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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文化成就未来》

前言

我们以传承文化、成就未来的目的开设了本校本教材，以杏坛地方文化来编写此杏坛乡土历史简易读
本，让本地青少年通过学习来认知、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
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的庆
典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除夕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
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即地方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杏坛这一方水土，也孕育着一方文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地域性。中华之
瑰宝，民族之骄傲，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因此，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应体现在“独特性、地域
性、民族性”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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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文化成就未来》

内容概要

《传承文化成就未来》内容简介：杏坛镇地处顺德西部。《传承文化成就未来》从地名的起源和演变
、村落的演进、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变化、社会事业的进步以及儒雅渊博的学者、精工手巧的技师、
征战沙场的将士、慷慨解囊的慈善家、家喻户晓的龙文化、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景观等方面记述了杏
坛这一地方的发展历程。让杏坛的青少年朋友能认知、接受和传承本地文化，从而挽回部分地方文化
面临失传的危机，达到传承文化、成就未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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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文化成就未来》

书籍目录

第一课 杏坛的沿革第二课 杏坛历代名人第三课 杏坛历代文化教育第四课 杏坛历代著名学者第五课 杏
坛的古代建筑第六课 杏坛革命据点第七课 杏坛水乡传统文化第八课 杏坛工农业社会事业发展第九课 
海外华侨对家乡杏坛的贡献第十课 杏坛主要景点杏坛历史名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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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文化成就未来》

章节摘录

插图：一、杏坛帕由来杏坛镇历史源远流长，据逢简碧梧村遗址、龙潭安教村遗址、马宁唐宋村遗址
考古发现，唐代有人在此稀疏地过着渔猎生活，犹如一方世外桃源。到南宋咸淳九年，南雄珠玑巷97
户居民，共33姓人家，因避战乱而南迁。1273年4月15日“夏”、“谭”两姓人率先来到此地开村，其
他31姓在其后两个月内陆续到达。此地因西高东低，四周有大河与外界相隔，境内河涌交错，有利于
宗族聚居、开垦，促进人丁兴旺。许多村落就是在这个时候开村散居的，根据记载，杏坛境内形成村
落最早的是马宁、上地、逢简、龙潭等，地形远望像锦鲤，故有锦鲤沙之称。后世因读书者日多，读
书人取古语：“孔子居于杏坛（注：教坛），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的“杏坛”二字为地名，既是
“夏”、“谭”两姓的谐音，又标榜为礼乐之邦。可见古时杏坛人以读圣贤书为荣，以“礼、孝、仁
、义”为尚。后世人有联佐证：“日照东海九州瑞气聚锦鲤；星临新涌一路祥光集杏坛。”（注：东
海河、新涌河是杏坛人后来人工开凿的运河，是本地的主要水路交通大动脉。锦鲤是杏坛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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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文化成就未来》

编辑推荐

《传承文化成就未来》是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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