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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李勇

《西乡文化志》 出版，意义重大。

为文化专项修志，西乡迈出可喜一步 。 从近年来在西乡区域考古发掘

及历代文物的出土看，无论器物的制作或是古建筑的构成，从形制到工

艺，从选材到用料，从铭文到符号，无不浸透着南粤大地数千年的古老文

明 。 该志所收录的文化史实，充分佐证了西乡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一

个文化底蕴丰厚、文明传承久远的文明之乡 。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灿若星河的华夏文化薪火相传，生生

不息 。 西乡文化正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长河中的一粟，值得珍视。 新中国

成立以来，西乡这片肥沃的热土，更是焕发出青春的活力;特别是改革开

放后，西乡的文化实现了突破性的飞跃，无论从文化设施的规模与档次，

文化社团的层次与分布，文化活动的频率与成效，文艺队伍的素质与水

平，文艺创作的质量与影响，文化市场的培育与管理，文化产业的起步与

发展，无不代表了蓬勃向上、与时俱进的当代文明 。 文化的崛起，是一个

地区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的最终选择和内涵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西乡

正在实践并开始享受喜悦。

修志，就是"资治、教育、存史"这是大家的共识 。

《西乡文化志》 实事求是地记载了这一区域文化发展的脉络、轨迹，

具有其他著述和出版物不可替代的系统性、完整性、准确性、权威性。 既

有纵横古今的宏观概述，也有颇具专业特征的微观记载 。 它所提供的内

容，与原始资料不用，是经过筛选、整理，具有系统化、条理化的特点，

体现出一定的规律，具有较高的实用性。 该志既有成功的经验总结，也有

失败的教训分析，这为西乡区域建设的战略研究提供了历史依据和有益借

鉴，也为史志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或提出了科研课题。 同时，也

成为西乡一部对群众教育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家乡、 爱祖国教育的好

教材。

历史的内涵是丰富的 。 一部地方文化史可以成为深圳文化发展的缩影
| 序



2 I 和见证。 西乡文化，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路，留下了众多不平凡的足迹。

百 | 拾摄历史，编著者可能还有很多疏漏，特别是在成书过程中，对于史实叙
主 | 述的详略、判断的轻重、材料的选择与运用等方面也许有失偏颇，希望得

化 | 到史志专家的批坪指正。

文化是一种胸襟、气度、精神，是一种软实力、创造力 。 未来城市的

竞争最终将归结为文化的竞争。 以文化论输赢是一种历史责任的选择，也

是未来大势的选择。 西乡既有发展文化事业的坚实基础，又具推进文化繁

荣的人才队伍和管理机制 。 西乡在过去能取得突出的业绩，相信未来更能

创造新的辉煌。 这是我对西乡未来文化发展的希望，也是对从事文化事业

的同志的希望 。

是为序 。

古
叫

(作者系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宝安区西乡街道党工委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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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

西乡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时限，上限以有文字记述或口头流传并得到验证的时间起，

下 fR至2010年 。

二、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主要表达形式，横分纵

写，各志平列，大体按文化机构、文化设施、文学艺术、群众文化、民间

民俗文化的顺序排列 。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表格编号以3个数码表示:章序、节

序、表序;分列较少的表格省咯表框，编号同时省略。

五、本志行文以国家出版物现行规范为准。 对历史纪年，清以前用朝

代年号或加注公元，中华民国以后直接用公元;对历史地名、机构名称均

以当时称谓为准。

六、本志数据使用法定数;无法定数的，使用实际调查数。

七、本志人物以"生不立传"为原则，立传人物以西乡籍或对西乡做

出过较大贡献，或产生过较大影响为准 ， 排列先后以卒年为序。

八、本志对频繁使用的名称、词语适当使用简称或予简写，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 ，简写为"新中国成立前(后) " ，或"建国

(解放)前(后) " 

九、本志附录收录有关文献和作品，目录分三级标题，文内只排一级

标题，排在每部分首页左上角，顶格起排。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各单位、部门，以及档案、报刊、有关著述和调

查访问材料，均不注明出处。 确需使用注释的，采用夫注方式。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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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既 i主

