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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香山文化的表征与特质

王 杰

摘 要
:

奋山 丈化于近代横 空出世
、

引顿 了岭南丈化的方向
,

影响粉中国的命适走向和社会朴里
。

作为岭 南丈化的奇绝
,

它承沿 于伶统丈化
,

又在时空上邀越 了地城与血蛛之面
;

从历 史地位 来清
.

它挤

奇于近代政 治丈化的前沿
,

肩 负起 引领时代翻流的使命
; 以砚代丈明价位审祝

,

它在承传 中超越历 史
、

自

平 自觉
,

将丈化资派内化 为丈化资本
,

为中山 的文明建设乃至中国的砚代化建设探术丈化创祈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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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文化久矣
。

打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 ( 1 1 52 ) 置县屈指算来
,

已逾 85 0 余年
。

就地域文化

而论
,

香山文化既承沿于古代文化
,

又在时空上逾越了地域与血缘之 囿
,

冶先进文化于一炉
,

立

于岭南又艳于岭南
,

成为岭南文化的奇葩
,

进而辐射全国
, 从历史地位来看

,

香山文化逐渐跻身

于近代政治文化的前沿
,

肩负起引领时代潮流的使命
,
以现代文明价值审视

,

香山文化已在承传

中超越历史
,

自尊自觉
,

将文化资源内化为文化资本
,

为中山的文明建设乃至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探求文化创新模式
。

香山文化与文化香山研究
,

此也其时 !

移民亦移文
:

文化与时空俱进

海纳百川
,

有容乃大
。

香山文化崛起于近代
,

得益于大海 的恩赐
。

秦至南汉时期
,

香山仅由

五桂山
、

黄扬山等系列孤岛组成
: “

香山为邑
,

海中一岛耳
,

其地最狭
,

其 民最贫
。 ” ①几百年前

的横琴岛
,

依然
“

烟开万顷碧
,

木落九禽清
” ②

,

渔舟不往
,

荒无人迹
。

山贫水险
,

成了古代香

山社会经济发展的天然阻隔
。

然而
,

山荒水阔
,

又成了香山人求生图强
、

向外发展的重要资源
。

随着
“

沙田日淤
,

昔之浩荡而去者
,

今则曲折回薄而不能达… … 而田 日美
’ 。

,

至光绪年间
, “

西

临大海
,

弥望稻田
,

万绿无际
” ④

。

少年孙中山首赴植香山的感慨如是经典
: “

始见轮舟之奇
,

抢

海之阔
,

自有慕西学之心
,

穷天地之想
。 ’ 。 这是何其豪壮的大海感怀 !

濒海之利还给香山人带来 了异质
“

文明
. 。

四百多年前
,

葡萄牙的商船战舰东任澳门
, “

红毛
”

“

蓝眼
”

挟着
“

野蛮
”

与
“

文明
”

的威风冲击着田园牧歌式的农耕香山社会
。

西方文化与香山固

收猫日期
:

2众场一0 7一 2 0

① 银恺
: 心中山邑史考》

,

心中山文史》 第 37 辑
,

第 4 页
。

② 何志毅
: 《珠海风物》

,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 9年第 2版
,

第 187 一 188 页
。

0 光绪 《香山县志》 卷七 《经政》
,

《水利 ,
,

第 31 页
。

④ 光绪 t香山县志 , 卷四 《典地上》
,

`山川》
,

第 19 页
。

⑤ 《复理理斯函》
,

《孙中山全集》 第 I卷
.

中华书局 19 81 年版
,

第 4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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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传统相碰撞使得香山成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辐射站
。

亲历其景的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 《听香

山译者》 和 《香塞逢贾胡 》 等诗篇中
,

作过
“

花面胡姬十五强
,

蔷薇露水拂朝妆
” , “

不树田园不

树桑
,

娥坷衣锦下云椅
”

的描述
,

刻画了中外文化融通初期
,

香山与内地大相异趣的生活风貌
,

也揭示了商业文化对此地的影响
。

海洋的恩赐
,

不仅体现于沙田 的拓展
、

农桑的生繁
、

商贸的兴昌
,

还引发了移民的涌人
,

从

而推动了香山社会经济和地域文化的调适与变迁
。

历史上
.

百越经历过三次大的外来移民
。

公元

前 2 14 年秦始皇派屠唯率兵 50 万南征五岭
,

使相对封闭的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了第一次接触
。

公元 4 世纪西晋末年的
“

八王之乱
” ,

导致中原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移
,

香山偏处海隅
,

或许成

为移民迁徙的选点
。

及至南宋咸淳十年 ( 1 27 4 )
,

官军追杀出逃的贵妃
,

迫使南雄珠现巷的 33 姓

97 户人家结伴出亡到广府的珠江三角洲一带
,

相当部分籍落香山
。

南宋末年
,

宋端宗携部属败

走伶仃洋沿岸
,

宋亡
,

大部宋室及其部属的后裔流寓香山①
.

