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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已出书目

书 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定 价

1．禅宗六祖慧能 胡巧利 2004 年 10 月 10.00

2．广东塔话 陈泽泓 2004 年 10 月 10.00

3．明代大儒陈白沙 曹太乙 2004 年 10 月 10.00

4．南越国 黄淼章 2004 年 10 月 10.00

5．广州中山纪念堂 卢洁峰 2004 年 10 月 10.00

6．巾帼英雄冼夫人 钟万全 2004 年 11 月 10.00

7．岭南书法 朱万章 2004 年 12 月 10.00

8．西关风情 梁基永 2004 年 12 月 10.00

9．十三行 中荔 2004 年 12 月 10.00

10．孙中山 李吉奎 2004 年 12 月 10.00

11．梁启超 刘炎生 2004 年 12 月 10.00

12．粤剧 龚伯洪 2004 年 12 月 10.00

13．梁廷枏 王金锋 2005 年 1 月 10.00

14．开平碉楼 张国雄 2005 年 1 月 10.00

15．佛山秋色艺术 余婉韶 2005 年 3 月 10.00

16．潮州木雕 杨坚平 2005 年 3 月 10.00

17．粤剧大师马师曾 吴炯坚、 吴卓筠 2005 年 3 月 10.00

18．清官陈瑸 吴茂信 2005 年 3 月 10.00

19．北伐名将邓演达 杨资元、 冯永宁 2005 年 4 月 10.00

20．黄埔军校 李明 2005 年 4 月 13.00

21．龙母祖庙与龙母传说 欧清煜 2005 年 4 月 10.00

22．岭南近代著名建筑师 彭长歆 2005 年 4 月 10.00

23．潮州开元寺 达亮 2005 年 8 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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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光孝寺 胡巧利 2005年9月 10.00

