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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晨

这是一套关于宝安历史文化的丛书。

它在追溯历史，它在记录历史，它也在书写历史;它是文化的

使者，是文化的言说者，又是文化的见证者。

未来的城市竞争以文化论输赢。有了文化的积累和支撑，城市

才会有活力、有生气、有竞争力 。 文化竞争力是一个城市综合竞争

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和知

识型的劳动者已经成为基本的生产力要素，而这些要素需要一种强

大的文化张力， 才能构成一个高度人性化的经济体系。 人类文明演

变的进程表明， 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今天的繁荣 ， 无不与昨天的

历史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种历史维系，就是通过传统文

化的深刻内涵及其作用力折射和体现出来。

宝安是深圳之根 ， 是孕育了香港和深圳的母体。沧海桑田的六

千年啊，它留存给我们后人以什么样的璀琛历史呢? 历史长间， ií旬

尽千古风流人物，哺育出世代英雄儿女。 宝安人民就是用自己勤劳

的双手和无穷的智慧，创造了今天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

别在改革开放短短二十年间，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清朝学者张溺说过"参天之木， 必有其根。 怀山之水，必有其

掘。"对于大多数人没有归属感、缺乏城市凝聚力的深圳来说，文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认同感太重要了。 一个地区的文化历史魅力需要时间去历练、 去沉

览。我们不能静坐以等待，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有许多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是很难将它们摆放在历史的一个

确切的位置上 ， 因为人们常说，历史是一条河流，无论其揣急或平

缓与否，她始终都在流动。 你有见过不会流动的问流吗?既然我们

无怯叫历史停下，那么就让我们将看似流动的生活记录下来吧，其

目的只是为了要完整保存这一方热土的文化及其历史记忆。

历史不是陈旧的东西，也井非与生活脱节;阅读历史也不仅是

"以史为镜

走不完的E路各 。 身处在这诡诵多变的全球化世界，我们要懂得如何比

较历史，观察现在与梦想未来，才可清醒地回应物质丰盛灵魂分裂

的挑战。有人说，历史无怯眼见，犹如草叶生发的过程，我们虽不

能在一分一秒中，感知其滋生，但是，在时间的长河里，却可以体

会它一直在成长，而且无从后退。目前，我们试图要做的就是:目

H者井记录。 我们相信，历史自有它的价值。

鉴于史志工作的使命，我们编辑出版了这一套丛书，其宗旨在

于彰扬宝安古代的深沉，近代的光荣，现代的辉煌……我们相信，

只有记住曾经的沧桑，才能更好地远行，只有铭刻历史的印痕，才

能延续文明的薪火。 让我们在对明天的美好期盼中，再多一份厚重

和沉稳， 多一份从容和自信。



北山南海:风水意向

新安，本晋东官郡地，东控归善，西抵香山，北连东莞，层峦叠

d戚，屏卫环立 。 东六十里曰梧桐 山， 二峰l搓峨干霄 ，为邑巨镇 。

一一《康熙新安县志》卷之一舆圈志

邑以梧桐山为巨镇，三峰l搓峨，耸立霄汉;其余如大鹏 、杯渡诸

山，层峦叠 d辙，屏卫环立不胜屈 。 邑三面濒海，汪洋澎湃，烟云变灭。

凡渍江、端溪诸水，会珠江，屈折百余里，至蛇、犀合龙江，经虎门汇

分流湖而注之东焉，诚 -i~观也。

一一《嘉庆新安县志》卷之四山水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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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老地方志书的惯例，每一种志书都设置有《舆图志))，主要是绘

制的地图，有县境图和县城图两种。与现在的地图不同，它没有详细的地

名、道路和建筑物等地理信息，也没标明具体的历程，就是简单的几种地

物的相对位置和大小，也大有偏差。县境图绘制的主要是山、水、城池、衙

署等的分布情况，县城图则只绘制城墙、城门、衙署、学宫、炮台、教场和

寺庙等。这样的地图是没有指路等实用价值的，然而古代的人们郑重其

事将它绘制，收入地方志，传之于后 ， i荫含着对一方水土的依恋和美化的

强烈!情感。现存的《康熙新安县志》和《嘉庆新安县志》同样有县境图和县

城图，对它们进行解读，就能了解古代新安县的风水意向。

( 一 )

明代万历元年(公元1573)新安县正式成立，选择东莞所城的旧址作

为县城的所在地。这里早在东晋咸和六年(3 31) ，分南海郡置东官郡时就

是郡治的所在地。明代洪武二十七年(1 394)在这里筑东莞守御千户所

城。万历元年(1 573)建立新安县，在所城的基础上扩建县城， 占地4.3万

平方米。据 1984年的调查测量得知，古城址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四周有壤

沟围绕。城址范围东西最长距离为680米，南北最宽处为500米。城址用山

岗黄泥砂土堆筑，现南北城墙尚存断断续续、高低不等的基址。北墙无城

门，东城门虽存但已改为石块构筑，唯南城门保存完好，外拱门上有一块

长方形石块，上用小篆阴主IJ "南宁"二字。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必然营造"衙署齐备 ，庙堂俱全"的人文环境。新安县城建