三次中原人 口的流迁与留居
,

以第

三次为甚
,

此次的大批移民即是以香山为落脚点的
。

移民亦移文
。

随着外来人的安居
,

中原的文化习俗亦随之与香山社会融合
,

他们在积淀艰难

开拓
、

勇于冒进的文化性格的同时
,

还铸就了与乡民相互兼容
、

和谐共处的新文化性格
。

《永乐

大典》 云
: “

建安 以后
,

中原人士避地留家者众
,

俗化一变
,

于是衣冠礼度
,

并同中州
。 ”

至明代
,

又有不少大户南迁五桂
,

繁衍生息
,

耕读传家
,

和谐续代
。

移民的输人
,

使得香山人
“

安土重迁
”

的文化心理为之一变
,

不仅海纳移民
,

也输出移民
,

于亦纳亦移中互动
,

在互动互补中内化
,

从而凸显其地域文化的特有个性
。

香山人首先通过澳 门的商贸活动
,

与西方文化发生接触与兼容
。

葡萄牙人不仅带来了西洋的

物质文化
,

而且也展示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

宗教习俗
、

经商理念和科技文化精神
,

西方
“

强盗性
”

与
“

先进性
”

的双重文化性格
,

潜移默化地冲击着
“

天朝上国
”

子 民们的以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

和社会习俗
,

在经历 了惊恐
、

排拒
、

疑惑
、

忍耐和接触
、

沟通
、

兼容
、

互动的过程之后
,

香山人

得以先于内地人完成了与异质文化共处的心理过渡
。

澳门的司法档案文献可引为佐证
: “

鬼奴者
,

番国黑小厮也
。

广中富人多畜鬼奴
。

绝有力
,

可负数百斤
,

言语嗜欲不通
,

性淳
,

不逃徙
,

亦谓

之野人
。 ” ②嘉庆二十一年 ( 1 8 16 )

,

澳门发生黑奴酗酒殴伤
“

民人
”

梁全佐案
,

香山县垂令
: “

谕

到该夷目
,

即便传谕该夷主
,

将打烂梁全佐缸瓦照数赔还
,

约束黑奴
,

毋得复行滋事
。 ” ③这则

史料说明
,

于嘉庆年间
,

香山人对西方人 (含
“

鬼奴
”

) 的态度已经 比较理性
,

在处理土番司法

案件时
,

将
“

民事
”

交由
“

夷 目
”

办理
,

表明对
“

夷目
”

不卑不亢
,

也反映 了有清一代香山人对

外来人事的兼容心理
,

为香山移民海外奠立了心理基础④
。

香山向海外移民
,

始于明
,

盛于清乾嘉以后
,

早期表现为赴海外谋生与拓业
。

乡人远涉重洋
,

置身于南洋文化
、

欧美文化的氛围之 中
,

使中国传统文化与之互动
,

为文化交流搭起了一座沟通

的桥梁
,

不愧为中学西 (南洋 ) 渐和西 (南洋 ) 学中渐的媒介先驱
。

《良都竹秀园月报 》 曾如是

描述
: “

降自今 日… … 男则有出洋之举
,

女则有辍耕之行
· · · · ·

一家数 口
,

皆瞻仰外洋之资
,

甚至

以徽惰不事为清闲
,

赌博浪游为消遣术
” ,

故脾仆亦纷纷
“

好言高远
,

新名词语
,

冲口 而出… …

衣服时装
,

日新月异
.
金银首饰

,

千般万化
.
石岐来往

,

三天一行
,
一衣一衫

,

付之缝工
. 一线

① 参见胡波 《近代中西文化碰位中的香山买办》
,

载王远明主编 《香山文化》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以拓年版
,

第 65 页
。

又见

南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 《南雄珠矶巷南迁氏族谱
·

志选集》
,

1994 年版
。

② 金光祖
.
康熙 《广东通志从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澳门基金会
、

盛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

献汇编》 六
,

人民出版社 19 99 年版
,

第 20 页
。

口 刘芳辑
,

章文钦校
: 《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 上册

,

澳门基金会 19 99 年版
,

第 6 03 页
。

O 容阂出洋留学便是由澳门的教会学校和美国的传教士推荐
.

并带到美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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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履
,

购之于市
。

不惜男子远涉重洋之艰苦
,

日望汇金之有无
。 ” ①

这些移民
,

还应包括赴上海
、

天津
、

九江
、

汉 口等地先做买办
,

旋而从商的一大帮人
。

他们

在外获得 了较丰厚的报酬— 乡间几 以
“

金山客
”

为荣
, “

开了乡人 出洋谋生的风气
” ,

渐次
,

一

人带动一群
,

一群带动一村
,

一村影响四邻
,

四邻辐射全县
。

香山变成一个
“

动态
”