25．中国电影先驱蔡楚生 蔡洪声 2005 年 9 月 10.00

26．抗日名将蔡廷锴 贺朗 2005 年 9 月 10.00

27．南海神庙 黄淼章 2005 年 9 月 10.00

28．话说岭南 曾牧野等 2005 年 10 月 10.00

29．历史文化名城平海 张伟海、 薛昌青 2005 年 10 月 10.00

30．晚清名臣张荫桓 李吉奎 2005 年 10 月 10.00

31．五层楼下 李公明 2005 年 10 月 10.00

32．龙舟歌 陈勇新 2005 年 10 月 10.00

33．潮剧 陈历明 2005 年 10 月 10.00

34．客家 董励 2005 年 10 月 10.00

35．开平立园 张健人、 黄继烨 2005 年 11 月 10.00

36．潮绣抽纱 杨坚平 2005 年 11 月 10.00

37．粤乐 黎田 2005 年 11 月 10.00

38．枫溪陶瓷 丘陶亮 2005 年 11 月 10.00

39．岭南水乡 朱光文 2005 年 11 月 10.00

40．岭南名儒朱九江 朱杰民 2005 年 12 月 10.00

41．冼夫人文化 吴兆奇、 李爵勋 2005 年 12 月 10.00

42．潮汕茶话 郭马风 2006 年 1 月 10.00

43．陈家祠 黄淼章 2006 年 1 月 12.00

44．黄花岗
45．潮汕文化
46．广州越秀古书院

卢洁峰

陈泽泓

黄泳添、 陈明

2006 年 1 月
2006 年 3 月
2006 年 3 月

13.00

10.00
10.00

47．清初岭南三大家
48．韩文公祠与韩山书院
49．陈济棠

端木桥

黄挺

肖自力、 陈芳

2006 年 3 月
2006 年 3 月
2006 年 3 月

10.00
10.00
10.00

50．小说名家吴趼人 任百强 2006 年 4 月 10.00

51．广东古代海港 张伟湘、 薛昌青 2006 年 4 月 10.00

52．粤剧大师薛觉先 吴庭璋 2006 年 7 月 10.00

53．英石 赖展将 2006 年 7 月 10.00

54．潮汕建筑石雕艺术 李绪洪 2006 年 9 月 10.00

55．叶挺 卢权、 禤倩红 2006 年 9 月 10.00

56．盘王歌 李筱文 2006 年 9 月 10.00

57．历史文化名城新会 吴瑞群、 张伟海 2006 年 9 月 10.00

58．石湾公仔 刘孟涵 2006 年 10 月 10.00

59．粤曲名伶小明星 黎田 2006 年 11 月 10.00

60．袁崇焕 张朝发 2006 年 11 月 10.00

61．马思聪 陈夏、 鲁大铮 2006 年 12 月 12.00

62．潮汕先民探源 陈训先 2006 年 12 月 12.00

63．五仙传说 广州市越秀区文联 2006 年 12 月 12.00

64．历史文化名城雷州 余石 2006 年 12 月 12.00

65．雷州石狗 陈志坚 2006 年 12 月 12.00

66．岭南文化古都封开
梁志强、 朱英中、
薛昌青

2006 年 12 月 14.00

67．始兴围楼 廖晋雄 2007 年 1 月 12.00

68．海外潮人 陈骅 2007 年 1 月 12.00

69．镇海楼 李穗梅 2007 年 1 月 12.00

70．潮汕三山国王崇拜

71．广东绘画

72．潮州歌册

贝闻喜

朱万章

吴奎信

2007 年 1 月

2007 年 5 月

2007 年 6 月

12.00

12.00

12.00

73．海幢寺

74．黄埔沧桑

75．粤北采茶戏

林剑纶、 李仲伟

龙莆尧

范炎兴

2007 年 6 月

2007 年 7 月

2007 年 7 月

12.00

12.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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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广东客家山歌 莫日芬 2007 年 7 月 12.00

77．孙中山大元帅府 李穗梅 2007 年 8 月 12.00

78．梁园 王建玲 2007 年 8 月 12.00

79．康有为 （南粤先贤） 赵立人 2007 年 8 月 12.00

80.韩愈 （南粤先贤） 洪流 2007 年 9 月 12.00
81.广州起义 黄穗生 2007 年 9 月 12.00
82.中共“ 三大” 杨苗丽 2007 年 9 月 12.00
83.羊城旧事 杨万翔 2007 年 9 月 12.00
84.苏兆征 禤倩红、 卢权 2007年10月 12.00

85.潮汕侨批 王炜中 2007 年 10 月 12.00
86.利玛窦 萧健玲 2007 年 10 月 12.00
87.肇庆鼎湖山 余秀明 2007 年 11 月 12.00
88.历史文化名城梅州 胡希张 2007 年 11 月 12.00
89.乐昌花鼓戏 罗其森 2007 年 11 月 12.00
90.司徒美堂 张健人、 黄继烨 2007 年 12 月 10.00
91.乐昌风物与古文化遗存 沈扬 2008 年 1 月 12.00
92.李文田 梁基永 2008 年 1 月 12.00
93.名镇乐从 李梅、 蔡遥炘 2008 年 3 月 12.00
94.英德溶洞文化 赖展将 2008 年 4 月 12.00
9５.陈昌齐 吴茂信 2008 年 ４ 月 12.00
9６．丘逢甲 （南粤先贤） 葛人 2008 年 ４ 月 12.00
9７．张九龄 （南粤先贤） 王镝非 2008 年 ４ 月 12.00
９８．陈垣 张荣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２．００
９９．历史文化名城肇庆 丘均、 赖志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２．００
１００．粤曲 黎田、 谢伟国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２．００
１０１．广州牙雕史话 曾应枫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２．００
１０２．越秀山 曾新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５．００
１０３．六榕寺 李仲伟、 林剑纶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５．００
１０４．丁日昌 （南粤先贤） 黄赞发、 陈琳藩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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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陈恭尹 （ 南粤先贤） 端木桥 200８ 年 １０ 月 1５.00
１０６．屈大均 （ 南粤先贤） 董上德 200８ 年 １０ 月 1５.00
１０７．阮元 （ 南粤先贤） 陈泽泓 200８ 年 １０ 月 1５.00
１０８．余靖 （ 南粤先贤） 黄志辉 200８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０９．关天培 （ 南粤先贤） 黄利平 200８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１０．名镇太平 邓锦容 200８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１１．黄遵宪 （ 南粤先贤） 郑海麟 200８ 年 １２ 月 1５.00
１１２．郑观应 （ 南粤先贤） 刘圣宜 200９ 年 １ 月 1５.00
１１３．北江女神曹主娘娘 林超富 200９ 年 １ 月 1５.00
１１４．南音 陈勇新 200９ 年 １ 月 1５.00
１１５．葛洪 （ 南粤先贤） 钟 东、 钟易翚 200９ 年 ７ 月 1５.00
１１６．翁万达 （ 南粤先贤） 陈泽泓 200９ 年 ７ 月 1５.00
１１７．佛山精武体育会 张雪莲 200９ 年 ７ 月 1５.00
１１８．客家民间艺术 林爱芳 200９ 年 ８ 月 1５.00
１１９．詹天佑 （ 南粤先贤） 胡文中 200９ 年 ８ 月 1５.00
１２０．广东“ 客商” 闫恩虎 200９ 年 ９ 月 1５.00
１２１．广府木雕 邹伟初 200９ 年 ９ 月 1５.00
１２２．潮州音乐 蔡树航 200９ 年 １０ 月 1５.00
１２３．端砚 沈仁康 200９ 年 １０ 月 1５.00
１２４．冯如 （ 南粤先贤） 黄庆昌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２５．广东出土明本戏文 陈历明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２６．五邑银信 刘 进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２７．名镇容桂 （ 顺德名镇） 张欣明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２８．名镇均安 （ 顺德名镇） 张凤娟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２９．名镇勒流 （ 顺德名镇） 梁景裕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３０．名镇龙江 （ 顺德名镇） 张永锡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３１．名镇伦教 （ 顺德名镇） 田丽玮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３２．名镇大良 （ 顺德名镇） 李健明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3３．名镇陈村 （ 顺德名镇） 李健明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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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3４．名镇杏坛 （ 顺德名镇） 岑丽华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3５．名镇北滘 （ 顺德名镇） 梁绮惠、 王基国 ２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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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德名镇》总序

