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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库" 前言

广东-隅 ， 史称岭南。岭南丈 他. ï革运擅长。

采中罩之将粹， 纳四海之新风， 摩亚升华 ， 自且束

罩，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 千百年来，直华

夏 文明的目史长喔增添了 绚丽多 串 .费量深F手 的'自

章 。

进入 19 世纪的南粤 ， μ其得天4虫厚的地理环

境和人文环境， 成为近代中国 民族资本的擂置和膏

产阶疆维新思艳的启章之地. 继面成为奇产阶级民

主革命和第-在国内革命拽争的草谭地和提据地。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

义 、 封建主且和官骨膏本王义的蝇酷斗争中前仆后

继， 可歌可 萃， 用 鲜血写 下 7 元世彪炳千柱的史

诗。 业绩煌踵，理 当曹刻青史、施芳A远 。

新中 国且立以来. 广草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 下 ， 摧枯拉朽， 奋发围强 ， 在社合主义精盾文明

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 广东作为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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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改革开放先行-步的试验省 IK . 性置于 中国现代化经济建

设发展的前汤，活吐葱、开址、 探幸之路主飞瞌进，历十年

理亭，盖章 ，;，; . 创造了中国经路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 岭

南大缝， 勃勃生机， 繁花争最. 硕果罩罩。

际此历史埋蜜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 民，

有品要进二步认识岭南 、 研究怜商. 回 用 峙甫 的风云变幻 ，

挥寻崎南的历史走向 ， 从而更有利于建设龄南。 It伯辑貌出

版"岭南文库"的 目的， 挂在于子学人I;!展示其侨It成果之

园地， 并帮助广大读者系辑地丁蚌峙荫的历史文化，认识其

过去和现在. 从而激走量国量 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桔心与

自牵感;南喃远瞩，继往开来a

"龄南文库..活6盖有关峙南(广东 VJ且 与广东在E史上 、

地理土有密切是辜的一些岭南地磁)的人立学科和自陆学

科，包括历史政雄、经济芷展 、 社合又化、 自然贵理和人物

传记等方面。 井A历代有关岭南之名 著 中选择苦干为读者所

需的典籍， 辑桂茸释.选将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

著. 亦在选辅主罗ì o

·峙南文库"书 目为 350 种左右 . 计划在五至 七年内 将

主要门要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 以后陆结补充，世之适渐成

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丈库 . 并作为-份有价值的文

化积罩，在祖国主化宝库 中占 -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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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咛，无论是崎甫的地方开

发建设史上. 还是怜荫文化的发展吏革史土，都有

入粤人物的扭捏作用。 λ粤λ物陆政治、军事活动

为 主E扭 以大现模的移民高串为载体，以冒』昌、幸

提活动为媒介，从本同王道进入持南，直接或同接

参与怜甫的开皮建世.其中品出 λ物的个人租植作

用和持续影响的价值，要 高于 他们的直接行为 。 从

这个角度进行韭掘和研究 ， 对于丁解过去 、 懂事今

天， 应该是一f村民有裤量的工作。
J气

时势造英雄 ， 个人的作用总是要在历史提供的

篝台上才能发挥出章。因此 ， 入粤λ轴 的作为 ， 犀

管是个λ 的、具体 的、片段的、制重于 Ji; - 方 西

的. 但也应该看到 ， 在眉史主展的某-时期 ， 对应

于峙南文化发展史 的某一阶段， 也有相对囊中 的若

干辛苦力点 ， 提宫之，他们是 自 觉或不自觉地顺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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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了 历史 的发展 ， 和岭南人 民一起 共 同 创 造 了岭 南的历

