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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

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

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

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

章。 。．

‘

进入j9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

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

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

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

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

20世纪8D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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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

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

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

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

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

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

“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

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

，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

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

‘

：

，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

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

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

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

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

著，亦在选辑之列。 ’一

“岭南文库”书目为850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

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

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

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L)t,--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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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五羊的传说

与远古社会

一、五羊的传说

广州，地处中国大陆南部、珠江三角洲北端，

位于东、西、北三江的汇合处。濒临南海，背靠白

云山，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如春，繁

花似锦。广州是我国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最早的

历史，可上溯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如果按

照西樵山细石器遗址的年代测算，则距今约七八千

年了。人们又常称广州为羊城。这个名称出自一个

美丽的神话，这就是流传甚广的“五羊衔谷，萃于

楚庭”的传说。 ．．

大概在周朝时，广．州曾一度出现连年灾荒，田

野荒芜，农业失收，人民不得温饱。一天，南海的

天空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并出现五朵彩色祥

云，上有五位仙人，身穿五色彩衣，分别骑着不同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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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色的仙羊，羊口衔一茎六出的优良稻穗，降临楚庭。仙人

把稻穗赠给了广州人，并祝愿这一地区永无饥荒。祝罢仙人

腾空飞逝，五只仙羊化为石羊留在广州山坡。从此，广州便

成了岭南最富庶的地方。这就是广州有“五羊城”、“羊城”、

“穗城”名称的由来⋯。关于五仙降临的年代，有各种各类

的说法。流传比较广的是周代。有人认为，这个传说大概发

生于周夷王八年(即公元前887)。另一种说法，五仙降临

是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即战国周显王时期。还另有一

说，晋朝时，吴修为广州刺史，还未到任，有五仙人骑五色

羊。背着五谷来到广州州治的厅堂上。吴修于是在厅堂上绘

五仙人像以示祥瑞和纪念，并且称广州为“五仙城”。今广

州惠福西路的五仙观据说就是五仙人降临之地，广州入在此

为纪念五仙人专门修建了五仙观，在大殿内还有五仙和五羊

的塑像：：据<广东通志>记载，+五仙观观址历代曾多次迁

建。宋代时在十贤坊’(今北京路省财厅一带)，、南宋后期至

元代在古西湖畔(今教育路一带)。明洪武十年(1377)，布

政使赵嗣坚将原五仙观改作广丰库；于今惠福路坡山现址再

建五仙规[23；在今五仙观的东侧，‘’还有·块巨大的红砂岩似

脚印状的凹穴，称为“仙人拇迹”(拇迹是指脚印)。屈大均

的<广东新语>云：“穗石洞有一巨石，1广可四、‘五丈，上

有拇迹j迹中碧水泓然，虽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

异也d吖3]这个“仙人拇迹”t实际上是古代珠江洪水期的流水

冲蚀而成的痕迹[4I。这里在明清两代先后以，穗石洞天”和

“五仙霞洞”被列入羊城八景。， 一j 扩 。

一



在广州越秀山木壳岗上，有建于1959年的五羊石雕像。

这是著名雕塑家尹积昌等根据五羊传说而创作的，雕像连基

座高11米，共用了130馀块花岗岩石雕刻而成，体积约53

立方米，仅主羊头部的一块石料，就重达4000馀斤。五羊

大小不二，主羊头部高高竖起，口中衔穗，回眸微笑，探视

人间。馀四只羊，环绕其身，或耍戏，或吃草，还有羊羔在

吸吮母羊的乳汁a五羊姿态各异，造形优美，栩栩如生，情

趣横溢，令人流连忘返，浮想联翩。由历史传说而创作出来

的五羊石雕亦成为广州——羊城的象征。

据广州旧志记载，周惠王令楚熊子恽统治岭南，南海臣

服于楚，作楚庭以朝，所以广州又称楚庭(或称楚亭)。

“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是古代广州人民向往美好生活

而衍生出来的神话祥瑞之说，它给研究广州古代史提供了某

些线索。透过这个美丽的神话，反映出古代广州先民对安

定、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反映出远古广州地区的农业、畜牧

业有一定的发展。 1一

1二、原始社会的农业与渔猎
’

⋯● +⋯ 。

‘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部边缘，地形主要有平原、丘陵

和山地。市内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东北部由白云山至越秀

山，岗峦起伏，西北部属低矮的丘陵地带，而西南部是珠江

三角洲冲积平原d广州又处于北回归线的南缘，属亚热带气

候，气候温和，多雨潮湿，年平均气温达22．1℃，年降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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