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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引
陈平原

比起动辄百数十万字的高头讲章来，你面前的这册小

书实在“分量不够”。可如果换一个角度，不从字数而从

心情着眼，此书同样（甚至更加）是“沉甸甸的”。三个

各有专长的潮籍学者，精选若干拿得出手且普通民众也能

读懂的谈论潮汕文化的文章，献给父老乡亲（以及对潮汕

文化有兴趣的读者），当然是别有幽怀了。

长话短说，这“幽怀”就体现在以下三句话：第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势不可挡的当下，学者有义务为保护文

化多样性出谋献策；第二，关注、发掘、阐释你所熟悉的

乡土世界及其知识体系，可以是一种兼及情怀的大学问；

第三，潮学不仅仅属于潮人，可以有而且必须有更为开阔

的学术视野。

比起长期扎根潮汕的林伦伦与黄挺二兄，我在潮学

领域的投入与积累明显不足，属于胡适所说的“提倡有

心，创作无力”。不过，借助这回合作主编《潮汕文化读

本》，以及合刊《潮汕文化三人谈》，自信我对于家乡的

W10035w1.indd   1 2017-1-20   11: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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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状、文化与风物、学问与精神，会有更为深入的

理解与体悟。假以时日，说不定哪一天我也能像林、黄二

兄一样，成为博识宏通的“潮学专家”。

2016年8月29日

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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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广东潮州人，1954年生。曾在粤东山村插

队八年，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得以重返校园。1982年

毕业于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

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

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

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

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

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

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

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国家

陈平原简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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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

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

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

会科学】（1995，1998，2003，2009，2013），北京市第

九、第十一、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6，

2010，2012），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

奖（2006），第一、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

（2002，2006）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学术著作奖（2016）

等。先后出版《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1987）、《中国

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二十世纪中国小说

史》第一卷（1989，后改名《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

《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1992）、

《小说史：理论与实践》（1993）、《中华文化通志·

散文小说志》（1998，后改名《中国散文小说史》）、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老北大的故事》

（1998）、《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1999）、《中国大

学十讲》（2002）、《当代中国人文观察》（2004）、

《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2004）、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当年游侠人——

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2006）、《大学何为》

（2006）、《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

（2007）、《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2008）、《左图右

2

三 人 谈

W10035w1.indd   2 2017-1-20   11:23:42



3

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2008）、《大学有精

神》（2009）、《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与都市想象》

（2011）、《假如没有文学史……》（2011）、《读书的

“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2012）、《大学

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2014）、《图像晚

清——〈点石斋画报〉之外》（2014）、《“新文化”

的崛起与流播》（2015）、《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2015）、《大学新语》（2016）、《六说文学教育》

（2016）、《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

径与境界（增订版）》（2016）等著作三十余种。另外，

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

文集刊《学人》；2001—2014年主编学术集刊《现代

中国》。

陈平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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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看家乡潮汕

——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

陈平原

古往今来，“风景的发现”——即何人、何时、何

地、因何缘故发现此处“风景殊佳”，绝对是一门学问。

你觉得“溪山行旅”很好，我以为“海上日出”更佳，

他则认定“都市繁华”最值得入画，所有这些，很大程度

系于观察的时机、角度与心境。因此，不同民族、不同时

代、不同阶层，因生活方式与文化趣味迥异，均有可能发

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风景。 

中国人大都记得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

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

山中。” 此诗常被当作人生哲理解读，但忽略了其游客心

态——此乃元丰七年（1084）苏轼游庐山那十几天写下的

七首绝句之一。热心于谈论庐山的，还有另外两种人，一

是从未来过，只凭书籍阅读，便展开无限遐想；二是本地

人士，每天与之对话，闭着眼睛也能如数家珍。为何游客

W10035w1.indd   4 2017-1-20   11:23:45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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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诗最有名，这就说到发现风景的最佳视角，那就是

能入能出，时内时外。

如果这风景恰好是你的家乡，你的观察必定带上感情

色彩。因此，当你谈论这些乡土、乡音与乡情时，必须不

时跳出“此山”，兼及体认、表彰与反省，这才可能有深

入的“观察与思考”。

一、远近高低各不同

我从小在潮安长大，念大学才走出家乡。多年后回

想，自己离开潮汕时的感受，很像梁启超《新大陆游记》

（《新民丛报临时增刊》，1904年）所描述的：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

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

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

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

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饮冰室合

集·专集》卷二十二，第36页，中华书局，1936年）

一百年前如此，今天也不例外——从小地方走出去的

读书人，很容易有这种感觉。初出家门，站在高处，回望

W10035w1.indd   5 2017-1-20   1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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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家乡，往往更多看到其缺失与遗憾。必须是饱经沧

桑，方能以平常心看待自己家乡的利弊得失。记得唐代禅

宗大师青原行思谈参禅：“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

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

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远行的游子，大都经历这么

一个曲折回旋的过程。 

十年前，《南方日报》组织了“广东历史文化行”系

列报道，对全省范围内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名人、文物遗址

等做了系统表彰。我有幸应邀撰序，其中有这么一段：

如何深情地凝视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

土”，是个既古老又新鲜的挑战。说“古老”，那是

因为，在传统中国，类似地方志那样表彰乡里先进、

描述风土名胜的著述不胜枚举。说“新鲜”，则是随

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推进，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成

了一大难题。于是，发掘并呵护那些略带野性、尚未

被完全驯化的“本土知识”或“区域文化”，便成了

学界关注的重点。（《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

〈广东历史文化行〉引言》，《同舟共进》2006年第

4期；收入杨兴锋主编《广东历史文化行》，南方日

报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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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汹涌澎湃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大潮彻底淹没文化的

