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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简介

"深圳风物志"系列丛书是深圳第

一部大型风物主题丛书，第一辑分风土

人情卷、民间荣~卷与传统建筑卷三

卷。丛书邀请深圳本土文化研究学者

廖虹雷、张一兵等掌舵编寨，资料翔

实，以氏翠日常闲谈之口吻，深入浅

出地讲述深圳民俗、历史、荣食、建

筑等风情故事，结合乎绘插阁创新编

排，生动再现了逐渐隐没子现代生活

中的深圳传统文化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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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世居深圳，北京鲁迅文学院毕业。深圳市本土文化艺术研

究会会长，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第二届副会长，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深圳市史志办、深圳市民间文艺

家协会特聘专家。

多年从事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出版《深圳民

俗寻踪)) ((深圳民间熟语)) ((深圳民间节俗》等专著，获得广

东省第八届鲁迅文学艺术奖和广东省第六、第七届民间文艺著

作奖。被评为"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严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和"广

东省优秀民间文艺家"。

廖虹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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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莹 手绘指导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主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

专业教师 ， 每天相年轻、充满活力的同学们一起

沉浸在设计艺术的世界吧。 希望通过孩们的努力，

深圳可以涌现出更多的本上设计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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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韩 手绘师

国捎画狗画玫瑰 ， 心里住了一位小王F。时u派

超现实主义画师，绘本人物"海iA<" 的原创作者，擅

长用画笔默画下脑洞里飞过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喜欢

喝茶、下椒、画画、摄彤、日斤歌、旅行 . 也喜欢大诲 ，

自称为 "A n lhony" 韩叶 "Mr 特先生"。

廖志聪 手绘师

六年绘画经验 ， 在佼学习期间曾被派往俄罗斯交

流学习。被告为"色彩小王子留下许多个人风格

强烈的作品。期望更深层次地了解绘画 . 也让自己的

画更有味ilio

手绘者简介

林嘉敏 手绘师

一个不爱说ì.5只爱画画的女子 . 闲暇时画 71<

彩花卉 ， 画黑白线描 ; 具有一定书法功底 ， 偶尔

提笔练字 ， 也臼学工笔画。相信画面可以传达内

心 ， 也能在不经意问爆发向己的无穷能量。希望

画面永远是 "想做就做的事不会变质。

ffiil塑用线条来表这内心的悄感， 在色彩斑斓的世

界里找出物体应本质的形态。擅长钢笔画与白楠， 偏爱

风妓速写。喜欢~m跺肘独自出去听歌散步. 看看花草树

木， 感受万物生长的神奇。希望能坚持着是初热爱画画

的心，用画画证明我还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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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独特的凤士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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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源于宝安，宝安古已有之。

古自何时?请康熙《新安县志·地理志·风俗》条载邑

在晋为郡，西晋永嘉(公元 307 - 313 年)之际，中外|人士，

避地岭南，多留兹源土，衣冠礼义之俗，实始于此。"换句话说，

1700 年前的西晋时期深圳就置郡县，有郡县必有庶民，有庶民

必有土俗，而此俗始于中外I (原)也。

由此，深圳不经意间走了一千多母。在漫长的历史长词中，

她像滔滔的珠江，一路汇合着东江、西江、北江之水，浩然进

入南海一样，在原有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融汇了广府和潮汕的"咸

7j(文化又牒合了粤北、粤东客家的"淡水文化形成了

既接近广府(广州1) 又不完全是广府，既是客家又不全是客家(不

列入著名客家研究教授罗香林考察划定的全国 27 个纯客家县范

畴)的"咸淡水文化"。当地人自豪地说这种"咸淡水文化

大概指的是"深圳昧也就是本书将要叙述的有别于其他地

方的深圳风俗。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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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中最阜采用了"民俗学"译名，把民俗学的

研究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 1927 年，在广州

东汉学者应由在《风俗通义》中道风 中山大学成立了民俗学会。第二年，出版了

者，天气有寒睦，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民俗周干Ij >>、民俗丛书。至此，民俗学这

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象之而生。 个名词随着民俗科学的兴起开始普及起来。

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参阅《民俗学丛话~ ，乌丙安著，长春出

或善或谣也。"这是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人对 版社， 2014 年版)理论上既括民俗学的说法，

风俗的诠释。 在老百姓看来有点拗口和枯涩，还不如民间

后来，世界上把风俗确立为民俗学学 说的"风土人情"有意思。前文说的天、地、水、

平斗，最先是大不列颠岛上的英国，国际名称 草之不同者为风土，由人们在天地自然界产

为 Folklore。这个专有名称是由一位名叫 生出来的喜怒哀乐便是人情;简言之，老百

汤姆斯( W.J.Thoms )的英国考古学者，在 姓把长期生产和生活中"过日子"沉淀下来

1846 年首先捏出来的。它的含意是"民众的 的文化事象，谓之风情、民风、习俗、惶俗。

知识"或"民众的学问"。这个名词，最初 风土人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

只是用来取代"民间旧俗"这一习惯称呼， 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呈现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越来越确定了它的科学 出不同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在各个