移殖的社会
。

在一种开放融通和多元文化交汇的社会里
,

香山人比内地人先于接触和接受外来文化
,

也先于把

中国文化传播于海外
。

于双向移殖和双重互动之中
,

他们减少了拒外
、

排他和封闭的心理
,

增强

了善于沟通
、

取人之长
、

兼容协作的进取意识
。

这种意识在不断的互动中升华为一种精神与品格
,

通过内化— 积淀— 外烁— 反哺的过程
,

令香山文化逐渐成为一种超越地缘与血缘
,

跨越时

间与空间
,

立于岭南而又优于岭南
,

跻身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林的新质文化
。

这里仅撷取反映下层

民众素质之一例
,

或可窥见香山文化底蕴之一斑
:
辛亥广州光复前后

, “

各属 民军纷纷开人广州
,

但多为乌合之众
,

素无训练
,

且出身多绿林
,

成份复杂
、

良芬不齐
,

一言不合
,

即拔刀相向
,

故

此
,

省会秩序一时纷乱
” ②

, “

各路民军纷纷人城
,

社会秩序至为紊乱
,

杀人越货
,

视为常事
。

惟

香军纪律严明
,

西关一带
,

市座不惊
,

市民深得保护
,

军誉至佳
” ③

。

先声亦先行
:

文化引领政治潮向

香山文化的深厚内存④
,

蕴含着
“

爆发性
”

的驱动力
.

静为动所伏
。

香山文化一经
“

爆发
”

—
从特定意义上说— 便从

“

边缘
”

跃进了
“

前沿
” 。

就历史使命和地位而论
,

香山文化之
“

先

声亦先行
”

者
,

大致建树于以下三个维度
。

1
.

思想政治文化

容阂是首位留学美国
,

并获得美国大学 (耶鲁 ) 学士 (文学 ) 学位和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中

国留学生
。

容阂留学是以爱国和报国为动机的
。

留学期间
, “

无时不耿耿于心
”

者
, “

以为予之一

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
,

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 中国
,

使中国 日

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

当他考取耶鲁大学的时候
,

美国传教士要他保证以传教为职志以便领取奖

学金
,

容阂毅然谢绝了
: “

予虽贫
,

自由所古有
。

他 日竟学
,

无论何业
,

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

之
。 ” “

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
,

决不能以食贫故
.

遵变宗旨也 !
” ⑤为了践行将

“

西方学术灌输于中

国
”

之宏愿
,

容氏奔走呼号 17 年
,

最终促成清朝政府派遣幼童留美计划的实施
,

成就了中国留

学事业的破天荒之举
。

容阂不仅倡行西学东渐
,

而且着力中学西渐之事业
,

他对耶鲁大学
“

中国

文化讲座
”

的创立和中国图书的收藏功不可没⑥
。

18 7 8 年
,

他将 12 3 7卷 中国书籍运往耶兽大学

图书馆
,

次年耶鲁大学聘请卫三畏博士出任第一位
“

中国语言文学
”

讲座学者
,

由是谱下中美文

化交流的开篇 。
。

容氏的传世之作 《西学东渐记 》 (中译名 )
,

记述其 60 余年来 以西学报国的艰

① 《论我乡妇女之坐食》
,

《良都竹秀园月报 》第四期
。

②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 81 年版
,

第 4 38 页
。

方 《中山修志通迅》 ( 4 )
,

第 39 页
。

④ 关于香山文化之深厚内涵
,

基层社会的资料应最具说服力
。

笔者从宜统二年 ( 19 10)
“

香山县农务分会总理盆事会衔名

折
”

中发现
,

该分会总理
、

蓝事和候补蓝事 20 人
,

有翰林院编修 l 人
,

进士 l 人
,

解元 l人
,

举人 6人
,

优翻生
、

康贡

生
、

附贡生
、

优附生等 10 人
,

职员 1人
,

可见其文化层次之高
。

会员中也有相当数额的附贡生
、

附生
、

增贡生
、

监生
、

增监生等
。

参见 《署理两广总督衰为请委黄玉堂为总理并另颁图记事致农工商部咨文》 (宜统二年四月 》
,

中山市档案局

(馆 )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叹香山明清档案辑录》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 0( 场年版
,

第 10 1企 1 020 页
。

。 容闲
: 《西学东渐记》

,

《走向世界丛书》 第 l辑第 2册
,

第 58 一 59 页
。

O 高宗.
: 《容阂与中国幼童留美》

,

吴文莱等主编
: 《容阂与中国近代化》

,

珠海出版社 19 99 年版
,

第44 0页
。

O 耶兽大学图书馆至今还保存着容阂毕业时蹭给美国同学的中文格言
,

并附上英文
,

如
“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

( A G r ea t

M a n ne ve r fo r g e t ht e h e a r t he ha d w h e n a c h il d)
、 “

有志者事竟成
”

(w h e er t h e er 15 t he , d l l th e

wo kr is

e f介兄 tde w ho et ve r it m ay be )
。

可见容网为中学西渐的努力苦心孤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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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历程
。

尤须多记一笔者
:
当时那个守旧的中国

,

未能容纳这位海外赤子的拳拳心愿
, “

但对祖

国土地和人民的眷恋伴随他终身
,

他虽然安葬在曾经学习
、

工作
、

生活多年的哈特福德
,

而墓碑

上所镌刻的那个中文
`

容
’

