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江文化的源流探析

肖 春　藍

　　［内容摘要］東江文化是中國廣東省的壼個地域文化，探析其源頭與流攣，封干當地加強東江文

化建設，促進當地鰹濟社會鞍展與繁榮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與使用慣値。筆者從地縁、人縁、

傳承三個維度封此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東江文化　源流　探析

　　東江乃河的支流。同名的有三個東江，其中雨個東江的支流是在中國，壼個是在中國的廣東省，

男壼個是在中國的湖南省，還有壼個在韓國。筆者所探討之東江乃廣東省之東江。宕駿源干江西省

尋烏縣的柾髪鉢和安遠縣的三百山，由尋烏和安遠雨水與廣東省龍川縣的貝嶺水彙合成江，流至廣

東省東莞市石龍鎮入珠江出南海，全長562公裏，是珠江四大水系之壼，占珠江流域総面積596％，

連接着籟尊港三地，横穿籟州、河源、恵州、東莞、廣州、深馴、香港等城市。東江取名干官在珠

江所虜的位置。古時，東江全線並不統稲爲東江，在各段有各段的名字。在江西段，因古時尋烏屡

安遠縣，故統稲爲安遠水；在貝嶺水下遊，稲渕水；在龍川老隆佗城段，稲雷江（也有雷水、洌江

之稲）；在河源段，稲二合水；在博羅段，稲羅浮水；在恵州段稲恵州河；在東莞段稲東江（也

有稲石龍河）。這些名字在各個朝代也曽有所攣化。

　　東江文化是襲生在東江流域的文化現象，是中國衆多地域文化中的壼個分枝，是嶺南文化中的

壼個重要組成部分，關系著東江流域和珠三角匠域的鰹濟嶺展和香港的繁榮穏定。具髄而吉，奈江

文化是指東江流域有史以來，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民衆在社會實践中創造的，在暦史進程中累積的

生産方式、生活様式、行爲方式、禮儀制度、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倫理道徳、藝術形式以及物化

的人工制品的総和。從地縁、人縁和傳承三個維度追尋東江文化的源頭和流攣，東江文化可謂是壼

種以恵州爲中心的地域文化；壼種以客家文化爲主髄的多元文化；壼種以開放兼容爲特征的創新文

化。

壼、地域之縁3東江文化乃是以恵州爲中心的地域文化

　　東江文化縁起干東江，也流攣干東江。在其産生、形成和鞍展演攣的過程中，恵州由干其特定

的地理環境條件和暦史上形成的特定行政匠域地位，而成爲東江文化之中心。

　　從地理環境來看，暦史上的恵州所轄厘域恰好位干東江中遊，官“北控毒韓之要沖，南臨南海

入穗之要道，東掘潮梅交通之咽喉，西連廣州之操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然環境易干人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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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利干人椚之問交往。因而，在其漫長的暦史文明進化中，在以恵州爲中心的東江匠域内，逐漸

由特定地域中生活的人群形成相封穏定的思維観念、生活方式和風俗禮儀，也使恵州逐漸成爲東江

流域政治、鰹濟、文化中心，響爲“卑東門戸”、“嶺南名郡”。同時，在廣東漢民族三大民系遷移及

最終形成的格局中，暦史上的恵州還是三大民系彙流、融合之地。恵州以東是閏海系屡地，即潮汕

人居地，恵州以西爲廣府系属地，恵州及其南北匠域則主要鳥客家人所居。

　　從行政管轄來看，恵州境内上古時期己有人類，己鞍現多虜新石器時代晩期人類生産、生活的

遺迩和遺物。先秦時期屡百卑（越）範園。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在今博羅“縛婁”族居

