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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七年前，我到佛问这个既离广州近在咫尺又颇感陌生的山区小

县任职 J 刚踏上这片土地 扑面而来的是改革开放给山区带来的勃

勃生机。 初来乍到，第一个任务便是了解当地的情况，到镇村去走

访。 那段时间，对佛冈的印象既新鲜又具体 3 我忘不了这里的山山

水水，从悠远的小巷子纵观远处的小山，感受远离喧嚣的古朴与闲

适，青墙黛瓦，石板销路，古井幽静，老树盘根，老人围坐起来闲

谈古今，小孩环绕着嬉戏 。 活像缓缓展开了一轴栩栩如生的悠闲民

风村景水墨画卷。

《 管子 · 正世 》 有语云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

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 "民俗

乃当地之根本，是民族最古老的文化的特有标记，充实和丰富着我们

民族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意识，尽显当地文化意义的风华和辉煌。 越是

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 要了解一个地方，就必须从了解当地的民俗

开始，那是古老的起源，带着时代变更的印记。 这对我也有莫大的好

处，是执政一方的开始。

多年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物质财富 。 然而，物质财富只

是满足人生的基本需要，低级需要。 如果一个人仅仅追求物质财富，

只能说明他的生命层次是很低的 。 拼命追求物质财富可能离真正的财

富越来越远。 物质只有羽化成文化，才是真正的财富，代代相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影响千秋。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从国家到地方都转而更加重视文化建

设，不过余力保护、发掘文化遗产，塑造文化形象。 这正是我们这个

国家、这个民族希望之所在。

民俗是依附人们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一种文化。

民俗文化作为保留民族历史记忆、展现当地风土人情、传递本土文化

认同、凝结人民群众智慧的风俗文化，是最能体现一个地区民族风格

和人文特点的历史见证，也是对当地"文化软实力"的完美阐释。

佛冈地处广东省中部山区，古有"扼塞广韶、爱钥三川、1" 之

称，为粤北往来广州及珠江三角洲的通街 这里夹居着广府籍和客

家籍两大民系，民俗纯朴独特十里不同俗"的现象非常突出，

其中豆腐节、舞被狮等民问民俗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拍一无二

的 佛冈的民俗文化像是一块瑛玉，等着能工巧匠雕琢成为温润灵

巧的古玉;也像一口温泉眼，泉水汩汩，热气腾腾，气雾者L氢，亟

待着世人的亲近与开发;更像是一个卧躺群山当中的仕女，红唇绿

妆，肌胜于骨，妆扮成为庄重、丰盈的观音，静静地等待远处的信

男善女前来顶礼膜拜。 在接触"地气"过程中，我发现当地的许多

年轻人已经很少知道民俗为何物，甚至是排斥，认为是老土物、俗

物 这使我更感有一份文化载道的责任和亟待的必须 9 为官一任，



教化一方 我深感要给可爱的佛冈人民留下，点什么，给佛冈的文化

发展做点什么 。 这如心病，萦绕多年 》

《佛冈民俗》 的出版无疑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找回了自信，颇感

欣慰υ

经过佛冈文化部门多年来的酝酿，半年多的搜集 、 整理和编写，

《佛冈民俗》 终于付梓出版。 作为一本记载佛冈那些内容丰富多彩 、

内涵奇妙独特、历史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的书籍，既可以宣传和推介

佛冈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热土，又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形象变

成具体，得以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更能为和谐发展的佛冈和勤劳智慧

的佛冈人民留住这份带着泥土芳香和本土特色的文化记忆，可以说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实属可喜可贺