字图案
,

却象征着他那颗永远期盼东归之心
” ①

。

被学者称为
“
中国近代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

” ② 的郑观应
,

乃敢为天下先商

者
。

他指出
: “

中国户 口不下四万万
,

果能设立议院
,

联络众情
,

如身使臂
,

如臂使指
,

合四万

万之众如一人
,

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

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
,

肆其非分之请
,

要以

无礼之求
,

事无大小
,

一有姐龋辄称戈
,

显违公法哉 ! 故议院者
,

大用之则大效
,

小用之则小效

者也
。 ” ③关于

“

商战
”

思想
,

郑氏认为
“

泰西各国
,

以商富国
,

以兵卫国
,

不独以兵为战
,

且

以商为战
’ 。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④

。

他力主用
“

商战
”

来对抗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
,

巫力

主张仿效西方在国家扶持 下发展 民族工商业
。

他言以行俱
,

一面呕心沥血续写 《盛世危言》
,

呼

吁政治改革
,

一面躬身商业
,

实践
“

商战
” ,

从做买办到经营近代工商交通企业
,

6 0余年不辍
,

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
、

经营
、

管理的实业前驱和最先触及启蒙思潮的前驱。
。

“

共和之父
”

孙中山
,

乃敢为天下先共和者
。

他
“

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
” ,

并为之鞠躬尽瘁
,

其引领潮流的三民主义思想
,

令同铸难以望其项背
。

一位出身于小山村的农家子弟
,

未满而立之

年就喊出
“

振兴中华
”

的响亮口号
,

并把 目光瞄准世界潮流的前沿
,

破天荒提出创建民主共和国

的纲领
。

毋容置疑
,

开放兼容
、

务求开新之地域文化性格
,

实是哺育和激励他追赶时代潮头的力

量源泉
。

因为胞兄孙眉在植香山的成功创业
,

孙中山有幸于孩童时代涉足世界
,

旋于植香山和香港完

成西式学业
,

较为系统地领略了时代文明
。

中西方文明的巨大落差
,

激发了孙中山变革中国政治

理念的萌发
,

而传统广府人的好胜心理 。
,

乃是驱使其冒险进取的乡土因子
。

大学毕业后
,

他很

快完成了从
“

医人
”

到
“

医国
’

的思想转变
,

至上书李鸿章遭拒后
,

踏上救国救民的职业革命生

涯
。

他的早期革命活动
,

是以香山地缘
、

血缘文化圈子为凭藉的
。

受海外华侨炽热的强国愿望的

激励
,

他于檀香山组建 了以华侨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
,

并开创 了武装反清的革命

道路 ;
在经历了十年艰难顿挫的

“

孤军
”

作战之后
,

为聚集力量
, “

合成大团
” ,

他审时度势
,

适

时登上全国舞台
,

创立同盟会
,

揭集三民主义
. 沥五年之肝胆

,

掀起了辛亥革命的洪流
,

推翻了

绵延二千多年的专制统治
,

创立了中国的共和政体
。

尔后为捍卫共和制度与南北军阀进行了不懈

斗争
。

为了攻破国人
“

知之非艰
.

行之惟艰
”

的政治文化心理障碍
,

他创说
“

知难行易
” , “

以破

此心理之大敌
,

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 … 夫如是
,

乃能万众一心
,

急起直追
,

以我五千年文明

优秀之民族
,

应世界之潮流
,

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
、

人民最安乐之 国家
” 。

。

孙中山毕生可贵的

文化取向是
“

取法乎上
” 、 “

与时俱进
” 。

晚年
,

为了适应世界政局和国民革命的需要
,

他适时制

订了
“

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
”

的三大革命政策
,

催生了中国国民革命的狂庵
,

成为旧民主主义

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旗手
。

他
“

适乎世界潮流
,

合乎人群需要
”

的政治文化理念
,

于今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精神遗产
。

① 章开沉
: 心

“

容阂与中国近代化
’

序言》
.

《容闲与中国近代化争
,

第 4页
。

② 熊月之
: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

,

上海人民出版杜 19 87 年版
,

第 14 1页
。

0 复东元编
: 《郑观应集》 上册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82 年版
、

第 31 3页
。

④ 《郑观应集 》 上册
.

第 5 86 页
。

0 参见姜义华
: 《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

,

王杰
、

邓开颂主编《纪念郑观应诞辰 16 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
,

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
、

澳门历史学会 200 3年版
.

第 10 页
。

甸 有说
: “

中国人好胜及第一之心理
,

以粤人为首屈一指
, 。

见 《香港华字日报》 191 1年 12 月 15 日
。

按
,

孙中山于香港西

医书院肆业期间与学友倡言革命
,

人称
“

四大寇 : 假期返乡途中常为平民受欺压事表示债慨
。

0 孙中山
: 《

“

孙文学说— 行易知难 (心理建设 )
’

自序》
,

《孙中山全集》 第 6卷
.