有城池、县署、仓廉、 t焦楼、馆驿、监狱、城惶庙、社理坛、风云雷雨山川坛、

学宫、 i寅武场、道路、水井、牌坊等设施，分布有序，错落有致，其排列格局

均为风水思想的具体体现。古城又俗称为九街或莲子域。据形家来看，大

南山、赤湾山从海面拔起，好像莲蓬一般，圆形的小山上的古城，就像

粒粒的莲子，东、西、北面的几个小山村好似莲花瓣般衬托着南头，而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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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头新安故城南门及外拱门石刻文

山、南园 、北头、大新等村落从南向北一线延伸，宛如莲柄。后来因为

从南向北"莲柄"被横断几节，请康熙年间(1 662 一 1722)改名为"九

街"。

据明代《皇明海防慕要》记载:南头"扼外洋要害之J中，护卫虎门、

澳门以作保障，汇东北i者海以为归宿，外而占城、爪哇、真腊、三佛齐，

番f自来莫不经由于此可见南头城在古代海防军事以及交通贸易中

的重要地位。 明代陈绍儒在《海道刘公去思记》一文中写道今因所

城而城，新安费罔财伤，役匪民劳，此文IJ 公之仁见于节爱者也。"由此

看来，这是根据时任广东海道副使刘稳的意见办的， 当时的人们认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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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东莞守御千户所城的旧址可以节约建城的开支。

( 二 )

古代城市多选址于依山傍水之地，城市所依傍之山，备受人们重视。

《康熙新安县志》舆图志说 :

新安 ， 本晋东官郡地，东控归善，西抵香山，北连东莞，层峦叠

i幅，屏卫环立。东六十里曰梧桐山，二峰峰峨于霄，为邑巨镇 。

《嘉庆新安县志》卷之四山水田各国 :

邑以梧桐山为巨镇， 三峰 l搓峨 ， 耸立霄汉，其余如大鹏、杯渡

诸山，层峦叠 i辙，屏卫环立，不胜屈 。 邑三面濒海，汪洋澎湃，烟云

变灭。凡渍江、端溪诸水 ， 会珠江，屈折百余里，至蛇、犀合龙江，经

虎门汇分流湖而注之东焉， 诚 - íê:观也 。

梧桐山被认为是这一地区龙脉的集结地，也就成为"靠山"、 "镇山"或

"发脉地" 。

风水必须得认脉寻宗，看山别水，察龙观势。早在《禹贡》时 ， 就提出昆

仑山是众山之祖的看法，由昆仑山发端出五支龙脉，其中有三支在中国，

新石器时代陶尊，咸头岭遗址出土 商代陶罐，屋背岭遗址出土 商代陶尊，屋背岭遗址出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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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东莞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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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北干、中干、南干。其中北干沿黄

河通过青海、甘肃、山西、问北及东北各

省，终于朝鲜半岛。中干通过长江黄河

之间地区，止于山东半岛。南干遍布长

江以南，止于台湾。

新安的山脉来龙，起楝于中国的南

龙，从昆仑山绵延而出，从由民山开始，遥

远曲折向西行进，又向南转到云南的地

域，再越过贵州，穿过挂岭，到达湖南，

通过广东南岭大庚山脉，从南雄出发，

形成罗浮山脉，再以博罗境内的罗浮山

为主峰。罗浮山脉是道教第七洞天， 三

十四福地，南下东莞石龙渡东江而至幢

木头，再一路南下而形成梧桐山脉。

梧桐山脉有三条来龙:七娘山系在

东部，由笔架山、大岭古、求水岭、排牙

山、七娘山组成，从葵捅东部直伸到海

读，梧桐山主峰为新安的镇山。鸡公山

系在中部，主要有山岭鼓、鸡公头、大脑

壳、瞠娜山(今塘朗山)、南山、小南山等

山峰，从布吉延伸到南头，属低山区。羊

台山系在西部，由横坑、羊台山、仙人

塘、油麻山、凤凰岭、大茅山组成，从平

湖一直仰展到西乡大茅马、铁岗一带。

新安县的来龙被认为是经由广东南下

至新安东北良方，向西南而行，为民龙

春秋青铜矛，大梅沙遗址出土

春秋菱纹陶瓮，观澜追树岭遗址采集

6 



北山南海 :风水意向

人首。

据县志记载，悟桐山是新安县的祖龙，由它发脉而来的阳台山

(即羊台山)是县城的座山，而南山、大屿山为其砂案，珠江水西南从

南山入口，深圳湾为大明堂，形成民山坤向、北山南水的格局。县城

三面是山，一面临水，这个风水上就叫做"安"。所以新安县名与风

水还真有点关系。

龙脉是"生气"的源泉。具有"乘风则散、界水则止"的特点，在

山与水的临界处，为龙脉聚结的地方。人们将山水环抱，面临平原

的地理格局视为风水宝地。这样的格局是古人选择房屋、村落和城

镇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建造都城的时候，风水理念、更是贯穿其始

终，显示出统治者永统天下的愿望。新安县城背负绵延的青山，海

湾套叠，岛屿棋布，犹如灵龟下海，金盆养鱼，形成一个聚水聚财的

格局，着实是个山水胜地。

(三)