多样性，是我一直关注的话题。在2015年12月13日召开的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我再次提及：

在全球视野中，最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化崛起，

是很值得期待的。我关心问题的另一面，即中国文化

内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相信大家都有切身体会，回

头仔细看看，我们走出来的那个家乡，已经完全不是

原来那个样子了。三四十年间，众多青年才俊通过上

大学告别原先生活的村镇或小城，来到大城市念书、

工作并定居下来。多年后回去，你会发现，我们的家

乡变了，最最关键的是，伴随着经济力量的横冲直撞

以及大众传媒的无远弗届，原先相对封闭状态下形成

的文化多样性，正迅速瓦解，并日渐消失。从建筑到

衣着到习俗到娱乐方式，已经跟北上广等大城市差不

多了，只是体量及质地下一二个档次而已。（《陈平

原：经济全球化推动力强大  实现文化多样性困难

大》，财经网2015年12月17日）

记得大学毕业时，同学间互相留言，我的本子上有这

么一段：“潮汕平原很美，也很精致，可惜太小了。”我

明白同学的志向与期待——在全国地图上寻找，我的家乡

W10035w1.indd   7 2017-1-20   11: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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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很小。这里的小，不只是面积与人口，还包括其在中

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每当朋友或同事吹牛，说起自己家乡

的山水、人物与故事，常常是他们说的我知道，我说的他

们不晓得。不是我学问渊博，而是别人的家乡更知名，也

更有影响力。只有说到潮州菜时，大家才一致首肯。

这就涉及潮汕人常挂在嘴边的“省尾国角”——这不

仅是地理位置，也是经济力量，更是文化及心态。如此自

嘲，虽不无道理，但需要重新反省。这里借用两位先贤的

话，看能否催生出新的论述方式。

梁启超在长文《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1905）中

称：就中国史观之，僻居岭南的广东有如鸡肋；就世界史

观之，地处交通要道的广东至关重要。从南路海道入手，

梁启超论述广东交通的初开期、发达期、全盛期、中衰

期、复苏期、过渡期，最后是“广东之现在及将来”，断

言作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广东非徒重于世界，

抑且重于国中矣”。（《饮冰室合集·文集》卷十九，第

76页、第92页）。具体论述容或粗疏，但思路值得我们借

鉴：那就是参照系变了，学术思路以及评价标准都会随着

转移。依此类推，谈论作为区域文化的潮汕，应着力发掘

此前在大一统格局下被遮蔽的特殊价值。 

原北大教授金克木于20世纪80年代写过一篇很有影响

的短文《说边》：“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不大讲边，其

W10035w1.indd   8 2017-1-20   11: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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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边上大有文章可做。没有边，何来中心？中心是从边上

量出来的。”这大有讲究的“边”，有空间的，有时间

的，也有立场及思维方式的。“《阿Q正传》只写了几个

点，都在边上。阿Q和赵太爷、和假洋鬼子、和小尼姑的

冲突都在交界处。不见交界就是没见到整体。”（《燕口

拾泥》第33—35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这里讨论

的，并非居中心者不能骄傲，而是身处边缘未必就黯淡无

光，或许更有特立独行的潜质。当然，必须具有某种全局

性思考，方能在交界处审时度势，突然发力。

林语堂说过一句俏皮话：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都出

在津浦线两侧。1912年通车的津浦铁路，北起天津总站，

南至江苏浦口，贯穿华北与东南。那是小品文，不是统计

学，只能意会，不好深究。不算割据（南越王）或国外

（郑信），广东因开发较晚，历朝历代没有在大一统帝国

当皇帝的，连大官也都不太多。清末民初出了个临时大总

统孙中山，那也是得益于梁启超所说的“世界史上广东之

位置”。今日中国政坛，广东人的影响力依然不大，潮汕

更是如此——说白了，这不是个搞政治的地方。

不搞政治不等于就没有好出路。撇开官场逻辑，身

处“省尾国角”的潮汕，在多重视野中来回观察，交互作

业，或许会有新境界出现。具体说来，引入粤东政经、岭

东文化、韩江流域、闽南方言、潮人社团、大潮汕这六个

W10035w1.indd   9 2017-1-20   11: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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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角度，涉及地理、历史、方言、文化、习俗、行政区

划、政治经济等，看是否真的能够“远近高低各不同”。

二、关于粤东政经

陌生人见面，总喜欢问是哪里人，我回答：广东人。

人家马上说，这就对了，你讲粤语的，在香港教书最合

适了。跟人家解释，我是潮汕人，讲闽南话。人家一脸

茫然——讲闽南话，为何是广东人？是呀，潮汕历史上

曾在眼下的广东与福建之间进进出出，直到唐开元十年

（722），从隶属江南道改为由岭南道管辖，这才站稳了

脚跟。谈论潮汕历史文化，一般都会提及明代《永乐大

典·风俗形胜》中这段话：“潮州府隶于广，实闽越地，

其语言嗜欲，与福建之下四府颇类。”之所以行政上隶属

广东，语言及风俗接近福建，就因为历史上有过如此拉拉

扯扯。

行政区划的重要性，实在不容低估。定下来了，说

你是你就是，今天不是，明天后天肯定是。长期的行政归

属，有效地形塑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乃至风土人情。我们

必须承认，潮汕人就是广东人，只不过讲闽南话，有自己

的风俗习惯而已。行政区划的重要性，先落实为政治与经

济，最后必定影响到文化趣味以及日常生活。即便你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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