中华书局 19 85 年版
,

第 15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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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买办文化

就文化背景而论
,

买办文化乃香山文化的特产
。

作为香山乃至中国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
,

它

的产生
,

源于早期的中西商贸活动
,

与香山得风气之先
,

适应风气之先息息相关
: “

许多买办都

是香山人
。

香山是珠江 口的一个半岛
,

邻近广州和香港
,

在早期 国际贸易的中心澳门的南端
。

这

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香山人擅长于沿海贸易和对外贸易
。 ” ①

香山买办出世早
、

人数多
、

群体化
、

裙带式
、

散布广
.

据汪敬皮先生研究
,

18 30 一 19 0 0年 70

年间
,

香港
、

上海
、

广州
、

天津
、

汉 口
、

九江各埠四家英国洋行买办中
,

广东人占 9 / 10
,

其中

香山人尤为突出
。

唐廷枢一家三代都做买办
,

他的两个儿子和侄子唐绍仪都是中国最早的官费留

美学生 ②
。

徐润
、

莫仕扬
、

郑观应等都是著名的买办
,

而前一任香山买办一般会推荐他的亲戚和

同乡接替其位置
。 “

香 山人
”

几乎与 19 世纪的
“

买办
”

同义
,

时人有称香山为
“

买办的故乡
” 。

就主要表征而言
,

靠
“

洋径洪
”

起家的香山买办文化
,

其表征亦以
“

洋径派化
”

相脉承
、

共

始终
。 “

买办商人受雇并依附于外商
,

但作为外商的代理人
,

他们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

买办商

人和外商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
,

是在不断的摸索 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

它通过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

定发展成为一种制度
。 ” ③与之因应者

,

买办文化便表现出两重性
。

于文化心理层面言
,

它是寄

生于中西文化之间
、

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
。

其
“

双重性
”

表现为
:
作

为文化融通的媒介
,

既不能偏离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
,

又要顾及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
,

不免两相

游离
,

两难定向
, 买办成为外商的代理人

,

为商业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
,

自己又赚了钱
,

自然

有成就感
。

如莫仕扬
,

祖孙三代历任洋行买办
,

其家族亲友在太古洋行充买办者累计达千人之众
,

员工中流传
“

只知有莫
,

不知有英
” ,

财富达数十亿之多④
。

但由于利益的葛缠及传统社会的偏

见
,

他们被时人视为崇洋媚外和唯利是图
,

因之也有屈辱感
。

马建忠说
“

唐
、

郑
、

徐皆该商素所

蔑视之买办
,

一旦与之抗衡
,

犹挟主奴之见
,

所以售地
、

租埠
,

以及引用总船主
,

犹有主奴之见

存也
” ⑤

.

就买办文化地位言
,

由于买办在近代中国政治
、

经济
、

社交方面的影响
,

买办文化便

在实际效应上成为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沟通的桥梁
,

因之
,

又可以说它是一种特殊社会环境

下特殊领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
,

本文称之为
“

洋径洪
.

形态
。

洋径派
,

不洋不中
,

亦洋亦中
,

半洋半中
,

洋中混杂
,

或日 中西夹生
。

体现于生活层面的买

办文化便是这种样态
。

买办的生活方式
,

包括衣着
、

住房
、

欢宴
、

饮食
、

信仰和社交
,

中西混合
,

招人惹 目
。

据说徐润最为典型
,

他羡爱西式器物和食品
,

又钟情传统的生活情调
: “

身着衣袍
,

剃

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
。 ”

一位外国人记述了 1 84 3 年上海开埠后的情景
: .

在很短的几年中
,

来 自英国的砖瓦运来了
,

有阳台拱门的砖房很显眼地在 (黄浦 ) 滩前铺展开来
` · ·

… 设计图是由外

商绘制
,

由中国建筑师加以修改
,

使之适合本地材料和中国技术 … … 这种常见十九世纪
,

华中和

华南各条约口岸的建筑式样
,

被人恢谐而恰当地命名为
`

买办式
’ ” ⑥

。

与生活方式孪生
,

买办文化的价值观念
、

宗教信仰亦显出中西兼用
。

郑观应
、

徐润等笃信风

水
、

沉迷长生不老术
,

捐官买爵
,

却反对女子缠足
.
主张子女到国外求学

,

做买办
,

而不让他们

涉足仕途
。

从文化地位上说
,

与其说是
“

边缘人物
”

创造了
“

边缘文化
” ,

倒不如说
“

洋径洪
”

不

失为晚清社会多元文化之一元
.

⑥

16 0

【美】顾德受 : 《家乡
、

城市和国家— 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
,

18 53 一 19 3 7》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 0( 娜年版
,

第引 页
.

