现
圩市、乡村乃至城镇。
明清时期发展尤为迅猛。
富饶的农业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促进形成了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商品流通网
和以肇庆为中心的粤西西江流域商品流通网，带动了农村圩市的兴起以及专业性圩市的形成，使珠江
流域的商品市场初具规模。
明嘉靖年间，广东各地有圩市439个，广州府占了136个，肇庆府占49个。
至清道光年间，珠江三角洲有的县已有圩市100多个，如南海县就达到126个。
专业性的圩市多设在农作物专业区，如南海的九江丝圩、竹圩、瓜菜圩、布圩、猪仔圩、桑市、蚕市
、官窑圩，番禺的花市，顺德的龙江圩、丝圩，高要专售柑橘秧苗的广利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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