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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辑，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漂远流长。

采中靡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吉成宗

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教材一帜。千百年来，为华

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 E百多彩、凝重深厚的第

章。

进入 19 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强辱的地理环

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居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

产拚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百成为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和第一次 E 内革命战争的策握地和根据地。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有官缭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仔后

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嬉千秩的史

诗。业绩锺煌，理当锈刻膏史、洗芳久远。

新中医成立;其来，广东人民在中自共产党的领

导下，搓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潢文明

建设和精神文晓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 E社会跨进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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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茧，被童子中医现代化经济建

设发襄的前辈，沿玫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

难辛，轰轰黯烈，创造了中留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

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研果累累 O

挥Jt七历史遭变的纬大时代，中医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

有必要进一步认识 i岭南、研究 i岭南、自顾岭南的风云变幻，

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西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

版"岭南文库"的 E 的，就在于子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

匮遍，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持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

过去和现在，从南激发爱自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

自豪感;高瞻远嘱，继往开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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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历史政洁、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漂和人物

传记等方吉。并从历代有关岭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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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选辑之到。

"dr令南文库"书白为 350 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

主要门类的重点书吉基本出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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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一份有货值的文

化京累，在祖 E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吟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龙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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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扬帆海上丝绸之路





第一章走向大海

一、广州一一中国最早通向世界的门户

广州吉林翻 早在秦汉 6t期就己是中国对 1
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了。司马迂在{史记·货殖 i 
列传〉中载..番民一都会也，珠在、犀、明、 i 
果、布之凄。"司马迁"此语非指汉时，可见黯梁 i

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至交、广青矣。" f 11 也就是 ! 

说，广东对外贸易的起摞至少可追溯到司马迁所}

处的那个年代。司马迁与张毒皆为汉武帝时的杰

出历史人物。 →般认为，中国对外贸易是从张毒!

通西域开始的[飞由此可鬼，广东对外贸易的起摞?

并不晚于中原地区。从南朝时吁始，广东更进而

取代中原地区丽成为全器对外贸易的中企。 此后，

除了较短的几个时期以外，广东作为对外贸易中

仕的地位几乎没有动摇过，直至鸦片战争，长达

1400 余年。

广东古代对外交往可能早在古石器时期就开



始了。广东北依五龄群山，南颜浩瀚大海，古称南越。"有

建石磷"为高越新石器文化的特型器物，在广州、海丰、香

港商 γ岛等地都有考古发现;商自 19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

在菲律宾、玻利尼亚群岛、苏拉威西、北婆罗棋、中南半

岛、印度尼西亚以至新西兰、复活节岛和南美的厄瓜多尔等

1 地也相继发现了"有段石磷"。考古学家认为，离太平洋诸

4 

岛萌及太平洋东岸的"有段石磷"都来摞于中E东南沿海。

因此可以说，旱在新石器时期，事越先民就嵌枝筒易的航运

工具，漂洋过海，与外部世界有了最梧的海上往来。

到了战国时期，南越先民与南太平洋诸岛鹤的交往己开

始隐约见之于史籍了 c 比〈史记}成书早约 30 年的〈淮南

子〉提重j秦始皇"又和i越之犀角、象牙、著翠、珠玩"。或

书更早的〈战爵策·楚策三〉则提到"(楚)王曰:黄金、珠

矶、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当时南越属于楚国

的势力莲围，楚国的珠玩、犀、象牙等实际上来源于南越。

可南越的珠矶等珍宝亦非本地土产，丽是来源于海外贸易。

据〈吕民春秋·博君览}载，当时南越一带已有番禹、缚委、

南禹等市镇小国。据考证，番禹即今广州，缚委在今博罗附

近，用禹赔为今阳山市一带。这些市镇小国己成为当时中外

贸易离品的最初集散点。

秦汉时期南越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对外贸易往来

也逐渐增多。秦始皇平定南越后，一方面大力开辟从离越重i

中原的东陆通道方面有组织地向离越大批移民。如

‘〈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遭亡人、赘婿、贾人略取梁埠，



为桂林、象君在、富海，以适遣皮，，(码。据考证，这批移民达

五十万之众，其中最多的是商人。秦始皇规定连父母、程父

母入过离籍的人也要迁徙南越，这一暴政客观上却为离越迁

入了大量素质较高的人口，也许因此商奠定了广东λ善于经

商的模基。这些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租技术，并

通过"与越人杂处"但进了汉、越人民的甜合，坦速了龄

甫的开发。

"汉承秦制"汉政权继承和发扬了秦朝统一的封建中央

集权制度和社会经济政策，使当时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

展。王如〈史记·货殖歹111专}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

梁，弛出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淀天下，交通之物，莫

不得其房。"汉代岭南地这与中原的交流更为频繁，中原大

量的移民，以及农耕技术和铁在真的大量流入，撞动了岭南

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O

古城番属(今广州)在秦汉时就己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

商韭都市了。〈夜书·地理志〉说"粤地……处近海，多犀

娃、象牙、毒雪、珠班、银、锢、果、布之凄。中国往商贾

者，多取富焉。番蜀，其一都会也。"

近年来在广卅出土的秦汉时期墓葬中，就有不少与对外

贺易有关的器物。在广娟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

个四连体锅熏护和一小圈璋盒，盒内盛在香 20 多克。熏妒

是理来燃熏香科的，主香就是一种高级香耗。吉书中多次提

及的"果布"有人考证为龙踏香，盛产于苏n答腊、马来

半岛、婆罗洲等地。熏4户是广州汉墓中常贵的器物。熏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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