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广东大力推进
文化强省建设，各地纷纷出
台 政 策 ，支 持 学 术 文 化 事
业，鼓励地方研究。学界积
极跟进，在历史文献整理出
版与学术研究上取得令人
瞩目的成果。

文献整理、学术研究是
整体工程和系统工程，全省
各地共同发力，协同共进，
做大做强地方学术，成为广
东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地方之优长，补全省
之短板，广东文献工作、学
术研究的整体实力和水平
自然水涨船高。因此，以韶
关等地为代表的地方文献
整理与学术研究工作，就具
有超出区域的意义和价值，
对推动全省历史文献整理、
学术研究乃至文化建设，具
有全局性意义和标杆作用。

从现代学术发展史看，
一些新兴学科、国际显学因
时而兴，离不开天时、地利、
人和各种有利因素的支撑，
例如特别丰厚的学术资源、
本地和国内外学界的积极
参与、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
在资源上的支持。

学术资源是学术创新的
基础。广东各地大规模推进
历史文献整理出版工作，在
省内外乃至全球范围内广泛
网罗搜集相关的地方文献资
料，然后用心加以整理汇编，
影印出版。很显然，这是嘉
惠学林、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的学术文化工程。

学界的关注与参与，必
将有力促进地方学术发展，
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壮
大地方学术与特色优长学
科。历史学、文学、哲学乃至
经济学的学者，都把目光投
到同一个学术区域，就有可
能促成多学科交叉与跨界合
作的局面，产生新的学术领
域、学科集群和学术增长点。

对于地方学术来说，这
是 一 个 发 挥 优 长 、创 新 发
展、跨越提升的良机。受到
国内外学界共同关注，超越
了地域范畴，地方研究就不
仅仅是区域性学问，而是超
出区域范畴的热门学术，就
像敦煌学、徽学等显学兴起
那样。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项
工作对广东区域整体发展
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广东
各地确实存在区域不均衡
性，粤东、粤西两翼及粤北
等“后发地区”经济不如珠
三角，但韶关、茂名等地重
视文化建设，地方文献工作
事实上已经走在了全省前
列。可以预见，这项工作也
将助推地方各项事业协调
发展。

从各地人文情况看，粤
东、粤西两翼及粤北等地素
有崇文重教的传统，历史文
化积淀深厚。这些地区的
高校发挥地方优势，逐步建
构起有地方特色的优长学
科和研究领域，如潮汕地区
的 潮 学 、梅 州 地 区 的 客 家
学、五邑大学的侨乡研究、
粤北的韶文化研究、粤西的
雷州文化研究等，都具有相
当的学术基础和水准，不仅
是广东地方学术的生力军
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乃
至国外也有一定影响。

综合地看，这些地区具
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人文
资源优势，生态环境与自然
地理资源更是得天独厚，传
统人文积淀与自然资源构
成这些地区发展的两张“王
牌”。在区域经济发展与社
会文化建设上，以“文化引
领”或“文化兴市”的区域发
展理念和发展取向，扬长避
短，文化可以为社会经济发
展赋能，实现良性互动、互
相促进，从而缩小与先进发
达地区的总体差距，提升区
域整体发展水平，走出一条
坚实而富有特色的现代化
区域振兴之路。

以地方之优长
补全省之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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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各地各类民间文
献的发现、收藏渐成热潮，各类
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也呈“井
喷”之势。

何谓民间文献？学界尚无明
确一致的定义，这一般泛指在民
间日常生活中形成并留存的历史
文本，包括族谱、碑刻、契约文
书、诉讼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
剧本、账本、书信、日记等。华南
师范大学教授陈贤波认为，但恰
恰是这些东西承载着普通人的历
史：“地方文献的整理需要打捞
普通老百姓的历史，这样才能真
正激活藏存民间的地方文献。”

此次地方历史文献丛书收集
的文献以已整理成册的书籍为
主，暂未收集民间单篇文章或较
为零散的记录。在广东省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王杰看来，未来还应
再挖掘多些民间的东西、真正的

“土特产”，因为来自民间、带有乡
土气息的史料非常接地气。

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世界

交流更便利，文化的多样性却因
此面临着极大挑战，对文化价值
认同的焦虑也普遍出现。面对

“如何寻找我们的文化之根”这样
的诘问，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
间文献的价值被放大，与民间文
献紧密相关的民俗学也得到重新
评估和强调，国家层面也启动了
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倪俊明称，丛书的出版或将推
动地方学者对民间文献的搜集和
整理，只待串珠成链便可结集出
版、正式收录到地方文献丛书中，
推动对民间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将古籍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广州、中山、东莞、韶关、茂名推出大部头地方文献丛书

广东地方文献出版蔚然成风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张文 图/受访者提供

笔耕韶州旧事
赓续名邦文脉

4月 1日，《韶关历史文献丛书》
（以下简称《丛书》）首发仪式在韶关
举行，《丛书》广泛搜集整理海内外
文献，全面梳理挖掘韶关地方传统
文化，对“韶文化”的整体发展脉络
进行系统勾勒。