地置傅羅縣後，今市境爲南海郡傅羅縣（後稲博羅縣）的萱部分。西漢前期近百年間，庭干趙氏南

越國治理之下。公元前111年（漢元鼎六年），漢武帝統壼嶺南，結束南越國統治。東苦析南海郡置

東官郡，博羅縣先後析置海豊、欣樂、安懐3縣，博羅、欣樂雨縣隷南海郡，而安懐縣隷東官郡。南

宋，安懐、欣樂雨縣隷東官郡，博羅縣隷南海郡。至南齊，安懐縣改名懐安縣，博羅縣析置羅陽縣

隷南海郡。至503年（梁天監二年），南海郡析置梁化郡，設郡治干梁化屯。懐安縣並入欣樂縣，羅

陽縣並入博羅縣。博羅縣與欣樂縣同隷梁化郡。588年（陳禎明二年），欣樂縣改名錦善縣。589年

（晴開皇九年），康梁化郡，在今市境置循州。607年（晴大業三年），循州改稲龍川郡。622年（唐武

徳五年）複爲循州。唐代曽易名雷郷郡、海豊郡。917年（南漢乾亨元年）改置禎州。1020年（宋

天喜四年）改稲恵州。1279年（元至元十六年）改爲恵州路，明、清爲恵州府。1496年（明弘治九

年），設立龍門縣，隷廣州府。1912年（民國元年）錦善縣改名恵陽縣。1914年6月，恵陽、博羅雨

縣囑潮循道，龍門縣屡専海道。1920年廣道後，先後隷東匿善後督辮盧或緩靖虜（臨時政塵）。1925

年7月，隷屡廣東省東江行政匿。1932年1月，隷屡東緩靖医。1936年，隷屡廣東省第四行政督察匠，

1947年隷屡第五專署行政督察厘。1949年（民國38年）2月後，恵陽、博羅雨縣隷屡第二行政督察匠，

龍門縣隷屡第六行政督察塵。新中國成立後，市境行政匿劃及其隷屡多次調整，1949年12月曽設東

江專塵，1970年10月改稲恵陽地匠，1988年1月7日始撤恵陽地厘建制，分設恵州、東莞、汕尾、河

源4個地級市。恵州市管轄恵城匠、恵陽縣、恵東縣、博羅縣、龍門縣。至2009年底，現恵州全市縣

（匠）以下劃分爲1個郷、52個鎮，16個街道辮事盧。由上可知，暦史上的恵州管轄的範園與今天管

轄範園大不壼様，稲謂也前後有所不同，但総髄而吉其管轄的具髄範園谷口較爲穏定。這也説明，筆

者所読之以恵州鳥中心之的恵州不是所指今之恵州，乃是暦史上轄塵以東江流域爲中心之恵州。基

干暦史上恵州之厚重的暦史文化積澱及其封東江流域的廣浸影響力。因而，東江文化乃是壼種以恵

州爲中心的地域文化。

二、人ロ之源3東江文化乃是客家文化爲主膿的多元文化

　　客家是漢民族壼支重要的民系，客家人是秦末以來中原人南遷的産物。地是在長期的暦史歳月

裏，鰹過多次移民運動的醍醸、積澱和動態作用而形成的。從客家人的家譜和有關暦史文献，可以

一 52一



考誼出客家人的祖先是爾千多年前生息在黄河流域的漢人。祖居地在中原豫、陳、各（即現在的河

南省、陳西省、山西省）萱帯。後來因爲戦事、災荒等政治輕濟原因，輻轄南遷到卑、閏、籟等地

安家落戸而成爲客家人。如今的廣東省，存在漢民族的三大民系：廣府人、客家人和潮州人。其主

髄都是中原移民的後商，因到達廣東的時間不同而有所匠別。

　　東江流域早在中原人南遷之時就己鰹有了人類並且開創了東江流域的遠古文化。糠考古鞍現，

早在新石器時代晩期，東江流域這片土地就出現了人類，他椚以捕携、狩猟和原始農耕爲主，開創

了東江流域的遠古文化。至春秋戦國時期，東江流域的文化更是走到了時代的前列。東江流域的遠

古文化毫無疑問是東江文化的最早源頭。後來，随著中原人的多次南遷，以恵州爲中心之東江匿

域，漢民族的占比越來越居絶多優勢。在漢民族人群中，除了操客家語的客家人之外，還有部分福

倦人和廣府人，土著居民只占極少数。擦專家考謹，以恵州爲中心的東江流域客家的形成時間是在

客家先民的第二次大遷徒期間，即唐末黄巣起義年間，當時戦畢遍及大半個中國，客家先民大批南

遷，其中遷入恵州城附近定居的人敷即達5萬人之多。南宋之後，又有大批客家先民湧入噂東，其

中約有20萬人定居恵州境内。由此莫定了恵州客家人居住的格局。自明代中葉至清初，恵州即己出

現北來移民即客家人同廣府人在交界地的械門，當時的土客之事己是萱種普遍現象，這説明當時恵

州客家民系己鞍展成爲壼個擁有較強實力的族群。根擦清進士、恵州豊湖書院山長徐旭曽及其文章

《豊湖雑記》的記載，客家民系的最終形成磨在清乾嘉年間，距今約200年左右。此時，除了河源、

龍川、東源、紫金、和平、連平等地爲純客家人匠域外，龍門、博羅、恵陽、恵東、深釧、東莞、