汪敬度
: 《店廷枢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 19 83 年版
,

第 2页
。

周见
: 《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比较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以抖年版
,

第 1 11 页
。

徐矛主编
: 《中国十买办》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 年版
,

第 3 58 页
。

《盛宜怀档案
·

马建忠致盛宜怀函》
,

光绪十年五月初七
。

藏上海图书馆
。

按
:

唐
、

郑
、

徐
,

指店廷枢
,

郑观应
、

徐润
.

该商
:

指怡和
、

太古商行
。

转引自胡波
: 《近代中西文化碰搜中的香山买办》

。

【美 l郝延平
:

《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 东西间桥梁》
,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 88 年版
,

第 2 7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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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买办文化的作用而言
,

它是催生近代工业文明的助产婆
。

买办文化的效用是充当中西商贸

活动的润滑剂
,

它呈现出一种务实的
、

融通的文化性格
,

因为它面对的是不同质的文化交流
,

必

然促使其比较两者之优长
,

择其最佳取 向
.

郑观应就从中悟出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的道理
: “

初

学商战于外人
,

继则与外人商战
” ,

这便是买办文化的结晶
。

由是
,

他们利用丰厚的买办资本
,

投

资于近代新式企业
。

轮船招商局
、

开平煤矿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的顺利集资与业务拓展
,

乃

是由唐廷枢
、

徐润
、

郑观应等香山买办群体的倾力持助而成的
。

唐廷枢不仅使轮船招商局起死回

生
,

而且为开平矿物局引人 了现代技术
,

使之
“

逐渐变成了一系列近代企业的中心
” 。

他本人参

与创办的近代新式企业多达 4 0 余家
,

属国内或地区内首创 的就有 6 家
。

支撑新式企业的基础是

新技术和新文化
。

所以
,

当他们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倡行者的时候
,

就必然成为某些传统价值观

念的叛逆者和挑战者
,

客观上充当了催生近代工业文明的助产婆
。

概言之
,

买办文化既受主体文化 (中西文化 ) 的双重影响
,

也对主体文化 (不同质的文化 )

施加反影响
。

从被动态上说
,

它是世界走进中国和中国面向世界早期在商界催生的混血儿
,
从主

动态上说
,

它是土生土长挟洋风洋味行世的洋径涣
,

客观上又催生了近代工业文明
。

3
.

华侨文化

香山华侨移殖海外
,

早在明初洪武二十六年 ( 1 393 )
,

海商吴添进就已通番切
。

清嘉庆以后

渐见高潮
,

布及东南亚的槟榔屿
、

新加坡
、

美洲的檀香山
、

三藩市
、

加拿大
、

秘鲁及 日本等地
。

香山华侨文化与其他地域的华侨文化具共性者
,

乃 日同
“

根
” 。

个中之
“

根
” ,

表于两个层面
,

本文日
“

移根
”

和
“

守根
” 。 “

祖也者
,

吾身之所出
,

犹木之根也
。 ” ②不忘其根

,

是华人文化传

统之本
。

这里所说的
“

移根
” ,

属观念层面概念
:

华侨到了异乡
,

与异质文化共处
,

如何不忘其

根? 面对客居他乡的现实
,

就只有将家乡的观念移至客地
,

以弥补其乡思之淡薄与缺失
。

1 8 02 年

陈氏在槟城大伯公街建立
“

香邑公司
” ,

创建香山侨 民在东南亚的同乡会馆
,

用木板书写
“

香邑

馆
”

置于门口
,

祟奉财帛星君龙牌
,

每年七月廿二神诞
,

乡民均前来开怀畅饮
,

思乡寄情
。

1 8 82

年
,

程汝揖在植香山创立中华会馆作为香山人的乡族组织
。

1 8 91 年隆都人组织
“

从善堂
, ,

其他

各都也相仿成立 乡谊会
,

还有按姓氏组织的彭氏宗亲会
、

李氏敦宗公所等
。

意识层面上的
“

守根
” ,

指故乡有妻室者
,

稍有积蓄
,

便思归故里
。

许多人坚持不娶土著洋妇
,

懊手头宽裕后便回乡娶亲
。

据统计
,

185 2一 1 8 8 2 年间
,

回乡省亲者达四千多人
。

香山华侨文化还为家乡和祖国输 回了
“

金
” 。

这里所说的
“

金
”

蕴含三层意思
,

日
“

金子
” 、

“

金技
” 、 “

金身
” 。 “

金身
”

即是香山的特色
,

令其他地域文化难相 匹敌者
。

“

金子
” ,

此指侨汇
。

华侨对桑梓的贡献最著者为侨汇
。

侨汇既是侨眷生活的保障
,

又是拉动

消费和促进香山经济发展的杠杆
。

早期侨汇主要是赡养家眷及养老送终金
。

后来一些人
“

落地生

根
” ,

侨汇逐渐转向投资和捐献
。

或置田建房
,

或投资实业
,

或捐资办学
,

或输将慈善
,

功能日

渐多元
。 “

金子
”

对家乡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影响
,

历史俱在
。

碉楼
,

以及沙涌
、

竹秀园
、

北

台
、

南朗
、

沙溪
、

三乡等地中西合璧的建筑物
,

至今仍展示当年的审美观念和历史价值
,

更折射

出海外艰难拓业精神和爱国爱乡品格
。 “

金子
”

