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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热的兴起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是新时期人文学术研究领域一个引人
注目的现象；稍后渐盛的地域文化研究即是这一学术思潮的必然结果。
近年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从一般性的人文学术研究向地方专学的转换，多种地方
专学如徽学、闽学、蜀学、湘学、楚学、晋学、上海学等的被提出和论证就是明显的表征。
这固然反映了地域文化研究深化发展的学术逻辑，也与当下各地对传统文化、国学典籍、文化遗产的
空前关注关系密切。
因此，这种转变反映了纯学术研究的学理性与现实文化关怀相统一的通达观念，反映了学术与文化发
展的必然。
    与以往许多关键性历史时刻相似，新时期的岭南文化曾再得风气之先，取得了突出成绩，其影响已
远超岭南之外；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岭南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已到了关键阶段，岭南文化研究也
面临着持续发展和全面提升的繁重任务。
从岭南文化研究自身的建设发展和岭南社会发展、文化建设提出的必然要求来看，当前有必要强调建
设岭南文化研究的学术体系，走向系统化、学科化的发展道路。
这是保证岭南文化研究不断发展、持续繁荣的学理前提。
“岭南学”学科概念的适时提出和积极构建，就是这种学术努力和现实关怀的体现。
    学科概念的提出与确立通常是一个学科得以成立的重要标志。
五岭以南，南海之北，界于中原，交通海外，以与中国文化中心区域相距遥远，有时被称为岭表、岭
外，有时又被称为岭海、岭峤；这里的物令节候、言语习俗与中原相比多有殊异，时给人陌生神秘之
感。
实际上岭南文化源远流长，秦汉时期这里已颇显独特气象，唐宋两代可谓岭南文化发展的关键，明至
清中期岭南文化渐趋繁荣，而晚清民国时期岭南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均已臻致空前。
因此，近现代多位学者曾特别瞩目岭南的学术与人文。
刘师培论南北学派之不同，尝标举岭南学派；汪辟疆论近代诗派与地域，亦专论岭南诗派。
新会梁启超论中国历史地理，特别标举四川与广东，指出广东背岭面海，粤人最富特性，言语习尚与
中原迥异，遂特别标举“粤学”；顺德黄节也曾撰专文论述“岭学”源流；陈寅恪也尝在晚年提出要
建立“南学”。
凡此均可视为基于对岭南学术文化传统的深切体认，建立岭南地域专学的具有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的
努力。
时下提出和构建“岭南学”，不仅与这些学科积累、学术观念密切相关，而且是其发展与深化。
    近年岭南文化研究日益丰富繁荣的发展趋势也反映了深化学术水平与提升学术地位的要求。
一方面是原有优势的持续发展和对薄弱环节的弥补充实，如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港澳文
化研究的持续发展，香山文化、雷州文化、粤西文化、粤北文化、海南文化研究的迅速兴起；一方面
是专学名称的提出和构建，如以族群或区域命名的广府学、潮学、客家学，以宗派命名的罗浮道学、
慧能禅学，以人物命名的白沙学、黄学。
这些地方专学的出现，均反映了各地对乡邦文化的深情系念和对历史遗产的强烈关注，也是岭南地区
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对岭南文化学术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岭南学”与建设中的广府学、潮学、客家学诸学，既有密切关联，因为研究对象与范围、研究方法
与目标相关；又有显著区别，相互之间并不能等同，也就不存在彼此取代的关系。
它们之间在思维逻辑和学理事实上具有平面交叉、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应当构成相辅相成、互补共
进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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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岭南诗派略论从张九龄应制诗看唐诗由“初唐之渐盛”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黄世仲近事小说中的广
府风情陈中凡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之创立明清会馆演剧述论——以广东会馆演剧为例粤曲融合本土
四个曲艺曲种概述岭南方言的研究及其应用论汉语南方方言中的6、d声母粤语多源论源远流长的女神
主义神话——岭南龙母文化的一种新探讨略论南汉政权对唐朝都城管理制度的模仿陈白沙理想境界实
现途径的道家品味黎筒文化性格刍议黄遵宪与日本冈鹿门的文字因缘胡曦对岭南方志学的贡献述略近
代中国早期维新士人的民主政治思想有关陶希圣加入中共问题的探讨论岭南民俗文化的现状与发展逃
避与屈从：自梳女对婚姻的矛盾心态饭桌上的传说——从潮汕特色饮食窥测其族群的传统与变迁会馆
建筑：传播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刘轲事迹考述清人江德量过录何焯校宋本《说苑》考述林凤冈与《石
岳集》药洲小考说“飞墙”广府春节民俗与广府文化——叶春生教授访谈录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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