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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杂，但有内容。 东坡有诗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2、没多少可读性
3、宗教景观地理学入门，其实学科分类太小，根本不清楚写作规范是什么，于是真的就大有可为了
！本书更精彩的是对岭南的三个分系——广府系、客家系和福佬系。
4、大杂烩 一锅端
5、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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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以前只听说广府、客家、潮汕，司徒老人家用“福佬”替代“潮汕”的说法，其实更有包含性，
更解决了很多闽南语系地区的归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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