韶关，地处五岭南麓，扼守南北交
通之要塞，南雄梅关更是被誉为“岭南
第一关”。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在此
交汇，历史与现代文明在此碰撞，孕育
出开放、包容、多元的“韶文化”。

作为韶关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
基础性工程，《丛书》全书55册，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韶关地区规模最大、品
种最多、影响力最广的出版项目，由
中共韶关市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立中
山图书馆共同组织编纂，广东人民出
版社于 2022 年 1 月出版。《丛书》几
乎汇集了民国以前传世的各种历史
文献，为韶关文献之集大成者，堪称
广东地方文献整理与岭南学术研究
的最新重大成果。

广东开放大学党委书记、《丛
书》主编刘启宇表示，作为一部地方
性的历史文献丛书，它集中反映了
1912 年以前韶关地区社会政治、经
济发展、历史地理、文化教育、习俗
民情以及自然资源状况，是极为重
要的第一手材料。

广东省政府文史馆文史研究院
院长、省社科联原主席田丰认为，

“韶文化”是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
一个连接点，《丛书》的出版是研究

“韶文化”的一个非常厚实的基础工
程：“（建议）在此基础上深化研究，重
视历史文化的活化和利用，推动‘韶
文化’进校园、进教材，以通俗易懂的
文艺作品和历史通俗读物让韶文化
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广罗珍稀文献
尽显人文底蕴

古籍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向非
易事。多达55册的《韶关历史文献丛
书》何以能在短短两年多成功出版？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研究馆员倪
俊明和古籍、文献史料打交道几十
年，是此次《丛书》出版项目的牵头人
和负责人之一。据他介绍，20 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广东就已非常重
视地方文献的整理保护工作，并于
2004 年前后启动对全省古籍的盘
点，在漫长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一套行
之有效的方法：制定体例、编纂目录、
版本校勘、分类编排、征集文献、扫描
校对、整理出版。

《丛书》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的藏书为基础，广泛搜罗海内外公私
藏 书 机 构 所 藏 韶 关 文 献 ，共 收 录
1912 年以前韶关本地人士著作、历
代寓韶人物作品、历朝反映韶关的文
献典籍173种。

倪俊明表示，《丛书》收录的韶关地
区地方志较为完备，尽显韶关历史的底
蕴与传承，其中除现存年代最早的地方
志——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符锡
修、秦志道纂的《韶州府志》，以及影响
较大的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额哲克
等修、单兴诗等纂的《韶州府志》外，还
有一批稀见的乡土志稿本、钞本。

此外，《丛书》还收载不少具有独
特文献价值的珍贵文献。经部文献
数量虽不多，但也颇可观。其中由明
张自烈撰、清廖文英辑的《正字通》12
卷，对《康熙字典》的编撰有着直接的
影响；作为一部全国性的大型地理志
书，《钦定方舆路程考略》在体例上与
《大清一统志》迥然不同，颇具特色。
该书原收藏于国家图书馆，被《丛书》
编纂团队发现，其中与韶关相关的资
料被一一收录。

一提到广东茂名，人们就会想到
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潘茂名、冼夫
人。为何这座城市要用1700年前的
人物“潘茂名”的名字来命名？高凉
文化与冼太故里有着怎样的传奇故
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能在《茂名
历史文献丛书》中找到。

2022年 3月，系统盘点粤西地区
文化“家底”的《茂名历史文献丛书》
（以下简称《丛书》）由广东人民出版
社正式出版。丛书囊括了1912年前
高州府所辖茂名、电白、信宜、化州、
吴川、石城等地的乡贤与寓贤著述，
反映茂名地区历史文化的文献共148
种（含子目），此系茂名地方历史文献
首次系统整理、出版。

“潘茂名是历史上存在的真实人
物，他炼制了能够治愈瘟疫的药丸，
解救了当地老百姓。为表敬奉，就用
他的名字命名该地，并沿用至今。”广
东冼夫人与非遗文化社科普及基地
负责人、教授姚国军表示，冼夫人是
茂名另一张历史文化名片，她始终拥
护国家统一，维护岭南地区长期和平
安定，更有着开拓海南的壮举，正如
《丛书》收录的地方志所誉：“女中奇
男子，千古推为第一。”

虽然潘茂名和冼夫人是如此重
要的人物，但此前茂名关于他们的史
料较少，也很零散。茂名市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此次
丛书的整理、出版给人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意外，没想到茂名的历史文献如

此丰富：“《丛书》对包括潘茂名、冼夫
人等历史名人资料在内的地方文献
广搜精编，为茂名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提供了系统且权威的资料。”

确实如此：《丛书》收集的文献不
仅范围广，且其中不乏善本，如国家
图书馆藏清顺治、乾隆刻本《广东赋
役全书》和明盛万年撰、清雍正刻本
《岭西水陆兵纪附拙政编》。据姚国
军介绍，《丛书》共收录 43 部茂名历
代地方志，其中有一本万历年间的
《高州府志》，系据日本藏中国罕见地
方志汇刊影印。这些文献采取原件
影印的方式，保持了原初样貌，相当
于第一手文献资料。

