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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里说的走廊，是指文化地理上的空间类型，也可说是连接于不同文化间的特殊通道。
    人类是行走者，自生到死，难以停息。
个体的行走，意味着日常的基本运动；种群的行走，则体现为有选择的空间迁移。
其中既限于一定的界限又循着特有的路径。
古往今来，人这一物种逐渐广布于世界各地，并因各自的血缘纽带形成彼此相分的群团。
通常情况下，人们只要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便不再费力地四处奔走，而是稳定于各自生息的特定范
围。
偶尔，再越过界限来往于相互之间：寻求交流，扩展视野，或探险或商贸，或征战或和亲⋯⋯久而久
之，那些逐渐稳固并能促使彼此沟通的路径，便形成了世人公认的跨区走廊。
    在游猎时代，行走意味着食物的捕获与“逐水草而居”。
那时，天当被地当床，四方流动，来去自由——居无定所，也就未出现明显的走廊。
进入定居农业，人们逐渐捆绑于土地，开始分为明晰的聚落。
但在往昔漫长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奏里，虽然日常的空间缩小了，个体和部族的生活也还
有村野的循环及婚嫁的流动，有“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在半径，以及人心敬畏、不轻易触
动的自然圣地。
只是随着楼房林立的都市和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宣示了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群落之间才失去
缓冲，没有过渡，亦无空白，族群性的行走被拆散成不相呼应的个体碎片，广漠无垠的空间被改造为
彼此设防的边界和界限森严的僵硬领地。
文明成为牢笼，走廊被切割为不再通畅的绝途与遗迹⋯⋯也就是说。
人类按血缘聚居、彼此往来且静动交错的空间方式发生了难以逆转的蜕变。
    正是在这样的蜕变里，反观以往的自然空间和文化走廊便有了特别的意义。
    纵观人类历史，在地球上各相对独立的人群之间出现过众多促使彼此沟通连接的地带。
相对于被视为“文化区”的类型，人们习惯称之为“通道”或“走廊”。
这些走廊往往与该地区的自然地貌有关。
它们的形成体现了人对环境的认识和适应，同时也反映出特定族群的文化交往和传承。
再者，结合世界史的“轴心”理论来看，在全球的各区域性文明之间，正由于有大大小小的“走廊”
存在，才使得各“轴心”不至于彼此隔绝和窒息，而是逐渐靠拢并最终连为一体。
　　中国第一个帝国边疆的设计理念是〔北堵南疏〕，它造就了两个历史工程。
长城已经成为不配的遗产，岭南走廊却在历史的岁月中被淡忘。
为什么？
本书将有助于解开这一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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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兆荣，喜交学友，不擅辞令，心诚可鉴，遵循学海无涯、学问无界原则、谨慎穿梭于诸学科之间。
身为教授、博导、主任，却不在意帽子头衔，更热衷学者之道。
生性好奇，学习古典，不顾久远；探讨新学，不忌时岁，年轻时斗胆研究希腊、罗马之经典，半百后
却叩响旅游人类学的门。
欣赏一句话：“人活着要多为别人着想，多为后代着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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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华帝国的地理与政治构造绪言 今天，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的时候会吃惊地发现，一个地理频道的内容具有如此大的包容性：世界大战、历
史揭秘、内阁更迭、刺杀总统、间谍疑案、飞机失事、地震海啸、生物奇观、性别秘密、考古谜案、
文明遗址、神话情结、生命探索、科技材料、地质地貌、生态环境、气象变化、能源开发⋯⋯无所不
包。
这使我们领悟到，地理在此原来只是一个“支点”，当它与历史、政治、军事、自然、社会、文化等
联系在一起时，便获得了广阔的叙事能力，也获得了巨大的认识和诠释空间。
我们讨论的问题将以一个历史事件为根据，这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在他新的庞大帝国的边陲
做了两件事，即所谓的“北堵南疏”。
具体地说，秦始皇在帝国边陲进行了两个大工程——在北方修筑长城；在南方修筑“岭南走廊”，打
通内陆到海洋的通道。
长城的重要性和标志性早已无需赘言；然而，与北方这个浩大工程相比，在南方的这个工程历来不被
重视，其中的“谜结”迄今为止仍未彻底解开。
本书将对这个断断续续的历史工程的形貌进行一些考察，以期为揭开这个历史之谜提供一些思路。
而当我们致力于对某一个“地方”，尤其是对一个庞大的、传统的文明体系中的边缘进行研究时，地
理也是一个支点，所有历史事实和历史叙事，包括现场调查、遗址测定、分类抽样、资料搜集、文献
考释、采访问卷、样本分析等，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政治地理学的范畴，毫无疑问，也都有了国
家地理的意味和寓意。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岭南走廊>>

后记

一个人十几年来陆续来回穿梭于一个边缘地带，就好像来回穿梭于“家”那样。
在贺州一带做田野.屈指算来已不少于十二次。
久了，自然逐渐熟悉了那个地方，也就逐渐有了一些“地方感”，也因此有了这样的课题。
对于课题，我们首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帝国的边缘是如何建构的？
显然，要在一个边缘地带找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复杂、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封建帝国以及变迁的规律委实
困难。
即使是人类学通过“田野作业”（fieldwork）所获得的地方化资料也不足对这一庞大文明体的内在原
理做更深入的归纳和更高的提升。
盘缠其中的永久性争议不外乎是：在某一区域所看到的“边缘性”能不能，或在多大的层面上具有中
华文明的“普世价值”？
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天底下有“普世价值”吗？
人们或许会说那只是一个个案。
它确实只是一个个案。
人们或许会说，那只是一个地方。
它确实只是一个地方。
不过人们或许同时意识到：个案的力量恰恰来自于个案，只要我们不奢求太多；地方的价值正好源于
地方，只要我们不期望太高。
想以十几万字的小书去求证几千年存续的文化走廊是不可能，也是不可以的。
不过.我们试图以一种新的视野，以尽可能的方式将材料（包括地理的、历史的、族群的、器物的、口
述的、展演的等——都可视为“遗产”）集中起来，以提示：岭南走廊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通
道。
对它的重新发现，有助于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重新发现！
不是因为不能免俗而不得不致谢，而是在这本小册子的撰写过程中作者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
首先要感谢的是黄向春博士和梁昭博士，他们虽然都是年轻学者或是我的弟子，但他们的劳动、智慧
和研究成为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要感谢我的法国老师Jacque Lemoine教授，是他把我带进瑶族研究，带到这一块土地。
我还要感谢叶舒宪、胡庆生、邓元东、刘小春、郑威以及这十几年给予帮助的朋友和当地民众。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没有她们的支持、理解和宽容，我不可能这样长时间地在外做田野。
在知识爆炸、资讯累赘的今天，以传统著书方式“产生”的结果充其量只不过在书架上多出一小书而
已。
然而，小书的作者却仍免不了忧心忡忡，“小册子”也许有“大谬误”。
诚请读者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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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第一个帝国边疆的设计理念是〔北堵南疏〕，它造就了两个历史工程。
长城已经成为不配的遗产，岭南走廊却在历史的岁月中被淡忘。
为什么？
《岭南走廊:帝国边缘的地理和政治》将有助于解开这一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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