史 。 基于以土的掏想，我想 尝试勾勒出λ粤人物在各个时期

着力 的轮廓.作为参与 研讨的不成熟内见解. 也作为 〈历代

入粤名 人〉 这本传记靠的巷首的话 。

分析入粤人曲的作用，大体划分为 三个时期

(-)费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对应于那县制在怜南推广和封建经济主化的

纫步发展。 中原丈化(位括吴盖等 文化)曲传入，汉越民族

的融合.促进丁 龄南 向 文 明 社告的革 变 。 入粤人物的主要作

为表现在

1、推进 统一， 开辟蛮荒。

秦进军峙南并在岭南设置郡县，是广东置于中央封建草

权统治之下 bt步入封建社会的开始 。 任嚣、 赵1t是南枉军 的

将锢， 他们在政浩土、军事土采取 T 正确的革略，取得统一

岭南的胜利，又分别 首位南海郡尉 、 克川 县令， 为汉文化的

输入铺平了道路，为 开发 "韧郡 " 做 了 大量的启童工作。秦

班-7之国后连接两年遭发大批中原 罪捷至南越，连同入越泰

军，是任嚣、赵住在开发岭南中传播 中原 文化的基本力 量 。

秦亡 . 赵1t 班一岭南三郡， 创立 南越 国.使岭南在大动

乱中得到安定发展。其后.归汉为臣， 维护 丁 国革的统一和

发展。赵 1t无愧为开发岭南的第一位功 臣。代表 中央政权两

度入粤功归的陆贾大夫 . 则 被粤人誉为 "开粤大夫"。

赵 1tÆ后，南越国国 力 日差， 陷 于 内乱。受 jJ 武 帝所

遣，路博菁、杨仆两艳军过五峙捣毁封建割据的南越国，重

, 



新揭开汉文化在南越直接传播 的一页 。 此后，龄南除 丁五代

时期 出现南江捏命王朝之外，始终 纳入大一进封建政权的疆

图. 为融合江文化创造 T 有利条件 。 在这片"蛮夷"之地，

入粤人物捷足先登 的珠江三角 洲 、 粤北地E 首先得到开发 。

东江时马提奉汉先武帝所邃，南 F 变 趾平叛"所过貌为

那甚培辑押 、 穿 ;在灌章， 以利其民。东妻越律与江律驻者十

余事，与越人申明 旧 制 " Á 约 束 之"。 继 续推行郡县制和浩制

以巩固军事成果。

郡县制的推行，是开皮岭南 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 到 三

国时趋向严密。东吴士州刺史 步莺扩建岭南重镇番禹.将州

治迁至番蜀，为设立广州 奠定 丁 基础 。

端已开皮的岭南，在政 浩 、 军 事斗争舞台土逐步克当了

重要角 色。晋代f1J i且 以经营广 州 为 假托，十多 年间 . \t辖八

州.举足轻重牵扯京青政局 。 卢描 起义军爵t到广州 ，得J;(

韬#再举，再在兵肆坯是撤 回广东 ， 只 是桂刘裕先盎兵占据

香禹，才致覆涯。南梁高要大守 陈霸先，崛起龄南且为陈朝

开国皇帝。

岭南物产丰富，朝廷鞭长莫及 ， 难 以 约束， 贪 官污吏贵

赃枉浩，困扰生民，更阻碍了 封建经济 的发展。 一些入粤官

员能够立身谨严. 平iX且节可嘉.更有其社告进步作用。 陶

恤'曲欢镇 己、吴隐之石 门 酌贵泉留 消声、 革云tt惨仁水以明

志 . 足以垂革后世。

2、 传播懦学 、 宗教 文化。

初期入粤郡县长 官 "替库 序 之教 ， 设鼻烟主礼"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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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童教化。 汉高祖刘 邦 语 称赵把"居南方长 治 之，甚有文

理‘中县人以故平耗减G 粤人好相攻击之俗茧止，但蛐其

力 "。班主趾大守 锡 光 、 九真大守任延 "教其耕穗，制为冠

植.布世媒瓣， 始知妞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 "崎南华

凤，始于二 守 焉飞是 为 岭南人接触过文化 的开端。 东吴虞

翻施放暑禹，著作{易注 )， 讲 学虞扭，门桂数 百人，是峙

南私学之滥筋。

佛教在这一时期传入岭 南.要归功于那些具有献身精神

的百来高憎。西晋时梵憎伽摩 F建造 了广东最早的寺院。 南

朝 时， 迂海西来在广州着陆的达摩， 被佛教东土禅宗尊为始

祖。 这些高惜在传播棉学的同时，也为 沟通 中外海上主遇、

促进文化交班作 出 7 贡献。

稍后于佛教，道1'i.'"内地传入岭南。安期生只是传说中

人，要有其人的峙南道教开创者，当 推东晋南海大守鲍舰。

他的女蜡葛棋，是道学家、 化学家， 也是峙南人求E 问语的

启章大师。 是他使罗 坪山咸 丁著名的道教圣地。

{二}隋唐宋元时期

这个时期，相应于岭南逐步推向全面开发，封建就治得

到加强.封建经济、 又化的皮展从根平平衡而撞开，在大部

分地区确立 了 坦文化的主体地位。 宋末且元，民革矛盾 的撒

化，给峙南社告带来 巨大的震撼。人粤人物的主要作为幸现

在.

