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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話  

追
根
溯
源 源

　　中國南部有五座山

嶺，五嶺以南稱為嶺南，

面海背嶺，地處亞熱

帶，有其獨特的自然條

件。兩千多年前生活在

這裏的原始先民稱為百

越族。百越先民在山與

海之間過着自由自在的

漁獵生活。中原文化自

秦末開始影響嶺南，成千

上萬的中原移民翻過梅嶺

古道踏進五嶺以南，把中

原風俗帶進嶺南。中原移

民與百越民族長期交融生

息，共同構成嶺南地區的

文化風貌。而嶺南文化又

分為廣府文化、客家文化、

潮汕文化三大民系。

76



廣府是什麼
廣府、廣東、嶺南不一樣

Definit ion Of Canton

“廣府”是古時候的行政區域。“廣”字來源

於漢武帝設立的“廣信縣”。而“府”字的來源可

追溯至隋朝設立的“廣州總管府”， 唐朝初年改稱

“廣州都督府”；至明朝又設置“廣州府”。

漢武帝在嶺南設立“廣信縣”

為首府，取“初開粵地，宜廣布

恩信”之意。

明朝，“府”是比“縣”大一級

的行政單位，由“知府”話事。

明朝開始設立廣州府，簡稱“廣府”，包括番禺、

南海、順德、東莞、新安、三水、增城、龍門、清遠、

香山、新會、新寧、從化等十幾個縣。

時移世易，如今“廣府”的概念已從行政區域

變成了文化區域。判斷“廣府人”的標準是：以粵

語語系為母語，且有相同文化風俗的人群。除了大

部分廣東及港澳居民，還包括部分廣西居民以及一

些海外華僑群體。

香
港

澳
門

廣
信
縣

“ 嶺 南” 是 五 嶺 以 南 的 地 區， 包

括廣東、廣西、海南、香港、澳門。

廣信在賀江、西江交匯處，是當時進出嶺

南的重要通道，也是兩廣咽喉之地。

廣信作為嶺南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歷

經三百多年，被譽為“嶺南古都”，是嶺南文

化的發祥地之一。 廣信縣的位置在現在的封開，

但這個地名已不復存在。

嶺
南
地
區
示
意
圖

嶺  南廣  信

廣西

湖南
江西

貴州

雲南

福建

廣東

海南

賀  

江

嶺  

南

西  

江

廣
州

黃
色
的
地
方
嶺

南
區
域
範
圍

封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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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嶺南是讓中原人心生怯畏的“荒蠻之地”。

因五嶺山脈隔斷南北交通，鮮有人能南下探險。

直到秦統一六國，秦始皇下令吞併嶺南，掃平

百越，並設立三個郡，中原民族與嶺南民族才

開始融合。

廣府有段古
中原民族與嶺南民族的融合

History Of Canton

番  

禺

桂
林
郡

南
海
郡

長
沙
郡

五  

嶺

象  

郡

閩
中
郡

九
江
郡

“百越族”不是一個民族，而是眾多古越部族

的統稱，他們各有支系，雜居共處，互不統屬。

秦以前的百越族，大多在叢林裏過着以漁獵為

生的原始生活。巢居、黑齒、食蛇、斷髮紋身都是

他們的風俗。

今天的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廣東、廣西、

海南以及鄰國越南等地都是當時百越族的活動範圍。

百越族

秦
始
皇

趙  

佗

劉  

邦

陳  

勝

吳  

廣

項  

羽

秦定嶺南

陳勝吳廣起義

楚漢相爭

趙佗立國

和輯百越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派五十萬大軍平定

嶺 南， 後 設 桂 林、 南 海、 象 三 郡。 秦 兵 南 征 為

嶺南地區帶來了中原的人口和先進的技術。新

移民開啟了民族文化交流與融合。

公元前 209 年，秦二世胡亥繼位，朝廷征

發九百名貧苦農民去防守漁陽（今天北京密雲

附近）。途中因大雨滯留在大澤鄉，按照秦律，

延誤當斬。農民中的陳勝和吳廣為了求生，號

召人們揭竿起義，頓時四方諸侯、豪傑並起，

天下大亂。

公元前 206 年，大秦王朝覆滅，劉邦與項

羽逐鹿天下，於是有了長達四年的楚漢戰爭。

公元前 204 年，天下動亂，波及嶺南，歷

史把安定嶺南的任務交到了南海郡尉趙佗手裏。

趙佗起兵兼併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國，定

都番禺（現廣州），史稱“南越武王”。趙佗

安定了嶺南大局，並為一個存在近百年的富足

國家奠下基礎。

建南越國後，南越武王趙佗在當地推行“和

輯百越”政策：吸納更多的越人參政；讓中原

人學習越人習俗；鼓勵他們與越人通婚；實行

越人自治。該政策為嶺南政治、經濟、文化以

及漢越民族融合作出巨大貢獻，也為廣府民系

的形成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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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溫暖潮濕，土地肥沃，水源充足，