历史上，西乡曾为古百越地，秦以后分属南海郡番禹、博罗县，晋威和六年

(公元331)后属宝安县。 因地处宝安县府以西，故名西乡。

西乡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 现存铁岗水库流域的古文化遗存远溯到新石器至

青铜器时代，铁仔山古墓群则上溯到东汉至唐宋年间。宋代以后，西乡曾为深港

地区四大著名盐场之一:明末清初，陈文豹当国破家亡之际，毁家举义师抵抗清

军并壮烈殉国，张家玉义军据西乡攻打南头清军，西乡成为抗清根据地:西乡码

头以其800余年历史，曾为清代往来香港的重要商埠码头 。 近现代以后，西乡先

后诞生中国第一个法学女博士、国民政府教育次长郑毓秀， 宝安籍第一位解放军

将领、国防工委原政治部副主任黄远等。

西乡现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市级2处、区级8处。出土文物以陶器和石

器为主，亦有少量瓷器和铜钱等，不少铸刻精美符号或铭文;以始建于400多年

前的北帝古庙为代表，现存众多古建筑更能体现古代传统的建筑风格和精美的

雕刻、绘画艺术 。 进入现代以后，部分古迹还曾用为革命活动的场所 ， 因而成为

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其中己有破损的王大中 ZI5祠、绢云书室、锦庭书室

等 ， 西乡亦适时进行了修茸和保护 。

西乡不乏掌故与传说 。 追述西乡人勇猛划龙舟的"一鼓过三洲"神话，记述

固戍兴旺发达成因的文昌阁传说，以及绵延至今的"三月三，北帝诞"及其庙会

活动:还有记写在各类古建筑中的植联，所反映的故事以及祝福和祈望，无不蕴

含深厚的文化历史渊源，并共同演绎了西乡数千年的古老文明。

西乡文化设施齐备，文化氛围浓郁，文化活动多姿多彩。早在抗日战争前，

西乡即建有西溪园戏棚，解放战争时期建成(最初的)西乡戏院 ， 其后又曾建有

公用运动场和西乡人民广场 。 1992年，西乡文化公园落成，此后，西乡文化大

楼、大众广场、碧海湾公园等各类大型文化设施相继落成。 21世纪初 ， 西乡又相

继建成西乡会堂、西乡文化中心大楼、西乡体育公园、平峦山公园等大型文化设
| 概

施 。 此外，还有遍布辖区的社区公园、电影院(场) 、歌舞厅、卡拉OK厅、投影

场、娱乐场、印刷厂、桌球室、音像书店等各类文化设施。 l 飞术
到 2010年，除西乡会堂、西乡图书馆、中影南国影城(宝安店)等文化设 -



2 I 施之外，全辖区共拥有文化室(康乐室) 47个，面积21320平方米 ; 文艺舞台24

西 | 个，面积9630平方米;公园29个，面积420万平方米;图书室 (阅览室 ) 39个，

与 | 面积22030平方米: 宣传橱窗653个，面积2012平方米;田径场、足球场、篮球
正 | 场、游泳场、乒乓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健身俱乐部、保龄球馆、

志 | 溜冰场馆、台球场馆、棋牌室、武术馆、高尔夫球场、门球场、健身路径等各类

体育活动场所460个，面积81万平方米;另有青少年俱乐部5个， 青少年活动中心

1个，老年活动中心33个 。

西乡已知最早的文化活动为民间传统的膜麟舞，前后持续数百年 : 醒狮表演

略晚于跟麟表演，但至今仍活跃在西乡的文艺舞台 。

新中国成立后，西乡进入有序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时期 。 解放之初，

即开始组织放映电影活动，设立电影放映点，保证村民每月看上一次以上电影。

"文革"前，亦有组织学唱革命歌曲等活动 。 "文革"时期，则主要组织全民跳

忠字舞，也开展群众性文艺创作和文艺调演、汇演等活动 。

改革开放后，西乡注重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特别是1994年西乡

镇成立后，推出多项大型文化活动，无论数量、质量、级别或规模，都远远超越

以往任何时期 。 1995年举办西乡镇成立一周年大型文艺活动 1996年举办大型音

乐舞蹈史诗剧《西乡之歌》专场演出 1998年邀请中国歌舞团来西乡专场演出:

1999年举办 "荔香情浓一一西乡镇答谢捐资办医文艺晚会" 2002年举办"情

满西乡"大型系列文化活动，邀请东方歌舞团来西乡专场、演出 2004年会同中央

电视台合办"激情广场"大型活动，承办"西乡杯"全国戏剧小品大赛 2006年

举办西乡街道首届社区文化艺术节，承办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 2007年举办当代

中 国书法篆刻名家邀请展 2009年组织"三月三"北帝庙会活动 2010年组织

" 3 ' 8时尚西乡服装歌舞秀"活动， 等等。

西乡的文化富有开放式特征，最初的交流活动至迟可追溯到20世纪初， 当时

的"豫章堂"等眠麟队频赴石岩、龙华、观澜等地演出，后来成立的醒狮队亦有

赴外表演记录。 1963年西乡戏院落成，特邀广东省粤剧团前来演出。改革开放后

开设的歌舞厅，常邀国内]页级乐队及香港当红歌星现场表演。 西乡艺术团成立后

多次代表西乡赴外演出，富源学校艺术团赴外活动亦较频繁，地点包括香港、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国内多个省市和地区 : 与之相应的则是集体组织的公益性对

内引进 ， 包括东方歌舞团、中国歌舞团、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俄罗斯歌舞团、

西班牙歌舞团等国内外著名文艺团体: 此外，亦有编制并赠送书籍、画册等项活

动， 2009年 10月出版的《西乡街道志 )) ， 是深圳区级以下第一部列入出版计划的

地方志著作， 填补了西乡自古无志的历史空臼。

西乡文艺创作队伍素质全面，人才济济;创作作品题材丰富，体裁多样。

西乡最早的文艺作者当为创作西乡客家山歌的民间艺人 。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

放前，西乡的文艺作者亦均本地人，作品体裁以诗歌、由l艺(包括歌曲、 粤曲、



相声等)为主。 改革开放后，西乡的文艺创作队伍不断扩大，本地作家比例不断

缩小，外地(含广东各地)来西乡定居或就职者日渐增多:现有专业和业余文艺

作者数十人，部分为国家及省、市、区各类文艺协会会员，其中不乏辞赋大家颜

其麟、书画名家李铁坚、知名作家孙向学等具专业水准的文艺作者。颜其麟著有

《香港赋》 、 《三峡赋》、 《黄河赋》、 《黄山赋》等辞赋上百篇 ， 有当代写赋

"第一人"之称。李铁坚任中国书画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被授予"世界书画艺术

名人"称号，其书画作品被海内外广为收藏。孙向学作为西乡发表中长篇小说第

人，所创作作品数量多，分量重 ， 在深圳乃至华南地区已具相当的影响力 。

西乡最早出现的文学样式为诗歌，曾经广为流传的西乡客家山歌及渔家"咸

水歌"即早期的诗歌类作品 。 20世纪70年代，西乡的诗歌创作已相当普及 。 改

革开放后，西乡的诗歌创作更趋繁荣，不仅数量大增，水平亦大幅提高 : 在各类

诗歌体裁中，以古体诗创作成绩尤为突出，其中方志强的律诗、颜其麟的赋最有

影响 。 而改革开放后后来居上的小说创作，则代表了西乡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

1995年，孙向学率先出版中篇小说《调到深圳又如何》 。 进入21世纪，西乡作家

小说创作进入高峰期，短短10年间，创作中长篇小说逾20部，且.多为长篇小说:

其中以孙向学与深圳市作家协会彭名燕合著的反映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岭南烟

云》 为代表，该部作品已被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 2010年8月，孙向学长篇小