1 、 继续推进开化较早地区 的经济 文化建设。

粤北一些地E 、 珠江 三 角洲的广州 、西 江在域 的端州 ，

、



是崎商开 t较早的地 ll: o 朝廷命官 中 一些有眼先有 4电力者 

'"力于地方建设，有所建树。 诸如唐代宋罩、李姐 : 束代包

挺、程师孟、蒋之奇 ， 元代许有圣 ω 豆u要筑城市、改善民

居、由井修罪; 至1兴建州学、创立书院、立祠祀肾;或畸轻

目桂、鼓励在粉、发展外贸。 对己则盛明清正目 立身立酶 ，

堪为精模。

2、推广文明 . 监扬教化。

察代且后 ， 历代有 平二þ 罪官远距岭南.其中有的是曾居

高位、大韬武略的著名朝臣，他们对梅封建立明推向原来十

分落后的粤东 、 粤西、海南起丁僵化作用。湾口的五公祠有

此-联 "唐垂末造 ， 未恨f昌安. 天地凡人才置、青海外 ， 道

提前贤，教!'<后学， 乾坤有正气在此撞 中吨 。 以李檀裕、李

捆、赵lIl<、李克、胡佳为代表的罪官， 世道堤而存正气，量

力于头学育人、著书立盐、传播丈吐。 唐草臣请到潮州i竟有

十相，其中常主、 陈盖住为开皮"海盖邹鲁"的潮州 . 功劳

尤著。在雷州半岛南端的海廉、 也有 幸祀罪官璋宦的十贤

祠 . 为历史遗证 。

贬官施宦中 ， 对皮展峙南文化影响最为革远的.当推唐

代 的**量和直代的革轼，韩愈在阳山 3 年 ， 顺有现绩。面在

潮州i仅 8 个月，一样体察民情.事挥鱼、释担掉、兴丈量、

办!f学，举荐乡置， 留赠文章自是湖之士.皆驾于丈.

延且开民，至今号称昂治 . 0 ði'轼自谓 "问汝平生功业， 黄

州 、惠州、 情州"。 后人评价 .. 一 自坡公滴商海. 王下不敢

轻惠州J 尤其是在 当 时最为 荒草Jll苦的海南，他夹心民捷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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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持丈辙。 他北归三年 后 ， 海南出了历史 上 第 一个进士。

〈琼 台 记事最} 谓..按 州 人灭之盛 ， 实 自 也启 主。"

在 此期间，一些著名 的文学家 、 艺 术家或在寓 、或直眶

而行进造反崎南. 诸如桂审吉、京 之 间、 lt.佳期、 王勃 、 刘

禹锡、李 涉、 李绅、许 浑、李商 院 、李群玉、扭无择、 秦

现、米带 、 阵与立 、 杨万里、如j 克庄、 是柿 、 虞草 . 不但 留

下丁一笔时岭南为嚣的文学遣产，而且更为广迂地传播 丁 中

原 文化，又f 岭南诗歌人灭的发展起 丁 逻润芋育 的作用。

3、 传播理学和事教文化。

兴起于末的程朱理学 对f东 也罹有牵响。 "粤东为 天

南奥区，人主""在而开飞 程朱理学的创始者周教颐就职广

东时， 足迹遍及粤东、粤西。程朱理学的集大 Hi.者幸嘉也曾

入草草广车 。 南靠平少峙南地方官员 为程辈理学摄门 λ， 广州

知府事罄明、穗庆如府卅婚、香山如县尹左祥等，在仕时都

不遗余b推广理学。在理学大师苦 '即 下 ， 崎南地 区 书 院 兴

盛..科举尤重于 中 州 " 。

随着海土交通贸易的繁荣，中外交 11 主施更趋活跃.尤

以牵挂主施h吏出 。 广州 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沿海城市，

被称为直葛素的唐相来华传教者，在广州遗下 T 留存至今的

圣哇。 111 1量方面;一些中外高情为传经取经取道岭南， 扩大

丁 If 响 。 唐鉴真大师东遭受撞，飘零峙南两 年;J;. 在海南、

雷割 、 瑞州、广酬 、韶州壁起讲律授戒，修建寺院.轰动一

时。 为中日丈化吏现而献 身的日本高憎 荣睿大师 . *眠于鼎

湖。

一一--



4 、 弘扬民族气节q

在埠大连天的两束末年 ， 形成草 三在北方士民向 '令荫的

移民高珊 ， 南宋 Rτ 时达到空前姐模 ， 对均 南社会的经济 、

文化 影响重大 ， 从此汉文化 占王导地位。 南宋二王行朝退王

广东最后 一且 ， 丈天祥 、 陆秀夫 、 张世杰等晕目将士丘抗民

族压迫的壮H行为和誓亮如 归 的爱 国气节 ， 使广靠人民受到

不可磨灭 的最励。

{三}明清时期

这个时期 ， 对应 于 封建制度 由 盛而衰，经历了明末清初

的戒酷 jj\;札 以及在近代史土崎南得风气之先的崛起 ， 岭南文

化在撒型 的碰撞中走 向成熟 "成 为 中 华文化 富有生机活力

和吏出贡献的一个地域文化， 步入先进 丈化 的行列飞造威

生祝活力 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协商 又化的善于兼容吐纳。 在

一批走在时代前列 的岭南杰出人物脱颖而岛的同时，如格高

平开入粤人物的推波助澜。 他们的主要作为者现在 .

