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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色鲜明、 灿烂多
彩、 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 其开发利用已引起
社会的重视。 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 整理和
研究， 虽已有 《岭南文库》 作为成果的载体， 但
《岭南文库》 定位在学术层面， 不负有普及职能，
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 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
微的岭南文化现象。 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
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
因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 出
版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的初衷盖出于此。 因此，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可视作 《岭南文库》 的补充
和延伸。

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 选题广泛， 覆盖面
广， 力求文字精炼， 图文并茂， 寓知识性于可读性
之中， 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与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共同策划、 编辑， 岭南
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 广东
人民出版社出版。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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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倚栏看剑， 泪洒英雄”

广州越秀山镇海楼上有一副楹联：

万千劫危楼尚存， 问谁摘斗摩星，
目空今古？

五百年故侯安在， 使我倚栏看剑，
泪洒英雄！

此联雄浑苍茫， 令人荡气回肠。 今天的广州
人， 还有谁会有这种俯仰古今的感慨呢？

清末丘逢甲兵败台湾， 来到广州， 登楼
远望， 感时伤世， 作 《镇海楼》 诗两首， 其
中有云： “苍茫自洒英雄泪， 不为凭栏忆故
侯。” 不为故侯， 又为何人？ 登临此际， 环
顾熙熙， 不禁慨叹如今的广州人只识倚栏看
生猛海鲜， 泪洒一介书生如我！

多年前看金庸的 《袁崇焕评传》， 读到
他写袁的广东人性格， 那种率直豪迈、 刚强
侠烈、 像一团火一样的性格， 深获我心。 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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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说， 袁崇焕一心报国， 管他什么上司、 职

权， 说一声“×那（他） 妈， 顶硬上， 几大就
几大！ （意为怎样就怎样）” 就带领宁远守军
杀向努尔哈赤的清兵。 金庸接着说， 淞沪抗
战时， 十九路军的广东兵赢得江南人民的热
烈崇敬， “因为大家都说： 广东兵一骂‘×那
妈！’ 就挺枪冲锋， 向日军杀去了。” 过去广
东人的那种粗野而忠烈的性格， 令我眼热。

今天这句广东“三字经” 也有喊的时
候， 比如在足球场上， 万人一声地“丢” 对
方球员， “丢” 裁判， 甚至“丢” 自己的队
伍。 但赛事一完， 拍拍屁股就走， 啥事没
有。 只剩下一点粗俗的和功利的处世哲学。
呜呼， 问粤人豪情何物， 谁人曾与评说？

对一国、 一民族的性格的研究， 是很困

从河南 （珠江南岸） 远看的广州城。 城市被城墙围着， 以把外国商馆与周围地区隔开。
（油画， 约 １８４０ 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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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也很危险的。 Ｅ．Ｈ．埃里克森说： “常听
人说， 不论你心目中的美国性格是何模样，
我们总可以给他找出正好相反的性格对立
面。” （《童年与社会》） 这也正是我对国民
性格研究的担忧。 如上面我说， 今天广州人
只识倚栏看生猛海鲜， 一时感慨之语而已，
读者诸君又岂可当真！

然而， 自从１９世纪末美国哈佛学者Ｈ．亚
当斯最早认识到国民性格属于正当的学术研
究对象之列起， 西方学术界基本同意， 国民
性格研究虽然困难， 却很重要。 “在美国，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对国民性格的一
种研究潮流， 把人类学和心理学方法应用于
研究现代新社会。” （Ｍ．米德） 于是我们读
到Ｒ．本尼迪克特的 《文化模式》、 《菊花与
刀》 等经典性的国民性格研究著作， 阅读这
些著作以后， 我们可以相信， 这种研究的动
机和成果是应该赢得科学的信任。

继而我们不难明白， 研究一国之中的某
地方的国民性格， 又是何其不容易的事。 我
从来不敢相信某某地方的人就真的是人们笔
下所写的那样， 现在我同样不敢肯定广州人
就是我笔下的广州人， 而只能说， 这就是我
心目中的广州人。 在这样自得的心绪下， 谈
一点我们这代人所经历过的广州人与物的陈
年旧事， 亦一乐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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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种的遥想

广州人的面相似乎是太有特征了。 北方
人谈起广州人的特征好像都满有把握： 他们
不就是那种尖嘴猴腮、 颧骨高高、 个头矮
小、 步履轻捷的样子么？ 其实， 这种把握十
有八九是要出错的。 比如， 笔者就是土生土
长的广州人， 但因我长得比较高大， 所以外
地的朋友都说我不像广州人， 其实是不像他
们心目中的所谓广州人。

据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位人口学家声
称“７０％的广东人不是汉人”， 因而引起轩
然大波。 不管这是怎样得出来的结论， 所反
映出来的那种“非我族类” 的心态倒是很明
显的。 不过， 从古人类学的研究来看， 这种
说法未必全错。

１９５８年６月， 广东韶关马坝的农民在挖
掘一个石灰岩洞穴的堆积物作肥料时， 发现
了一个古人类的残破头盖骨和许多动物化
石。 这头骨被称为“马坝人”。 据考证， 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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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中年男性， 生活在距今约１３万年前。
在人类进化系统中， 他属于早期智人， 而且
至今仍是华南地区唯一的早期智人化石。