人們依靠這方水土務農經商，修築水利疏洪，

漸漸創造出一個富裕的南方。

廣東人勇於冒險，努力進取。自由獨立的

自梳女，漂洋過海闖金山的華工，水上生活的

疍家人，都是極具廣東人性格特點的代表。

桑基魚塘始見於宋，在明清時期發展興旺。

人們為解决洪水泛濫之憂，將農田低窪積水之

處深挖為池塘，挖出來的淤泥就地堆砌成塘基，

池塘養魚，塘基上種桑樹果樹。

明末清初，基塘農業以果基魚塘為主。但

到了十三行時期，工業革命帶旺紡織業，外國

商人大量採購生絲。珠三角便掀起了兩次改稻

田作桑基魚塘的風潮。南海九江和順德龍山、

龍江等鄉皆“境內有桑塘無稻田”。

桑  

葉

桑  

樹

蠶  

蟲

蠶  

蟲

蠶  

絲

蠶  

沙

桑基魚塘
桑
葉
喂
蠶

蠶
絲
是
自
然
界
中
最

輕
最
柔
最
細
的
天
然
纖
維

蠶
蟲
的
排
泄
物
，

用
於
喂
魚

基
種
桑
，
塘
養
魚

廣府之民
努力進取 自由生活

The People of Canton

煉  

糖

基  

堤

塘  

泥

蠶
絲
被

塘  

魚

低
窪
積
水
之
處
深
挖

為
塘
，
挖
塘
的
淤
泥
堆
於

周
圍
為
基
堤

基
堤
上
種
滿
了
甘
蔗
、

桑
樹
和
果
樹

蠶
絲
被
子
，

輕
盈
軟
熟
，
保

暖
效
果
好

光緒《高明縣志》記載了基塘

經濟的高效和高收益：“基種桑，

塘養魚，桑葉飼蠶，蠶矢（屎）飼魚，

兩利俱全，十倍禾稼。”

甘  
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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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梳女是通過特定的儀式把頭髮盤成髮髻，

宣布終身不嫁的女子群體。當年珠江三角洲桑

蠶業興盛，女人靠着自己雙手辛勤勞動也能經

濟獨立， 安居樂業，有的自梳女甚至能養活全

家。這樣，女人便有選擇歸宿的權利。然而在

中國習俗裏，年長的女子如果不出嫁，就會阻

青絲挽雲髻，冰心托玉堂

自梳女

礙弟弟妹妹娶嫁，所以“梳起不嫁”的儀式應

運而生。“梳起”了的女孩等於已出嫁，可以

名正言順地留在鄉下。而自梳女自發籌資買下

或租下的房屋稱“姑婆屋”。順德均安鎮的“冰玉

堂”就頗具代表性。

自梳儀式在姑婆屋舉行。自梳前要先擇吉

日良時，買好自梳用品；以“香湯”沐浴。

當天清早，準備梳起的女子穿上白色內衣和

深色外衣，準備好三牲禮品，在觀音菩薩像前，

由年長的自梳女幫她結髮髻，再把劉海梳起，邊

梳邊念“八梳訣”，完成後再向觀音菩薩禱告。

禮畢，親戚們還會送上金飾、布匹和被鋪。

一
梳
福

二
梳
壽

三
梳
自
在

四
梳
清
白

五
梳
堅
心

六
梳
金
蘭
姐
妹
愛

七
梳
大
吉
大
利

八
梳
無
難
無
災

八
梳
訣

後來珠江三角洲的蠶桑業不景氣，許多自

梳女都到南洋以及中國香港、澳門等地給富裕

的家庭打住家工，俗稱“馬姐”。

頭  

繩

新  

衣

香  
燭

香  

湯

以
柏
葉
、
黃
皮
樹
葉
煲
水
，

（
俗
稱
﹃
香
湯
﹄
）
沐
浴

自
梳
前
，
先
選
擇
吉
日
良
時
，

準
備
好
新
衣
、
鞋
、
襪
、
妝
鏡
、
頭

繩
、
大
小
一
對
梳
子
和
香
燭
酒
餚

“馬姐”的“五手辮” “馬姐”在香港 2524



逐水而居，浮家泛宅

“疍家人”分佈在中國南部沿海，以船為家，

一生都住在水上。據說疍家人是百越族的一支

後裔，被稱為“海上的吉卜賽人”。疍家人沒

有戶籍，生老病死都在船上，這造就了他們自

由自在無懼風雨的性格。童謠“月光光，照地堂，

蝦仔你乖乖訓落床”就體現了疍家人的生活。

宋朝的《太平寰宇記》中寫道“疍戶多生

於江海，居於舟船，逐水而居”。這是關於疍

家人最早的文字記錄。由此推測疍家人在宋朝

以前就開始水居了。

海  

笠

浮  

標

疍家人
海笠俗稱“蝦姑帽”，可遮

陽又可擋雨。其外部刷一層油，

既保護竹笠又增加了一分光彩

家的孩子都背着一塊浮

木浮標，上面系上鈴鐺，以便

孩子不小心掉入水中時救生

疍家人與陸上人有明顯的文化差異。例如，

疍家人出海捕魚前都要拜媽祖，祈求風平浪靜。

去疍家做客，忌踏門檻，吃飯時碗、匙不能反扣

在桌上，夾菜時手心不能向下，吃魚時不能把魚

身翻轉。因這些動作預示着“翻，沉，擱淺”。

而坐姿也忌兩腳懸空，免得“不到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疍家人大多上岸

落戶居住，他們的“咸水歌”和逐水而居的生

活方式也逐漸遠去。

漁  

船

疍
家
雞

廣東漁船底

部船艙分兩部分。

前面的水艙用以

裝載魚貨，後面的

空艙用來放置衣

食雜物

舢板船上的生活

家船

沙面河涌的 家船

除了捕魚， 民也會在船尾

養雞來補充蛋白質，於是誕生了

歇後語： 家雞見水——得個望，

因為 家雞只能天天困在籠裏，

渴了也喝不到滿江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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