1 、 走 展地方建设。

封建社会后期 ， 官 场直斥着贵垂昏啻之风， 但仍有一些

贤白色精干者，为 国计民 生 办 了 好事实事。 一些州 县官员鼓b

于售水利、固堤防 、 督学吉 、 JI.弊悟， 例如南卅知府王撵姐

织 了广济轿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静建工程。 清代两广 iZ 督中的

成就亮 出 者，前有阮元 ， 后有 III 之汩 o R元在粤长达九年 ，

加强海 防、 创 立海关 、 注重水利围垦、 王持修蜻 〈广东道

志〉 、 创b学海堂书 院. 网 F 和培葬 了一批名 重一时的玲南

才于。 lk 之 洞在任 5 年 ， 运筹帷喔打政量国使略军，巩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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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大刀阔斧地兴办洋舟实业，创品广雅书院 ， 促进了广

东近代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 的发展，培葬 了 一批学贯中西 的

新式人才。

2、 领导反il:略斗争。

!Á 明代开始，广东最海人 民进行 T 不懈的反抗判 来佳略

的斗争。俞大耻、 戚继光领导的两支葫旅，在抗悟斗争中一

度进入粤东井肩作战， 平息 了 长期为害东南的苦患。 面对西

方早期殖民者的盘指东南沿海， 明 清政府腐JII:无脏，地方官

员则有挺身而出者，明海道副使汪精、香山如县革善继.清

广东接察值1毛庸、香山知县 印 光等人，坚持原则，毫不妥

协，在军事土、外吏土打击 了 瑾民者 的气焰。

最为轰轰烈烈 的是.林则徐和邓廷顿 、 关天培领导广东

军民进行抗其斗争，皮 门铺捕 ， 震惊中外，写下了 近代史土

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第J页。是夫培 、 阵连!t等量国将领为维

护民族尊严，血洒峙南 门 户 。

3 、 推动岭南文化教育走向繁荣。

走向成熟的龄南丈化，既有特性又能聋事。 明代，在王

守仁理学在思想领域~~占班治地位的情况下，尚有湛若革的

学说与之抗衡c 耳管如此，曾任两广总 督的王守仁，对峙甫

的政洁、军事、文化教育和思想领域还是v响重大的。

清代担任广东学政的革士奇、钱大昕 、 输方纲 、 李调元

时且南来主讲书院 的杭世辑 、 全祖望，皆一时佳彦，博学多

才。他们不仅身体 7J 行.倡朴学.兴诗词，影响着粤地学

风，而且热心于对崎南文坛 的推介扶拖。惠士衙门下 "惠门



归于" 的何梦瑶等人，即是峙南又坛的颇且盛名者。 作" 清

初文坛盟主、诗界权威的朱彝尊， 热 心、 向 江 南 宜侍怜甫诗

人，岭南三 大家之一者幢大均自述 "名目锚幌(彝尊宇 ) 起

词场 ， 未 出辑关名 巳苦 "。 "布衣翰林"潘来 竟不避政嫌， 为

屈 氏 {广东新语}作序ω 南来名士在崎南歌民结辈， 推动岭

南诗坛走 向 繁荣 。 更 为 可贵的是， 他们中有的自茸收集 、 整

理 、 评价粤讴 、 竹枝词等 民间士学。 李调元编著的〈粤风}、

{粤东古观海辈〉、 〈粤 东 笔记} 中就收入不少广东民歌，使

之植传至今 。

4、介细西方近{~科技文化。

广东地是反帝反植民主义前哨.同时又率先接触到西方

文化。 冲破封建思想费笼，了解西 方 科技 文化. 有 雨 条 适

捏 一是通过入华传教士，他们中 的 一些人来华虽旨在传

教，在现土却起了介招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的作用。明代来华

的意大 i'l蛙 4撞击利玛窦桂誉为 "沟通 中西 文化第一人"他

从蛊门λ肇杀居留 多 年， 酷后转韶关 Jt上， 广东是首受遭染
的地区 。 清代 ， 入粤传教士更多 ， 其中 一些人做了一些有利

开放与进步 的事情， 舟 医院 、 也j 报刊 、 兴学校。太平天国后

期王要领袖讲仁吁 ， 在香港受到瑞典传教士韩由 丈等人的启

发和帮助 . 思想挑出了在 民意识。另一串连在是先进的中 国

人为寻幸救 国道路， 主动去了僻、 学习西方资本玉立 的先进

丈化。林则徐在领导抗英斗争中为知己知世了解西惰，开挥