投资实业
、

热心公益的义举
,

既促进了家乡的经

济建设
,

繁荣了故 园的文化教育事业
,

也改变了乡民的生产
、

生活和行为方式
,

引发了新的价值

观
、

人生观和世界观
,

全方位加速了香山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

“

金技
” ,

此指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理念
。

南朗稼涌村人严迪光早年赴美国经商
,

19 0 8年
,

率

先办起香山机器制砖有限公司 (合作 )
,

为香山第一家具备先进设施与规模的近代企业
。

19 12 年

杜臻
: 《闽粤巡视纪略

·

香山》卷二
,

引自黄启臣《明清广东商帮的形式及其经营方式》
,

广东离等教育出版社 19 92 年版
,

第 18 页
。

程一枝
: 《程典》 卷十九

,

引自叶显恩 《香山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
,

王远明主编 《香山文化》 第 10 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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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创办的迪光 电力灯所正式建成并投人运行
,

乃民国临时政府注册的 4 0家先进发电厂之一
,

其

后又在
“

马锡水
”

兴建水电厂
,

成为广东华侨投资的第一间水电厂①
。

香山侨民每当家乡救灾服

饥
,

必文明捐输
.
对修桥铺路

,

兴学赠医等亦踊跃输将
。

《植山华侨 》 一书记载过部分捐款数额
:

19 3 0年美金 5 1 5 4 6
.

4 8 元
. 1 9 3 1年美金 2 2 6 2 8

.

4 5 元
、

洋银 1 2 3 10 元
, 1 9 3 2年美金 7 6 9 7 5

.

9 5元
、

洋银 2 6 1 39 2
.

5 元
、

港币 10 0 0 元
; 19 3 3年美金 7 9 8 8

.

0 4 5 元
、

洋银 5 0 9 2 2
.

7 2 元
。

“

金身
” ,

指华侨回国参加革命和为国捐躯
。

孙中山说
, “

华侨为革命之母
” ,

这是对华侨报国

功勋的高度赞扬
。

植香山可以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

南洋各埠是孙中山流亡海外往返的落

脚点
,

日本
、

欧美等地也是他奔走革命的客居地
。

香山华侨为了支持中国革命
,

不但慷慨纤难
.

且奋勇当先
,

给孙中山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支持
。

有统计
,

1 8 9 5一 1 9 12 年间植香山华侨先后捐

助美元 80 0 0 元
,

银洋 6 3 2 5 5元
。

尤堪称道的是孙中山之胞兄孙眉
,

乃
“

茂宜岛大畜牧家
,

牧场

广千数百亩
,

有茂宜王之称
” ,

为筹备革命经费
, “

便以每头六七元之价践售其牛牲一部
,

以充义

晌
” 。

兴中会员邓松威 (又名荫南
、

三伯 )
, “

尽卖其商店及农场
,

表示一去不返决心
” ,

房从孙中

山起义
。

植香山 巨商杨昆之子杨仙逸
,

在美国学会航空技术后
,

追随孙中山
,

并为革命献出了生

命
。

黄花岗一役
,

华侨参加者众
。

据翠亨孙中山故居
“

香山人与辛亥革命
”

展览的不完全统计
,

从 18 9 4 年兴中会成立到 19 13 年二次革命失败期间
,

参与革命运动的香山人有近 26 0 人
,

其中翠

亨
、

南朗有 4 2 人
,

香山籍华侨不下 2 00 人②
。

尔后
,

孙中山组织讨袁护法
,

又有华侨
“

义勇队
” 、

“

敢死团
”

拼力支持
,

不少华侨血洒沙场
,

以身许国
,

为捍卫民主共和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

概言之
,

香山华侨文化早期充满艰辛和血泪
,

渐次誉载文明与荣豪
,

它以
“

根
”

为本
,

以
“

金
”

为奉
,

播中华文明于海外
,

输现代理念于桑梓
,

在香山的近代文化史上地位显要
,

价值弥珍
。

资源亦资本
:

文化创新的现代价值

文化是一个地城的根与魂
。

香山文化对当代中山人的意义
,

不仅在于它提供给民众一种无以

替代的归属感及精神纽带
,

从深层次上也塑制了现代中山人的群体性格
,

将文化资源逐步转化为

文化资本
,

并间接推动了中山现代工业化都市的兴起与腾飞
。

1
.

香山文化现代价值的凝结与展现

经香 山文化熏习的中山人
,

在文化资源发掘与承传的基础上
,

群体精神已进一步内化与升华
。

( l) 先导性
。

以名人文化镜鉴
,

祖籍香山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不下 100 位
,

涵盖了政治
、

军事
、

经济
、

教育
、

文艺
、

医学等领域
,

其中荣膺某一领域
“

第一
”

的约有 30 位
。

建国后
,

中

山人
“

敢为天下先
“

的品格
,

得到进一步弘扬
:
广东第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

、

中国第一个勤劳致

富的
“

万元户
” 、

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温泉宾馆

、

中国首家高尔夫球场
、

首家中外合资

大型游乐园
、

国内第一家
“

三来一补
”

企业
、

首届中国合唱指挥大赛… … 均在中山问世
,

不仅使

中山在
“

改革开放
.