概念。于是，民间旧俗蕴涵着两方面的意思: 不同族群里，形成语言、饮食、信仰、礼仪、

一是指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和口 年节、习俗等方面不同的文化习惯。别看这

头故事、歌谣等;二是指研究民俗的科学理 些习惯都是些细微繁琐的曰常事，但是一个

论。 1878 年，英国正式建立了民俗学会。从

此以后，民俗学成为国际性学科的名称。

民俗学概念传入我国，始于 1922 年北

京大学出版的《歌谣周刊》。在该刊发刊词

地域、一个族群一旦形成这种民风习惯，却

能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甚至成为影响着

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力量。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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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乡村一个例俗。

深圳的风土人情，是与宫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人文历

史紧密相连的。深圳依山傍水，三面环海。南面沿海的多为平原、

沙田、滩涂，土地肥沃，物产幸富;北面的山区多为峰峦叠峙，

丘陵起伏，山道崎岖，土地贫瘤。这里的海岛渔村和乡野山庄，

数百年来聚居着不同的族群和民系。

最旱来到河涌纵横、鱼米之乡的深圳西部开基立村的，是

i井白话的广府人(以广州为中心的粤语民系而得称)，后来移民

在东部和北部依山而居的多为客家人。据史料所载，深圳广府

民系的雷姓、陈姓、郑姓、黄姓、潘姓、文姓、曾姓、邓姓、

赵姓、廖姓、文IJ姓等多数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迁入，稍迟的也

在元明期间藩籍深圳|。既然为"客"的客家移民，肯定比"本

地人" (广府人)晚到，张姓、叶姓、方姓、詹姓、萧姓、袁姓、

赖姓和欧阳氏等是在明清时期迁至，特别是有规模迁徙到新安

县垦荒耕海的，是在清朝"迁海"的"复界"事件中康(熙)乾(隆)

竿代(参见本书第三章第 172 页)。至于由福建、潮汕流入南澳、

盐田、蛇口等沿海捕鱼的"福佬" (土称鹤佬)的闺潮民系更迟，

他们多数为请末民国时期迁入。至此，深圳比较明显地分布着

西部为广府人，中东部是客家人，南面沿海的一些渔村居住着

福佬人的局面，形成了汉民族中的三大民系。这三大民系突出

的特点就是方言的多样性，带来风土人情的多元化。

首先，地方语言的丰富。全国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越

方吉、赣方言、湘方言、闽潮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中深

风
土
人
情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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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圳占有三席(粤语、客家和闽潮)。深圳的 生I也不熟的地方，建立相互抱团照应过日子

广府语言中有围头话、基围(置家)话次方 的居家环境。深刻11300 多座围屋从建筑材

言，次方言里又有沙头、南头、西乡、沙井 料到屋形外貌， ßN粤东、赣南、闽西的圆形

和公明的土腔。客家人的语言又有羊台山的 土楼恨不一样。横岗茂星星世居围屋里还有一

石(岩)龙(华)观(澜)布(吉)和龙(岗) 间西班牙建筑式样的小楼，观澜有上十座红

横(岗)坪(山)葵(涌)东部的客家不尽相同， 楼式的多层洋楼，在传统客家民居中阪收外

次方言里更与兴梅、闽西、赣南的客家话有 国风格，说明深圳民俗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

所区别，还有大鹏古城的半白(粤)半客夹 性。

带北方话"四不像"的"大鹏i舌" (又称"军 其次，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化。农耕时代，