章外 国事物之新风， 成了妄自尊大的清政府中开眼看世界第

一人。 先进的思想家辑源正是在林则徐提供的膏料基础上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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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了〈寿国图志). 他还实地考察了粤港澳。他提 出 "师夷

之长技阻制夷"的主张.并建议在!到粤二地搞试验。

5 、 投身广东 民 主 革命。

广东是中国民主革命策草地之一.不少入粤人士是广东

民主革命遣草洪植 中 的弄潮儿。丘逢 甲在抗 日悻古量国斗争

失真立后，转入广东，在粤东讲学品学堂，后出任广东教育总

会告长 、 军政府教育部长等职。他在品学中连重量国思想教

育.造就了许多量 国青年、 民主革命骨干。 黄花岗起立一

挂，黄兴是组织者 和指挥者，到士中 的 íl! 多人是入粤人士，

著名的有喻培倍、方声洞、林觉民 等。 烈 士 的鲜血，最红 了

南粤大地，也唤起更多民武投身埋葬封建制度的伟大斗争。

本书收入历代入粤名人共 93 位，其幸自贯当在广东之外，

包括外国人。 鉴于海南建省之事单在 当代，故将这些人物到

尊行进 i/F时为入粤。 收入人物 的时间 界 眼，上起自泰初，下

截至清末(辛主革命前)。 按 出 生年份先后 顺序排列，如生

年或卒年不详，剧按其活动轨迹大致推测其时间予以排列。

顾且各个朝代、 4方面 的代表人物 ， 他们中，或立国称王、

或萌宦撞寓 、 或大臣 Ii.梅、或清官 肾吏、或义士巧匠、或过

草疆人、 或僧道教士， 皆是对怜南政洁、垣济、 军事、主化

教育以旦中外友好交往纯某一方面有所建树影响者。

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和 评价.不 能限于一 时一地一事，

而要照且全人。因此. 对λ粤人物 的速介，既尽可能突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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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铃南活动轨违 、 建树fa茸泽， 也述及其一生主要经历 、 业

绩和思想 υ 有 的滴宦过事 ， 为条件所醒制 ， 入粤后社会活动

不 多， 但他们 的立身行事、文功武 liJ 、乃至留题遣诗， 对岭

南人民起 了 激励作用却潜移默化的影 响，故而更重于对其生

平功 业的述介。

人无完λ， 对子历史人物更 不可脱离历 史 条件去苛求。

历史名 人的功过虽然章杂，但对其褒 眨， 绝大$歌还是可以

分析出主 导 的一面的。 本书收入的， 是肯定为主的正面人

物。 述介时.既铺陈其进步作用 ， 也不讳饰瑕雄。对一些历

史事件和人物行舟 ， 有褒贬不一的， 尽可能平叙直录。对一

些较为复 杂 的人物， 收入本书时也曾 作 了具体分析。 如清代

钱江， 晚年 时充 当 雷 以诚革憬， 为 镇且太平 天 国出谋划策，

创行厘捐 洼，廷及 70 余年。但他早 年坚决支持林则 悻辅 导

的禁烟斗争 ， 以 *-际行动椎动 丁 广东 的抗英斗争， 面对世院

提曲迫害 ， 南佳全他人挺身而出 ， 义无反颐。被遣直生期间 ，

追随林则徐， 为 开发新砸出 7 力.古井蹄地"民至今赖

之"。本书收3入也江，首 先肯定他 的爱 国行舟，至于如何权

菌毁瞥， ~'I ilI 待史 学 革专论。另一个人物美国传教士罗孝

全.他在穗进行传教时， 棋 秀全曾就学于他， 对洪秀全后来

创世拜土帝靠很有启 示 。 但罗幸圭那时认为洪弄圭平够棉，

拒绝为棋在礼。 罗孝全后来 一度任取天朝外井大臣 他自 述

只是 "为 了 可以 自 由 出入和行动便利起见". 目 的在于传教。

他皮现在秀全等人所领导 的太平天回信奉的并不是西方的上

帝 自 己 "不论在事教 、 商务或政 话方 面，都不能且太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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