说新作《仙儿堂》于大型文学期刊《十月》发表。与小说创作相应， 21世纪后，

西乡的散文创作亦进入高峰期 ， 大批优秀作品纷纷涌现 ， 并出现了孙向学的《蛙

鸣集》、杨树军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等较有影响的散文集。此外，近年

西乡的影视文学亦有所斩获，代表作者李作棉已创作出2部较有影响的文学剧本。

西乡最早出现的客家山歌，既是一种文学样式，也是一种艺术体裁， ~p用

于歌唱的音乐，其作者和表演者多为民间艺人。而作为专业化的舞台表演艺术，

音乐则最早出现在学校， 20世纪60年代，西乡中心小学(现西乡二小)即己组有

合唱队。 1995年 ， 西乡镇委、 镇政府确定了《西乡镇镇歌)) 0 2004年，西乡创作

歌曲《请到西乡来》 、 《小平，你好》在中央电视台 "激情广场"活动中与观众

见面。西乡有记载的最早的艺术表演形式为职麟舞，与稍后出现的舞狮同为西乡

民间传统的舞蹈形式。而专业化的舞台表演艺术亦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即组

有舞蹈队的西乡中心小学。到80年代，西乡舞蹈艺术趋于成熟 ， 90年代出现《西

乡之歌》等高水准作品 。 戏剧亦是西乡较早出现的艺术样式之一。传统民俗"北

帝诞"庙会即有专门的粤剧、木偶剧等戏剧类表演。 到抗日战争前，西乡的古装

粤居IJ 己具专业化水平 。 其后，现代文明戏又在西乡兴起。到60年代， 粤剧成为西

乡的主导剧种 。 进入21世纪后，西乡又掀起京剧热 2004年"绢云之彩"京剧艺

术团成立，进一步拓宽了西乡的戏剧表演空间，提高了艺术表演水平。各戏剧团

体不单活跃在西乡的艺术舞台，还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比赛并屡获佳绩 。 西乡的书

法、 美术、摄影虽起步较晚，但成绩斐然:书画名家李铁坚作有多幅国画、书法

和油画作品，在国内及国际书画界享有盛名，曾被授予"世界书画艺术名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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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荣誉称号 。 西乡书画摄影学会则聚集了众多业余书法、 美术、摄影类艺术人

