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江历史文化之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江历史文化之旅>>

13位ISBN编号：9787545300147

10位ISBN编号：7545300149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时间：《西江历史文化之旅》编委会 珠海出版社  (2009-11出版)

作者：《西江历史文化之旅》编委会 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江历史文化之旅>>

内容概要

《西江历史文化之旅》讲述了西江流域的文化史，包括肇庆、云浮、江门、佛山、中山、珠海的历史
文化。
西江在三水只是十分之三的水量与北江汇合，其余七分水（也即是其主流）则经佛山转至江门、中山
、珠海而出南海。
这次活动联合的六个市，体现了在水系上的明确理顺，是地理学上的新收获。
从文化学上说，西江文化的名称和概念出现甚久了，但其包括哪些地方、有些什么内涵、特质、特色
，有些什么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和景点等等，都是欠缺系统研究的，虽然有的县市曾做过一些工作，但
多是停留在对本地的自行研究和推介。
这次活动，放眼全江流域，打破县市界限，不仅将整条西江的古今文化家底搞清楚，对每地文化也都
做出了明确的定位，而且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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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珠江水系的最大主干流——西江，发源于云南曲靖的马雄山，流经云南、贵州、
广西、广东，在珠海市流出南海。
这条主干流的上游河段，分别称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邕江、浔江；以梧州为界的下游河段，历
来称之为西江。
所以，虽然这河段实际是小西江，但称其为西江也是有理有据的。
 2008年4月至7月，西江流域的六市报纸——《珠海特区报》《江门日报》《中山商报》《西江日报》
《云浮日报》《梧州日报》联合发起“西江历史文化之旅”，对这下游河段各县市的古今文化，进行
了系列采访报道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良好影响。
我认为，起码在三个层面上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从学术层面上说，是对西江文化研究有新的开拓。
过去对西江的概念，在地理学上不是很明朗，许多人都认为西江在三水思贤滘与北江汇合之后，即汇
于珠江三角洲水网而出海了。
其实，西江在三水只是十分之三的水量与北江汇合，其余七分水（也即是其主流）则经佛山转至江门
、中山、珠海而出南海。
这次活动联合的六个市，体现了在水系上的明确理顺，是地理学上的新收获。
从文化学上说，西江文化的名称和概念出现甚久了，但其包括哪些地方、有些什么内涵、特质、特色
，有些什么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和景点等等，都是欠缺系统研究的，虽然有的县市曾做过一些工作，但
多是停留在对本地的自行研究和推介。
这次活动，放眼全江流域，打破县市界限，不仅将整条西江的古今文化家底搞清楚，对每地文化也都
作出了明确的定位，而且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开拓。
如：历来对广东文化的研究，多是将民系文化与水系文化研究机械分开，这次活动则将两者结合，提
出了“西江流域是重要的广府文化带”的新观点，并且连锁提出：东江是客家文化带、北江是广府与
客家混合文化带、韩江是潮汕文化带、南江是岭南土著——百越族遗存文化带的观点，从而对珠江水
系的文化研究，起到系统化的作用，从而也由此与中国和世界水文化体系对接。
此外，还提出“中国海洋文明始于西江”“珠海是中国近代海洋文化第一港”等新观点，都是在学术
上很有开拓意义的。
 从新闻层面上说，是对报道的采访和组织方式有新开拓。
其实，上述这次活动对西江文化在学术上的新发现，本身就是很好的新闻亮点。
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亮点的采访方式，是有新开拓的：他们改变了“蜻蜒点水”的采访方式，采取
事先作好充分准备的做法，在向有关专家请教、阅读研究古今有关资料后，才到实地采访；并在采访
时，认真从历史文化中找出新的亮点，尤其是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化旧为
新，古为今用，从而使活动的报道不仅是历史文化介绍，而且是读者有兴趣的亮点新闻。
在组织方式上，以合作采访、资源共享、同时报道的做法，改变“独家采访独家用”的模式，使新闻
的报道面、覆盖面、读者面和影响面都大为扩大；同时，通过活动，为备报社提供了相互学习的机会
和平台，提供了外省籍记者深入了解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机会，促进对青年人的培养、成长，加强
了报社之间的交流和友谊，都是很有开拓和实际意义的事。
 从现实层面上说，也是甚有丰富开拓意义的。
当这次报道正在进行的过程中，不仅已经有许多读者、学者来信来电咨询，而且引起了不少开发商的
兴趣和关注，尤其是旅游界的关注，很快起到了“文化搭桥经济唱戏”的作用。
尤其值得高兴的是：在这次活动结束不久，由广西南宁、贵港、梧州和广东肇庆、云浮、佛山六市共
同举办的“西江经济发展论坛”在梧州开幕。
论坛提出了以西江水道为纽带，共同发展经济的构想，并由六市领导签署了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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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江历史文化之旅》介绍了珠江。
珠江文化有着明显的特点。
首先是它的多元性和兼容性，这特点似乎与珠江是多条江河自西、北、东之流而交汇的水态有关，是
多元而后交汇汇聚兼容于一体之中：从历史上说，由土著的百越文化与来自五岭以北的华夏文化、荆
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以及来自海外的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洋文化的先后
结合与交融；从当今的珠江水流地域的文化类型而言，除此较明显的粤文化地区有着广府文化、客家
文化、福佬文化和新起的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移民文化之外，尚有可称之为珠江亚文化的滇云义
化、黔贵文化、八桂文化、海湾文化、琼州文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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