山为龙身石为龙骨土为肉，水是龙身地势的血液和经脉络，地

无水不成自然，山无水秃贫穷川|。如人无血水一样，不能养命立生。

在风水景观体系里，水口是指城市前方间流出人之处，通常特指去

水之地。明缪希雍《荆葬翼·水口》认为:所谓"水口乃是"一方众

水所总出处"。

据县志记载，在新安县的西北，有茅洲问、碧头问等。茅洲间发

源于大头岗、凤凰岩i者处，至新桥之北十里许合流，经茅洲墟入合

澜海。现在的茅洲问干流全长46公里，为深圳市最长的问流。碧头

间发掘于阳台山、太平障山、莲花运诸处，合流，经燕村、捅头，周山

50余里，至碧头人合澜诲。莲花远是古代通往东莞的官路，附近有

一个合水口村，估计就是新安县的大水口。这个水口在县境的西

7 



战国陶鼎，观澜石仔堆山遗址采集 东汉陶灶，红花园汉墓出土

北，就是形家所谓的天门吧。

在县城的东面，有沼水、大沙问等。浩水应该就是今天的深圳间，发源于

悟桐山，流经甫隔径和龙跃岭、双鱼岭之间，然后分成两支，西流的叫钊日间，

北流的叫大沙间，至、居山合流而西，叫溜水，经黄冈，遥远40里入后悔。大沙问

发源于阳台山、丫暑山、董公岭，历新围、大涌30里，至白石洲入后诲。

在县城的西面，有西乡间、三合水问等。西乡间发源于阳台山、大鬓婆山、

大小茅山，至更鼓岭、铁冈，合流30 余里，经西乡入诲。三合水间的源头有三

支，一支来源于大鬓婆山，另一支来摞于阳台山，还有一支来源于牛膛，至岭

下合而为一，同归西乡间入诲。

而在县城的南面，有南头河，其发源于南山，至西门头入诲。清代初，问道

淤塞，潮沙泛溢，康熙四十一年(1702 )，新安知县金启贞率领军民疏通问道900

余丈。

洁水、大沙河流入的后海在县城的东南面绕护县城是新安的大明

堂，形成坐东北向西南的风水格局。位于县城东南方的蛇口被认为是新安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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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人面纹砖，铁仔山汉墓出土

城一个重要的水口。由于我国大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古代的城市都

以上水口在西北方的乾位最佳，下水口在东南方的罢位最佳。

水口被看成城市重要关口，关系城市文运和财运，也就是出人才

的多寡和富裕程度，除选好水口位置外，必须采取建筑楼塔桥堪之物

等特殊的措施，增加水口的锁钥之势。南山既是案山，又是水口山。据

县志记载原来山上建有双石塔和观音院。还有一块像仙人足的大石

头，天旱的时候，乡人都在此祈雨。山麓还建有春牛堂，每当春耕开始，

新安知县均在此举行开耕春仪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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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风水语云:山管人丁贵气，水管财富荣华。好山好水是人们世代的

追求和理想，而理想完美的山水是不存在的。桃花源只是活在陶渊明

的文章里。如何满足人们的要求呢?宋代蔡元定在《发微论·裁成篇》中

说:

是故山川之融结在天，而山水之裁戚在人。或过焉，吾则裁

其过;或不及焉，吾则益其不及，使过于中，截长补短，损高益

下，莫不有当然之理。其始也不过目力之巧、工力之具，其终也

夺神功、改天命，而人与天无间矣。

蔡元定的所谓"裁成就是根据山水的自然本性，用人力使之完

美，过分的去掉一些，不足的增加一些，最终达到改善风水的目的。

新安县成立时，为了"费罔财伤，役匪民劳没有大兴土木建新域，

而是选择东莞所城的旧址作为县城的所在地。县城位于南头的城子

岗，城墙是明洪武二十七年(1 394 )由广州左卫千户崔陆开筑的，周围连

子城，共长578丈5尺，高2丈，底宽2丈，上宽 l丈，有4座城门，东门叫聚奎

门，西门叫镇海门，南门是瓮城，内叫宁海门，外叫迎恩门，北门叫拱辰

门。知县吴大训认为"北门当县泊之背，正对来脉，开门非宜因塞之 ，

只开通东西南三门，门前都设有吊桥，城楼、敌楼各4座，警铺25个，堆喋

1200个，另外，在东南隅、西南隅分别建有水关。县城不设北门的重要原

因就是基于对龙脉的保护。《阳宅会心集》云城门者，关系一方居民，

不可不辨，总要以迎山接水为主"。万历五年(1 577) ，知县曾孔志大概认

为县城迎山接水较难，所以曾建东西南三门的子域，也就是瓮域，以外

门(瓮城门)收之。

学宫建于明代万历元年(1 573) ，原来位于东门外，主持工程的是知

县吴大训和教谕俞香，他们认为此地坐文冈丽朝杯渡，是个发文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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