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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殷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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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集思

中山古称香山，地处珠江1：2西岸，山川毓秀，人杰地

灵，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现在是国

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并荣获

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o为了全面、系统地揭示中山的人

文历史渊源和优良传统，中山市文化局于1988年组成文化

志和文物志的编写委员会，经过多年的深入调查取证，发掘

整理，广征博采，先后编纂完成了各30多万字的《文化
志》和《文物志》o其中， 《文化志》已于1994年8月由

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现在《文物志》也已定稿付梓，
这建国以来编印的第一套关于中山人文历史的姐妹篇，将对

人们认识中山了解中山促进中山的建设事业有着重大的历史

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近年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表明，
最少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山这片土地就是先民的

生息之地。从秦代开始的历次中原人口的大规模南迁，促进

了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大融汇大发展，而从明代开始，葡

萄牙人向中国政府租借澳门，从清代起，大批中山人远渡重

洋出外谋生，中山成为著名的侨乡。种种历史原因的机缘使

得这片土地有如珠江口、伶仃洋咸淡水相汇一样成了中西文

化的交汇点，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共同作用，．锻造了中山
人团结、爱国、求实、创新的性格扣“敢为天下先"的胆

识。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山名人辈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

者孙中山先生诞生于原香山县翠亨村，决不是偶然的。



《中山文物志》记述的范围主要是现在的中山市。我们

力图使该书资料翔实，图文并茂，融资料性、思想性、科学

性、知识性于一体。它的成书，凝聚了我市文物工作者和热

心人士的集体智慧和劳动成果，期间还得到省、市有关专家

学者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在此谨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感谢。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承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

创建更加辉煌的现代文明，是每一个中山人的光荣职责。我

们希望，通过《中山文物志》的出版，激发爱国爱乡之情，
促进我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并加强市民的文物保

护意识，激发爱国爱乡之情，并对今后的文化交流起着推动

的作用。

愿中山文物孕育的文化之花，盛开在中山的土地上，在

新的世纪焕发出夺目的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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