陸豊和海豊等地錐屡非純客家人居住匠，但在土著人、廣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混居之中，客家人

侃占有較大比例。這種以客家人爲主要族群的人口來源的多元化，也構成了以客家文化爲主髄的多

元文化。同時，又由干在交通閉塞，商品流通領域狭窄的中國古代，生活在特定匿域内的人椚，與

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機會較少，從語言、習性等方面，尤其是在這個嘔域内彼此通婚而形成的親情關

系，根自然地形成了萱種相封穏定的人縁因素。這種特定的東江魑域性人縁因素的構成，壼方面由

干人口來源的多元化，男萱方面由干形成了相封穏定的地域性特色，從而規約著東江文化的源與流，

既包含有外來嘔域文化的要素，又艦現出東江特定医域的特色。

三、承傳之流・東江文化乃是以開放兼容爲特征的創新文化

　　創新是壼個民族進歩的璽魂。在東江文化的産生、形成與鞍展演攣的過程中，自始至終都貫穿

了以開放兼容爲特征的創新品質。無論是中原文化與土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還是東江客家文化與

廣府文化和潮汕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以及東江文化封多種外來文化要質的吸取與借竪，無不髄現著

以開放兼容爲特征的創新品質。因爲任何壼種文化同男壼種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吸取與借堕，決不

是萱種孤立的暦史文化現象，也不是封某種文化的簡軍重複，而是東江匿域内各種文化相互影響下

形成的新的文化特質的複雑過程也是東江文化從異質文化中吸取養分，進行“以我爲主，爲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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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化嫁接和創造的複雑過程。從本質上而言就是壼種以開放兼容爲特征的創新過程。從而使得

東江文化有別干廣府文化、潮汕文化和梅州客家文化，擁有自、身猫特的個性和品質。這些特質在東

江文化的産生、形成與鞍展演攣的過程中艦現得淋滴孟致。如在秦漢至明清時期多批中原人移居東

江匠域之後，他椚在同悪劣自然環境作門事的同時，將中原先進文化帯入恵州爲中心的東江匿域，

逐漸形成東江人重教崇文、勤勢節倫、刻苦自勧、講道義信守、不畏強暴等爲内容的文化要素，即

是雨種文化交流、融合産生致果的明顯髄現。i朦徐旭曽在《豊湖雑記》中指出：“客人以耕讃爲本，

家錐貧亦必令其子弟讃書，鮮有不識字、不知稼稿者”；“客人之風俗倹勤撲厚，故其人崇禮譲，重

廉恥，習労耐苦，質而有文”；“客人語言，錐與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讃書之音則甚正。故初

離郷井，行鰹内地，随虞都可相通”。（轄見《恵州志・藝文・巻》，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48頁）根

顯然，東江客家人的這壼文化特性，就帯有中國傳統文化和東江地域性文化的隻重要素。再如東江

文化的主膿是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來自中原，史家謹實是源自屡干黄河文化的河南；東江源頭在江

西，江西主膿屡長江文化，從而東江所承的客家文化，主要是鰹過長江文化黒染的客家文化；客家

文化進入東江，屡干珠江水域，自然受珠江文化影響井屡其総髄的壼個有機組成部分；珠江水系宜

通南海，江海壼髄，更何況東江水宜通虎門出海，也即是既投入珠江文化、又宜通海外文化、海洋

文化。如此貫通黄河文化、長江文化、珠江文化、海洋文化，全杖干其主膿是客家文化的縁故。顯

然，這也是東江文化具有貫通性的特質和優勢的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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