“丛书的出版对茂名当地历史文
化的研究势必带来积极影响。”姚国军
表示，这套文献汇集很多珍稀文献，相
当于建立了一个茂名历史文献资料
库，方便广大研究者查找，为茂名当地
历史文化研究开启了一条绿色通道。

这条“绿色通道”也可以为当地
文旅经济发展提供强力支撑。近年
来，茂名大力打造“好心茂名”城市新
名片，而“潘茂名”与“冼夫人”正是茂
名好心文化的历史源头。据茂名市
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茂名
已有200多个“好心公园”“好家风公
园”，还会定期举办“冼夫人文化周”
等相关文化活动：“随着《丛书》的出
版，这些千年前历史人物的精神文
化，将会如春雨般融入这座城市的大
街小巷和文化肌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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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茂名历史文化研究
开辟一条绿色通道

民间文献研究成热潮

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
见》，强调要“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

“挖掘古籍的时代价值”。
就在2022年 3月、4月，广东接连传出《茂

名历史文献丛书》《韶关历史文献丛书》正式出
版的好消息。当下，广东地方大型历史文献的
整理、出版蔚然成风，已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化、
学术现象。这正应和了上述《意见》中“将古籍
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号召。

以2015年出版的《广州大典》为领头羊，以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公藏机构为专业依托，
广州、中山、东莞、韶关、茂名等地纷纷推出大部
头地方历史文献丛书，肇庆也在筹备中……广
东地方文献出版工作可谓硕果累累。

难能可贵的是，韶关、茂名、肇庆等经济上
不占优势的地区，借此于文化建设上开辟新境：
当地通过整理出版地方历史文献，系统梳理地
域传统文化和特色文化，也为做大做强地方学
术、推进广东区域均衡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韶关历史文献丛书》内页

《东莞历史文献丛书》

▲《茂名历史文献丛书》 韶关南雄梅关古道梅花盛开

近年来，广东地方历史文献
的整理出版声势浩大，成果迭
出。广东先后推出《广州大典》
《中山文献》《东莞历史文献丛
书》《茂名历史文献丛书》《韶关
历史文献丛书》。《东莞历史文献
丛书》也将在今年推出第二辑。

这些丛书皆为当地史上规模
最大的地方历史文献汇编出版。
其中，2005 年启动、2015 年出版
的《广州大典》，收录了清代中期
广州府所辖地区以及香港、澳门
的珍稀文献凡 4064 种，编成 520
册，是近年大型古籍地方文献丛
书整理出版的成功案例，为广东
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并起到示范作用。

倪俊明表示，大型地方文献丛
书的整理出版已然成为区域文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甚至成为体现区

域历史文化的“标配”：“文化建设
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而
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则为地方文献
整理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

岭南地方文献整理出版有着
悠久的历史。广州古代汇辑刊印古
籍地方文献，兴起于明代中后期。
降及清代，由于朴学兴盛，整理文献
进入鼎盛时期，阮元创办的学海堂
和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局两大刻书
机构出现，广州刻书蔚然成风。

民国时期，广州承接广雅书
局刻书余绪，设立广东省立编印
局，续印大批古籍地方文献。抗
战时期，李汉魂、叶恭绰、简又文
策划整理《广东丛书》，以保存珍
贵广东地方文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州先
后整理出版《广东地方文献丛书》
《岭南丛书》等大型古籍地方文献
丛书，为传承岭南历史文化发挥
重要作用。

从全国视野看，十几年前，地
方文献整理汇编主要集中在山
东、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相对
较为发达的东部省份。近几年，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西部省
市也纷纷加入其中。对地方历史
文化的珍视和保护，时不我待。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
爱旧邦。”地方文献承载着人们对
故乡的记忆，涵养着千百年地方
文化的根脉。一部又一部根植于
乡土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相继出
版，唤起无数人的乡愁和文化记
忆。在倪俊明看来，一个区域、一
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精神，往往
浓缩在该地域的文献典籍中。

正如民国时期主持编纂《四
部丛刊》的张元济先生所说，丛书
有“七善”：“简而言之，一可传播
众人，二可保存真迹，三可择优取
精，四可方便查寻，五可便于携带
和阅读，六可适于收藏，七可促进
流通普及。”

倪俊明称，为加强古籍的“再
生性”保护，这十多年来整理出版
的大型广东地方历史文献系列丛
书，皆采用影印方式出版，通过文
献载体的转换，最大限度地保留古
籍的原貌，保存乡邦文献的“原生
态”。这可以使人们通过新版图书
阅读大量珍贵古籍善本，而不必翻
阅文献原件，为古籍文献的珍藏提
供了“静养”的条件和环境。

倪俊明表示，未来还将利用先
进的网络技术，逐步建成全文数据
库：“很多年前，古籍文献的查阅读
比较困难，尤其是珍稀文献。（数据
库）将大大突破原古籍地方文献
收藏与使用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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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献整理出版成区域文化“标配”

◀《韶关历史文献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