语" )。地域和语言不同，带来吃、住、行、穿、 深圳有农民、渔民、提民、盐民、船民和香

戴和撮娶、生辰、寿诞等礼仪习俗的不一样。 民。由民、强民、盐民长年与海打交道，为

比如说吃的，广府人靠海生活，有爱吃"三 避遮海风海j良，他们头戴的是锢鼓笠(俗称

鲜" (鲜鱼、鲜虾、鲜贝)的习好;客家人 渔民帽)，在E陵山区的女人则戴客家凉帽。

依山而居，条件所限，养成吃"三咸" (咸 同是凉帽，大鹏一带的凉帽却在帽I页漆成红

鱼、咸菜、咸肉)口味;潮汕人则习惯"三 色，帽帘布的颜色不是黑色而是海水蓝，据

睹(食)" ( "暗廉"即食粥暗藤"即食 说是沿袭大鹏卫所清军的头盔颜色。客家女

半汤半菜暗嗲"即饮茶)。比如说佳的， 人勤劳俭朴，上山割柴草，下田割禾插秧，

广府人多数住砖瓦排屋，屋脊圃山式带键耳 在家养猪做饭，所以她们的服饰衫袖比广府

封火墙，沙井、福永一带的房屋还用当地的 女人的衫袖短三五寸，以方便做农事家务。

提壳做墙，门窗和屏风的花纹镜片也用强壳

片镶嵌，成为有别于其他地方的装饰艺术。

再次，深圳当地人中，不同的民系，嫁

娶和寿辰礼仪习俗都不一样。广府人和客家

客家人住的不少是泥砖屋，有钱人家盖青西 人的新娘过门是在中午 12 日才前进新郎家的，

屋或用三合土春墙，建方形、矩形的围屋。 而潮汕人(含置家人)梳头、拜神、接新娘

围屋是用灰沙春的高墙，对外可防饵，对内 过门等程序却在半夜时分进行，天亮前新娘

是族人生活的小天地，适应客家人移民到人 必须迎进夫家，这就是潮汕人的"夜燎"习

IX 



俗。长者做寿辰，深圳的客家人和广府人也不太一样。客家人"称

寿必由六十一始，重一不重十就是说逢六十一、七十一、

八十-、九十一、一百零一岁做大寿。广府人则"男做齐头，

女做出一也就是说男性做寿在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一百岁，女性则六十一、七十一岁……

深圳除了风俗具有本土特色之外，在风物和人文历史方面

也有许多与外地不同之处。比如新安曾有"追月"习俗，有"做

冬过大年"之说，有"放旺鹊跨背囊打棋螺"等儿童

游艺。你还听说过"盐田凤梅沙液"、 "七姻山之传奇"、梧

桐山之"仙气"和深圳墟为何称"东门"的典故吗?赤湾港曾

经是海上丝路驿站、沙头角曾有小铁路、 1少鱼涌曾是繁华温口，

它们又为何凤光不再?你知道笋岗村有座"元勋围"吗?周家

村为何古称"将军围" ?南宋小皇帝在宝安有哪些遗迹?

四

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脉，也是一个城市历史价值的重

要体现。弹指一挥间，星移斗转仅仅 30 多年，深圳不可思议

地从一个 30 多万人口的边陆农业县，迅速崛起为一座有 1000

多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 ( 2010 年 11 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据公布深圳市有 1036 万常住人口) ，创造了世界城市化、工

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奇迹。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深圳传

统的历史文化、赖以存在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部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无不受到

冲击，大量具有深圳特色的乡土文化曰益消失，传统的建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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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陆续消逝，许多习俗文化和民间艺术， 记忆还在。

也随着现代生活发展而逐渐消落。如果没有 趁我们这一代人对乡间文化习俗还没有

了传统，没有了文化，没有了乡愁，没有了 忘却，为下一代留下一些鲜活的乡土文化的

精神家园，这样的城市无法想象。 档案。笔者利用数十年走遍深圳的老镇、古

《黄帝宅经》曰宅者，人之本。人 村、白港、海岛的经历和生活积累，在广泛

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 的田野调查研究基础上，翻典籍， I湾史料，

门族衰微。"近年，笔者到日本、韩国和中 看祠堂，查族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成《深

国的台湾、香港等地旅游，发现当地的年轻 圳风物志·风土人情卷》一书，书中分风俗、

人自觉走出都市，去寻找城市发展的印记， 风情、风景和风骨四章，收入 42 篇文章近

积极为乡村保留民间文化。人们越来越觉得 20 万字，力图记述深圳原汁原昧的民间风

同质化的城市、雷同的社区生活空间、同一 情。欣喜地得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

卢品化的商场食肆，令人索然无味。小桥流 学院的师生尝试手绘插图，生动地还原乡间

水，鸟语花香，帆影点点，山路悠悠，炊烟 民俗场景，无疑给平凡的文字增添视觉趣味，

袅袅，鸡鸣狗吠的生活虽然不可重现，却叫 抑或给人带来一种艺术冲击。

人心生留恋、… 本书可以说以翔实可靠的史料、现代开

我国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在《本土 阔的视野和优美简洁的语言，解读深圳从东

文化田野上的红高粱》一文中说道民间 部到西部、由广府到客家的一幅幅民风习俗

文化的根基在民间，它有自身的活动轨迹和 画卷;为读者了解深圳这座既新且古的城市，

传承路线，它在世世代代的发展和变异中， 尝试当一回导游，带着有兴趣的朋友探访这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模式和 个现代化都市的文化根基。借此，拙书若能

规范。绝大多数民间文化事象几乎从不见经 视作一张人城示意图，甚慰。

传，它们只贮存在民众生产生活的底层，展 是为序。

现在本土的田野山乡，深藏在广大民众的农 廖虹雷

耕文化记忆中。" 2015 年 8 月

深圳的乡村田野没有了， {旦乡村田野的 深圳福田·香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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