《佛冈民俗》 对现存的民俗资料和民俗风情进行了全面的收集 、

筛选和整理，并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补充调查，使民俗文化项目内容有

了进一步的丰富 、 完善。 本书从民俗风、古村落 、 古建筑 、 佛文化四

大部分对佛冈民俗文化进行了图文并茂的介绍，展示了豆腐节 、 舞被

狮等颇具地方文化特色和极富趣味的民间习俗，可以让我们领略到上

岳古民居、东坑黄氏宗祠等穿越历史的艺术瑰宝，感受到人与自然和

谐统一的佛文化，从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份丰厚醇美的文化大餐。

本书的出版发行是对佛冈历史文化建设的一次重要回顾和展示，

从传承久远、 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佛冈人民以勤

奋的劳动、智慧的创造在历史中前行的足迹，保护和弘扬这一珍贵的

文化遗产，汲取其中的优良精神内涵，将有利于构建健康 、 和谐的人



文环境，对于佛冈未来经济 、 社会、文化 、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必将

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

民俗是我们的文化根基和文化情结 。 随着时代的变迁，民俗附上

了经济发展的印记一并发扬光大。 近年来 我县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通过民俗文化与旅游项目相结合，激活民俗文

化资源，打造佛冈文化旅游品牌，使民俗在传承中得以延续和健康发

展 ， 实现其巨大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提高文化软实力，构建富强幸福

新佛冈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

相信 《佛冈民俗 》 一书的出版及发行，将进一步激发佛冈县人

民热爱佛冈 、 建设佛冈 、 发展佛冈的热情和动力，让佛冈文化之花

更璀操!

正基于此，欣然为之序。

吵
一
…

几
r尸

( 作者系中共佛冈县委书记、佛冈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



序二

;青道光十七年( 1837年) ，佛冈斤第十七任同知龚耿尤主持编

基了佛冈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 《佛冈斤志 ~ ，该书记录了自嘉庆

十八年( 1813年)至道光十八年( 1838年)间的历史 .0 13年后，清咸

丰元年( 1851 年)佛冈斤第十九任同知夏7f\.煌交刻板付印，从此才

有了第一本专门记录佛冈人文历史的专著 佛冈地处南粤中部，有

"幸钥二川"之称，人文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而佛冈更平

的人文史料却因没有相关史书专著记录，渺茫而难以查询 "逝者

如斯令人扼腕长叹

2012年佛冈文化界编印了 《佛冈民俗》 一书，有远见地记录了

佛冈的人文历史，是当下历史节，点上对佛冈人文历史的传承 现代

人查阅的是古代先贤留下的文化遗产 而我们今天所做的也将为后

人所观瞻 乱世重武，盛世兴文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佛冈

的文化也应该有所作为 。 文化是民族血脉灵魂，文化更是可持续发

展的基石 《佛冈民俗》 一书的编萃，正逢其时

客观地说，古代官方史料有记录佛冈人文历史的不多，主流的

名人、事件、遗址影响不大 但勤劳的佛冈人民用他们智慧和勤劳

的双手为佛冈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豆腐节、舞被狮的全民狂

欢，民安古村青砖黛瓦的幽深古巷，观音山卧佛下的禅钟晚唱，马

口寨、大庙峡的传奇故事，还有战国青铜剑折射的刀光剑影，西周



铜钱发出的洪钟大吕，这一切形成了佛冈文化的主流，这是佛冈文化

的源，这是佛冈文化的根，这正是溶入佛冈人民血液的文化灵魂

文化兴国、文化强县已经成为当下的共识 。 在清代 ， 佛冈的官

员做了些开民智、兴书塾的好事，那时他们想记录的是"名公巨卿

丰功伟烈让老百姓"生咏仁蹈德心" 而我们现在兴文强县，

其根本要旨是建设和谐佛冈、幸福佛冈、美丽佛冈 ! 文化的概念很

大，文化强县的工作必须从历史的高度着眼，从具体工作入手 U

《 佛冈民俗 》 的出版，从近处说是一件实事，是对佛冈人文历史的

传承，从大处说那就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事 佛冈文化大

有可为!如何让淳美的独特民俗文化成为佛冈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

续的助推器，成为佛冈人民幸福生活的载体，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我们也有不可推卸之责

佛冈民俗文化博大精深，精彩纷呈， ~佛冈民俗 》 图文联抉，引

人深思，此书所述仅为沧海一粟，如何传承发展，吾辈任重道远

洋7位」告
2012年 11 月

( 作者系中共佛冈县委副书记、佛冈县人民政府县长 )