才，积极组织参加国内各级各类展出和比赛，频频获取佳绩。西乡的雕塑是伴随

城市建设而起的艺术形式，多建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最初龙珠花园的《龙女

思乡》、镇政府办公楼前的《鱼米之乡)) ，到21世纪后西乡立交的公园群塑以及

桃源等社区的群雕或个体，不但美化了城市，也体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完

美结合。 而始于本世纪初的影视工作，亦因拍摄《走进西乡》 等大型作品而占据

了西乡艺术的一席之地。

西乡文化的繁荣，源于持续活跃的文化社团，亦基于不断完善的体制保障 。

早在上世纪初，西乡即有麻布和凤凰岗帜麟队成立，为西乡最早的民间文化团

体，此后，又有黄麻布"豫章堂"眠麟队成立。 抗日战争前，西乡亦有民间戏剧

团体，专演古装粤剧。抗日战争期间，又有西乡醒狮团成立 1947年 ， 由三青团

西乡支部发起成立西娱剧社，专演现代文明戏。

新中国成立后，西乡曾先后成立过文学社和诗社等，部分中小学校亦成立过

文化社团，但存在时间大都不长;而1963年成立的 "大胆剧团"则一直延续到

1978年。

改革开放后，西乡的文化社团日渐增多 。 特别是90年代后期以后，各类文

化社团呈现爆发式增长之势 1997年 ， 西乡老年人舞蹈队、共乐小学合唱团和径

贝小学舞蹈团成立 ， 1998年，西乡艺术团成立 ， 1999年 ， 富源学校艺术团成立，

2004年，西乡二小"绢云之彩" 京剧艺术团成立……到2009年，西乡己拥有各类

文化社团80多个，其中教育系统30多个，街道、社区以及社会各界自发成立50

多个。特别是西乡艺术团，系西乡有史以来第一个专业化、 综合性的文艺团体，

她的成立 ， 完全改变了西乡文化的传统布局 ， 揭开了西乡文化事业的新篇章。 艺

术团成立以来，创作、改编文艺作品上百部，独立演出逾千场，包括送戏下乡、

广场演出、 交流演出、 专题汇演等等 ， 屡获国家、省市区级大奖。富源学校艺术

团、 "绢云之彩" 京剧艺术团等社团参加各级各类文艺演出和比赛 ， 亦取得骄人

成绩。

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 ， 宣传文化工作历来为各级党组织所重视。 新中国成

立之初，西乡 (西固)联乡党支部即设有专职宣传委员 。 到 1958年超英人民公社

成立，历届党委亦设专职宣传委员，负责宣传文化工作 。 1985年，新安镇首设文

教卫生办公室，成为(西乡)第一个文化专职管理机构 1995年 ， 西乡镇党委改

设宣传文化部 ， 管理职能更趋科学合理 2004年定名宣传文化办公室。

西乡专职事务机构的成立早于专职管理机构 。 1960年成立的西乡电影队，目p

西乡最早的文化事业单位 ， 与随后成立的西乡人民广播站，均为专业性文化事业

单位，同时行使部分文化管理职能，故而亦属专职事务机构 。 1979年 ， 西乡公社

成立文化站，为西乡综合性文化事业单位，兼具行政管理职能 1994年改称文体

站 2002年改设文体中心，为西乡文化专职事务机构的核心机构 。



新中国成立后，西乡即开始有意识地管理文化市场。改革开放前，主要由

政府专职管理机构(或专职管理人员)负责，专职事务机构配合。改革开放后，

由于文化市场日渐复杂，管理难度不断加大，从1986年起，开始采取严防严治措

施，以防文化市场畸形发展 1996年起，又对全辖区文化娱乐场所登记造册，统

一办理重新登记，每年进行经营年审，组织经营者学习有关法规，并加大检查和

查处力度，以保证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 。

与文化事业单位相呼应，西乡文化企业单位亦由近年出现 。 2007年，深圳

F518时尚创意因建成开业，为西乡首家文化企业单位，亦代表了西乡文化产业化

的发展方向 。 2009年，西乡又一家文化企业一一雁盟酒店文化产业园建成开园 。

西乡历来重视文化活动的开展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西乡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年大幅增长， 1995年投入16万元， 2010年达到1490

万元， 15年间增长90倍 。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乡渐次形成了本土的特色文化， 表现在语言、

人物，神话、传说，节庆、习俗，饮食、娱乐等诸多方面。

西乡的本土方言主要有粤语和客家话。 107国道以西及西乡核心地带社区多

讲粤语， 107国道以东社区多讲客家话 : 劳动等社区所讲的基围话，属广府粤语

范畴。 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均有务工人员来西乡就业，普通话成为公共场所的

通用语言，但粤语和客家话在同一方言人群以及私人场合仍广泛使用 。

西乡向为重视人文教化之区，代不乏人。仅明清两代，即有进士3人，贡生8

人; 至少有6人任把总或千总， 6人任文职官员，另有任知县或其他职务者。期间

最值一提的是本土义士陈文豹，当国破家亡之际，尽散家财募集乡勇佐张家玉义

军抵抗清军，最后壮烈殉国，可歌可泣 。 现当代，西乡又先后诞生中华民国第一

位法学女博士郑毓秀，宝安籍第一位解放军将军黄远等。

自古以来，西乡流传着许多神话、故事和传说。追记西乡人神勇划龙舟根由

的"一鼓过三矶、1" 神话，记述固戍村兴旺发达成因的文昌阁传说，内容丰富，极

富想象力 ， 与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神韵一脉相承 。

西乡信教者众 。 最早传入西乡的是道教，至少有400多年历史，基督教和天

主教亦有160多年历史，佛教目前尚难推定传入时间，但在民间亦有广泛的信众。

西乡的民间节庆丰富多样， 以春节 、 清明、端午、中秋等最为隆重，庆贺方

式一般以家庭为单位，但整个乡间都会沉浸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民间传统习俗

则以三月二 "北帝诞庆"活动最有代表性，特别是期间的大巡游、各类表演以及

数千人同吃大盆菜，场面闹大，隆重而热烈:此外，西乡本土长期形成的婚俗、

葬俗以及房屋、服饰、生产习俗等亦同样富有鲜明的历史文化特征。

西乡的饮食文化形成既久，既具广东的地方特色，又具本土的特有风格 。

早茶 、 海鲜、狗肉、鸡、汤和大盆菜，大体代表了西乡的饮食文化;而寿粉、茶

果、糖环、辘堆、沓饼、炒米团、咸棕、碱水棕则为西乡的传统食品 。 西乡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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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 传统的娱乐方式有歌舞两类，前者以客家山歌、渔家"咸水歌"为代表，后者以
西 | 膜麟和醒狮为代表:前者多为个体活动方式，后者多为团体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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