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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民俗文化》

内容概要

《佛山民俗文化》：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民俗文化全球化的状况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的一个
新的增长点。如何保护民俗资源的原生态，引导民俗健康发展？如何整合利用佛山丰富的民俗资源，
包装出口，引领佛山发展第三产业？这是佛山建设“现代制造基地、产业服务中心、岭南文化名城和
美丽富裕家园”的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佛山民俗文化》是一部记述佛山一百多年来存在的各种民
间民俗事象的书。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尽可能做到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是读者深入了解佛山民俗文
化的绝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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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民俗文化》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商贸民俗　　第一节 商贸习俗　　佛山成为商业市镇，始自北宋。明景泰年问，成为“
四远商贩恒辐辏”的市镇。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是为归”。清乾
隆五十三年（1788），佛山“人稠地广，烟火十万余家。凡仕宦之所往来，商贾之出入，货贝舟航之
所聚集，俱于是乎汇”。（道光《佛山忠义乡志》）清道光年间，“川、广、云、贵各省货物皆先到
佛山，然后转输西北各省，故商务为天下最”。此时佛山有手工业220行，商业及服务业70多行，有三
四千种商品生产，有3000多间商铺。因货物不少来自全国各地，商品远销国内各省及南洋、澳洲、美
洲和越南各国，佛山便设有18省会馆及22家会馆。清道光年间，有街道1500多条，商店林立，会馆棋
布，全镇以中部为商业中心区，“商贾丛集，阛门殷厚，冲天招牌，较京师尤大，万家灯火，百货充
盈，省垣不及也”。此时佛山，与“北则北京，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并称为全国“四大
聚”。　　清乾隆至道光年间，佛山的商品市场成为专业街、市，遍布二十八铺。有铸砧巷、铸犁巷
、铁矢街、铁香炉街、铁门链街、布巷、椅巷、花衫街、凿石街、乌烟街、绒香街、卖箩巷、烧灰街
、排草巷、打锡街、纸盒街、金线街、绒线街、皮箱街、大瓮街、豆豉巷、豆腐巷、咸鱼街、果栏街
、柴栏街、牛肉巷、饼料街、卖猫巷、煤炭地、晒布地⋯⋯　　佛山最早形成的市场是宋代在栅下铺
的米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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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民俗文化》

精彩短评

1、当故事书看看吧
2、重新认识了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发现很多有趣的故事、行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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