目。亘

民俗是一方水土最古老的文化，是穿越百年风雨传来的最质朴的

声音，是千载烟火下最虔诚的图腾;是代代不变的祈福，薪火相传

的寄语。

沿着民俗深处的脉络，听吉河流淌的旋律中，不息的诉说与哥大

吟，自远古而来一一

元未明初，南粤战乱连年，水、早、女皇、疫灾害接连不断，匪

贼四起。 有一沈氏族人为躲避灾劫从大埔县往粤北拾荒而逃，途中

相遇同样逃难的麦姓一族，运结伴同行。 一路辗转到了吉河一带，

麦沈两族族长找一山洞安置好族人，带上干粮继续北上寻找安居之

地

一路餐风宿露，溯河而上。 一日黄昏，到一山峡处，只见山上褐

石哇啃，古木参天，山道幽深似有异风选出 。 两人不敢贸然向前，

正踌躇间，突然听到空中传来"锵锵锵锵……"的叫声，忽见一形

如鹤，身高近丈，羽若锦缎的大鸟翩舞而过，两人拂草穿林尾随而

去，突然大鸟消失，眼前豁然开朗，两棵苍松拔地而起，松涛起

处，有一寺庙，但见寺内佛像彩漆剥落，烟火早冷。

"寺庙尚且如此，这世道一一"沈姓族长拿出干粮袋子，摸出仅

剩的两块米饼摆上供桌。

"施主好善心 。 "一鹤发童颜的老僧不知几时，从何地而来，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现在面前。

"大师是寺中住持? " 

老僧笑而不答，反问二人施主为何而来? " 

"天地之大，竞元立身之所，还请大师指点。 "

"此心安处即为庐 。 "老僧引领二人来到寺外松树下，手向前方

一指，使返身入寺，闭门息影。

天大亮，老僧所指处一山冈凸显出来，只见水绕竹掩，鸟语绵

延，山北平缓辽阔，草木葱芜，可见土质肥沃，沈麦大喜，接来族

人，开山结庐，辟地成田，在此繁衍生息 。 感念当初高僧指点，又

建村于山冈，故起名"佛冈村" 。 后欲答谢高僧再上寺庙，却再难

觅其踪 。

提起那只大鸟，族中老人见多识广，说能发出"锵锵"之音的只

有凤凰。 凤凰乃神鸟，佛冈与此鸟渊源颇深。 传说此地远古时候曾有

一对恩爱的凤凰，因嬉戏中凤用力过重激怒了凰，从此劳燕分飞，东

西对峙。 凤羽化而为观音山 凰栖变而成独凰山 。 观音山三座山峰天

然呈卧佛状，据说高僧在山中辟崖成洞，潜心修炼，后人建成永佛

寺，鼎盛时僧田百亩。 天意佛缘Jffi.、非凡人所能参悟，后人放下寻访高

僧的念头，在此开枝散叶，安居乐止。

嘉庆十六年 ( 1811年) ，广东总督蒋松药奏请清朝政府将清远的



吉河乡，英德大眈六乡从房、属县划出 。 嘉庆十八年( 1813年) ，在佛

冈村附近设立"佛冈直隶军民斤" 。 民国三年( 191斗年)撤斤改设佛

冈县。 建斤距今近两百年，设县近百载 当年佛指一抬，山移地换，

旧貌新颜百年繁华不断 。

几百年的风雨，从观音山卧佛的额头飘落，沾起山前岁月的著

郁，穿越吉河从远古一路道来的深情 ， 扬撒开去 ， 孕育出一方人杰地

灵 ， 多彩的民风民俗，如人问春后的花朵 ， 开上历史的锅耳，飘落温

热的大地怀抱，在一床留着余温的被单下张望世界，在满天洁白的豆

腐 中 ，吹响时代的鸽哨……

山是历史的扉页，水是城市的记忆。 有多少笔墨记录不了，语言

无法尽述的，都在那卧如观音的山上，都在那碧若凝眸的水里。 32万

人民延续着古道足音 ， 以几百年不变的淳朴，走一程盛世太平，走一

程和谐幸福。

等你，来聆听。

来吧 ， 和我一起，凭着山城暮色 ， 口斤观音山再次响起的梵音，去

想一个名字的因缘 ， 去听半城古往今来。

回 i朔，是另 一种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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