马坝人是岭南土著的先祖。 但马坝人是
什么人呢？

１９７５年美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威廉·豪
厄尔斯来中国访问时观察了马坝人化石。 他
回去以后在论文里写道， 马坝人在形态上与
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也许更为相似； 他说如果
这头骨在１９５０年发现于欧洲， 会被称作典型
的尼安德特人。

中国古人类学家则强调马坝人“有比较
重要的特征可以将其与尼人分开而归入中国
古人类的进化系列”。 但同时也含蓄地表示，
马坝人也有个别特征“使人联想到与欧洲古
人类之间的基因交流的可能性”； 另外， 与
菲律宾群岛的古人类化石比较的结果也“暗
示中国与东南亚海岛中的古人类之间有过一
定程度的基因交流”。

看来， 马坝人还真有点“非我族类” 的
味道。 或许还可以说， 他们最基本的因子是
交流和开放， 没有什么闭锁的心态。 倒是那
些视岭南土著为“蛮夷” 的中原人显得有点
闭锁， 有点自大， 就像他们几千年一直以
“中央天朝” 的心态面对世界一样。

马坝人的后裔有可能是一直传承下来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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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又陆续在马坝狮子岩
的其他洞穴里发现了后来的人类化石， 古人
类学家认为这可能表明了马坝地区古人类活
动的持续性。 这说明， 马坝人确是岭南广州
人的先祖。

美国考古学家索尔海姆撰有 《史前时期
中国南部主人是谁？》 一文， 强调了南中国
史前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自洽性， 是合理
的。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在研究分
布于南洋和太平洋区域的南岛语族的起源
时， 也有意识地探索着它与中国东南部地区
的联系， 令我们思考南中国人种的基因和文
化的辐射力的问题。 更有甚者， 我国学者有
人大胆地以马坝人的种族特征论证中国人种
起源于南方。

抛开这些显得有点学究气的古人类学的
论述， 我们对于广州人的土著远祖不妨怀有
一种遥想： 他们有比较明显的蒙古人种南亚
类型的体质特征， 肌肉比较发达， 生活在一
个气候温润、 森林茂盛、 动植物繁多的适宜
环境中。 他们懂得制造工具， 而且有比较高
超的制作技术和美感。 他们围猎野兽， 相互
关心，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会围坐在篝火边分
享劳动的成果。

一位思想家曾经说过， “有了人， 我们
就开始有了历史”。 广州人的故事就从这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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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 可能有些
广州人会有一种模
糊的想法， 以为自
己的祖先应该是从
北方迁移来的。

事实上， 古代
越人在新石器时代
以后与中原的确有
人种的交流和迁
移， 因而会产生民
族的融合。 但那种
绝对纯粹的人种迁
移看来是不大可能
的。 梁启超先生对
于民族人种问题的
看法是： “华夏民
族， 非一族所成。
太古以来， 诸族错
居， 接触交通， 各
去小异而大同， 渐
化合以成一族， 后世所谓诸夏是也。” 应该
说是很有道理的。

有些书上说今天的绝大多数广州人耻于
承认自己是岭南土著的后代， 然后进一步引
申出广州人受中国正统思想的影响， 喜以中
原血统为正宗， 这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说

上图： 清末广州的读书人。 下图： 民国初年的广州青
年学生。 这些岭南人， 都有比较明显的蒙古人种南亚类型
的体质特征。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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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坝人头骨化石和复原像

法。 对广州人来说，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
题———没有人会考虑这么远的人种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 广州人对人往往有一种现实
主义的认知态度， 看人是英雄莫问出处， 哪
管你是何方人种。 古人尚且会说， “王侯将
相， 宁有种乎？” 广州人就更不会以“种”
取人， 他们从来没有崇拜过“血统论”。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
时节。” 诗人毛泽东诙谐、 轻松地描绘出一
幅欢愉的人类童年景象。 遥想马坝当年， 那
几个石头却是被磨了很漫长的岁月， 南中国
人才又跨过了一道门槛， 迎来了新石器时代
农业社会的曙光。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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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猎首族的星空

暮色降临了。 林边小道上有一个人行色
匆匆， 他似乎也感觉到林间阴影中有不祥之
鸟在栖伏着， 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就在这
时， 从路边的草丛中跃起两条人影。 人影手
起刀落， 行人的头颅已滚进了一个预先准备
好的藤编袋子。 两条人影箭一般地射进林
子， 隐没在浓浓的夜色之中。

山寨燃起了松明， 到处一片欢腾。 在无
数双闪耀着喜悦的目光的注视下， 行者的头
颅被挂在树枝上， 不屈地仰首问天， 问那片
猎首者的星空， 一边不情愿地接受着那两个
汉子的拜祭和在他们身后的一大群腾舞雀跃
的人们的歌颂。

———这不是武侠小说中的一段， 而是由
人类学、 民族学研究揭示出来的真实的一
幕， 一幅残忍然而真实的图画。 这是一种被
称为“猎首” （Ｈｅａｄｈｕｎｔｉｎｇ） 的风俗， 在古
代南岛语族地区十分流行， 在我国某些地区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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