一个政府的襟怀， 是可以从它对文化教育投入
的力度窥知其大略的。 就整体而言如此， 从局部来
看亦复如此。 这里的所谓襟怀， 是指抱负和韬略。
高瞻远瞩的政府是没有不把文化教育置于议事日程
的显著地位， 并为实现其抱负而殚精竭虑的。 这是
因为文化教育关系民众的总体素质， 而民众总体素
质的高低又与社会的兴衰密不可分。 国家的所谓软
实力， 说到底， 无非就是文教建设所导致的各种积
极效应。 这一类效应似乎很抽象， 但却十分实在。
它无从以数字计量， 但却悄然植入人心， 足以化作
难以估量的潜能和精神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最近几年， 顺德党政领
导对文教建设可以用一句成语来概括， 那就是“ 不
遗余力”。 作为顺德乡亲， 历年应邀参加家乡各种文
化教育活动， 次数已不知凡几， 每一次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 顺德各级政府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使我
对自己无限依恋的故乡的美好前景满怀信心。

在文化建设方面， 顺德党政部门对出版工作付
出了很大的努力，《 顺德文丛》 的出版， 就是其中卓
有成效的一项。 “ 文丛” 问世以来， 广受欢迎， 在
读者中反响强烈。 这套丛书已出版两辑， 还将继续
出下去。 这是一桩很有意义的文化建设工程， 自应
贯彻始终。 在这套丛书之外， 他们又组织力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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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 顺德名镇》 ， 成为广东人民出版社重点图书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中的一个专列。 《顺德名镇》
书分十册， 分别对顺德所辖十个镇级行政区域进行
总体性介绍。 各镇的历史沿革、 文化底蕴、 民俗风
情、 人物风采、 社会发展等， 都在各该书中有扼要
而实在的叙述。 这套系列书既是顺德各镇的“ 名
片”， 对外介绍自己的家业和履历， 借以广交朋友，
广结人缘； 对内又堪作励志的家谱， 让乡亲们特别
是年轻一代从中了解家乡的历史和现状， 为家乡的
沧桑而赞叹， 因祖辈的辉煌而感奋， 并为必将到来
的更为美好的未来而欢欣鼓舞。 因此它不仅是亲切
的乡土教材而已， 它同时还是一份爱国爱乡教育的
生动读物。 据介绍， 顺德在推进综合改革的试验中，
强镇放权是一项重要内容， 镇域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名镇文化的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祝贺 《顺德名镇》 的出版， 并希望这些“ 励志
的家谱” 不仅可以带来社会影响， 而且还能够成为
进入中小学生书包的辅导读物， 引导青少年熟悉家
乡、 热爱家乡、 建设家乡， 以充分发挥这套丛书的
作用。