之初一跃成为全国发展的
“

典范
” ,

而且为经济腾飞莫定了基础
。

( 2) 色容性
。

中山市承传文化多元
、

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

19 9 6年
,

市政协通过 《关于提议

市政协增设外来员工委员的报告 》
,

古文平成为全国首位在异地当选政协委员的外来工
。

1 9 97 年
,

外来工左忠文被授予全国
“

五一劳动奖章
” 。

自 19 9 5 年起
,

每年举办一次
“

优秀外来员工
”

评选

表彰活动
,

对
“

优秀外来员工
”

免收城市增容费
,

绿灯注册人户
, “

农转非
” 。

举凡在全省乃至全

国或属先例
。

一位外来企业家感慨地说
: “

我跑遍珠三角创业
,

相对而言
,

中山市从上到下对外

来工和老板不歧视
,

挺有人情味的
,

对这一点
,

我体会确实很深
。

我现在赚了些钱
,

开个茶室
,

① 《中山发现 19 1 3年所建电站》
.

《广州日报》 2加 5年 8月 1 5 日
。

② 本数字婚革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展览资料
,

由林华煊
、

黄健教整理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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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外
,

图三五个知 己聚会方便
,

饭食从简
,

免费
。

学一点中山人的博爱精神啦 !
”

(的 求实性
。

务实
、

趋利
,

在香山人的群体性格中素来浓厚
,

在今天
,

这种不讲虚文
、

只求

实效的
“

经济理性
” ,

表现尤为明显
。

迄今为止
,

中山市有近 1 / 3 的家庭从事私企或个体老板
。

另外
,

簇群经济
、

民营经济
、

外源型经济发达
,

城市综合实力居全国地级市第 12 位
。

( 4 ) 博爱性
。

中山人的博爱情怀不仅积淀于心 中
,

而且外化为行动
。

于每年春节期间举行的
“

慈善万人行
” ,

不仅具海外轰动效应
,

更引市 民以为荣豪
。

19 年来苍桑不改
,

越办效应越好
。

这

项民间盛举还得到海内外香山人的支持与参与
,

已筹集善款达 4 亿元
,

用于安居工程
、 “

身边的

希望工程
”

等
,

已成为当代香山人的一种新民俗
,

直可申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

2
.

香山文化现代价值的拓展与创新

文化创新
,

关键在于 自尊与自觉
。

当代中山人在弘扬与创新香山文化方面
,

正由这一理念指

导运行
,

并建树多多
:

于动员市民发掘香山文化精髓
,

融会现代精神的基础上
,

提炼出
“

博爱
、

创新
、

包容
、

和谐
”

的新时期中山人精神
.
赋予

“

慈善万人行
”

活动更丰富的内涵
,

从
“

救死扶

伤
、

扶危济困
”

升华为
“

传承伟人故里历史文化
,

弘扬中山现代人文精神
” ,

使之成为现代公民

教育的有效载体
. 开设城市论坛

,

搭建市 民公开表达意见
、

参与公共管理的平台
,
高标准重建孙

中山纪念馆
,

新建市文化艺术 中心
,

建成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
,

大力修葺名人故居
.
创办

“

好山

好水好儿女
”

名人省亲活动
,

拉近 了当代文化名人与家乡的情感
.
建立美轮美免的文化艺术中

心
,

成为外界观照中山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窗 口 ,
承办博鳌亚洲论坛 2 0 05 国际文化产

业会议
,

规划建设文化产业园
. 开展香山历史人文资源的学术研究

,

撰编 《孙中山志 》
、

《中山历

史文化丛书》
、

《人文香山》 和 《香山文化 》 等学术精品
,

在全省率先于学校开展乡土教育
. 开展

“

大香山
”

旅游项 目合作
,

优化整合旅游资源
,

等等
。

历时 4个月的市民文明意识与行为调查
,

先

后吸引 2 8万市民直接参与和讨论
,

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活动转化为广大市 民自我发现
、

自我

教育
、

自我提升的过程
,

让文明成为市民的共同认知与追求
。

“

发展文明
,

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 (即物质文明 )
,

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 (精神文明 )
。 ”

0

孙中山这一名言蕴涵了深刻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

是弘扬香山文化的出发点和宗旨②
。

进一步将香山

文化资源催生为文化资本
,

臻
“

物质文明
” 、 “

心性文明
”

于相待发展
,

乃世人对文化香山之愿景
。

(责任编挥
:
许宏海 捧立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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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O

孙中山
: 《对外宜言》

,

《孙中山全集》 第 6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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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国潮
: 《香山文化

:
中山发展的精神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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