２００９年 ９月
（序言作者系著名作家、 出版家、 《岭南文库》 执

行主编、 《顺德文丛》 顾问）

， M 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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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顺德自建县以来， 大良作为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 以其鼎盛人文、 丰茂物产、 繁盛经
济而深深吸引着四方才俊纷至沓来， 他们与
本地人一道尽情挥洒着不世才情， 共同创造
出荡气回肠的诗篇、 古朴淳厚的风俗、 笔墨
淋漓的书画和充满平民色彩的工艺与小吃，
挥写出一幅绵延数百年、 绚丽多彩的岭南水
乡风俗画卷。

然而， 细数五百年间事， 只有滩声似
旧时。

陈邦彦当年授徒的东庵虽仍寂寂地与古
老锦岩山相伴为邻， 西山庙每年除夕的香火
信众也如当年黎简目睹的鼎盛拥挤， 深秋月
夜下的清晖园也与龙家小姐推窗目睹的清幽
绝伦毫无异处， 九眼桥下的流水也仍如当年
欧大任送客般奔涌不绝， 但是， 几百年的人
世沧桑、 历史更迭， 直如沧海桑田， 东西倒
流， 如今再细细寻来， 其实大多已非当年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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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尤其是经济发达的今天， 人们在听曲赏
花之余， 总喜欢频频回眸， 但都不无失望地
发现， 那曾亲近的村庄早已远去， 那熟悉的
尘烟早已飘逝， 那老屋的断简早已散落无
踪， 那古老的文脉与厚重的底蕴正时断时
续， 渐行渐远， 让每天端着红酒杯、 深情眺
望绿水青山的清醒者不时萌生不知何处是故
乡的文化漂泊感与精神陌生感。

因而， 在我们分享现代文明带来的各种
福惠后， 系统而深入地梳理那残存在故纸陈
篇中的历史片段， 寻访那不再为人知晓的古
老工艺， 再绘古人奔走南北的人生路线， 接
驳早已断裂的民俗脉络， 在一字一句的文化
寻根中去用双手去拢罩那风中摇曳的文明香
火， 让它点燃我们心中的明灯， 再深情凝视
当下的一切， 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且
更能深刻领会到那苍苔斑斑的老屋深处寻常
老妪手中一针一线的文化意蕴， 也更能体味
从喧闹沸腾的水乡龙舟竞赛中体味到铿锵的
锣鼓背后的古老风俗， 自然， 也能更珍视当
下所存不多， 但仍散发着淡淡文化芬芳的古
迹遗址和早已尘封角落的箩筐、 梳篦、 刺绣
甚至是碎纸残墨， 让人在充满怀旧气息的寻
觅中更珍惜当下的车水马龙， 高楼大厦， 并
在频频回首中梳理出充满启迪的历史规律，
携手创造出一个更辉煌的当下与未来。

2

C M Y K



名
镇
大
良

一、 古城风貌 山河今昔

大良地处顺德中心偏东， 北距广州城区
３２公里， 南离澳门９０公里， 东接深圳１５０公
里， 从顺德港抵香港６４海里。 大良为顺德区
政府所在地， 顺德的政治、 文化、 教育、 商
贸中心。 大良辖区面积８０．３４平方公里， 下
辖１９个社区居委会和２个村委会， 户籍人口
２０．９１万， 流动人口１３．５９万。 大良常住人口
近约３２万， 却创造了９２００美元的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 与发达国家的人均１００００美元相去
不远。

经过多年的蜕变与超越， 大良作为顺德
这个制造业重地的中心地带， 一直寻求高技
术含量的产业与技术作为自身突破和领先的
要义。 大良拥有一大批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 省高新技术企业、 民营科技企
业、 省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
拥有一批国家和省名牌产品、 驰名商标和博
士后工作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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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的交通以及日益完善的投资环境，
令大良不断迎来经济发展的良好契机。 来自
日本、 德国、 意大利以及台湾、 香港、 澳门
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批国际知名企业相继来此
投资和合作， 不仅提高了大良经济的整体素
质， 更不断提升着这个地区的国际化水平。

随着三十年来不断深化的工业进程 ，
大良的家用电器 、 塑料制品 、 机械制造 、
电子制品、 精细化工等行业已构成一个门
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催生出万家乐、
美芝制冷、 顺特电器、 震德塑料机械、 顺
峰药业等一批规模大 、 技术高 、 管理好 、

大良的大型超级市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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