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及深圳，如今人们虽然已

经不再认同“文化沙漠”的说法，

但依然习惯于把深圳这座国际化

大都市的历史渊源缩短、曲解为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边陲小镇和

小渔村”。可是，有多少人知道，

深圳有着千余年的历史，曾经管

辖 它 的 宝 安 县 ，早 在 东

晋 咸 和 六 年（331 年）就

已建制。借用研究深圳

历史 30 余年的地方史研

究 学 者 彭 全 民 的 话 来

说，深圳不是文化沙漠，

不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

起 来 的 ，从 历 史 上 来 说

深 圳 是 一 个 边 城 ，也 是

一座英雄城市。

当 我 们 说 深 圳“ 三

十而立”时，它的起点只

是 源 自“ 有 一 位 老 人 在

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

圈”的“一九七九的那个

春 天 ”。 深 圳 改 革 开 放

的历史和价值为我们珍

视。但我们却不能局限

于 此 ，我 们 不 能 因 为 改

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意义

而淡化甚至忘却它 1000

多年的历史。

而南头古城正是深

港 历 史 之 根 ，文 化 之

源。自汉代至 1840 年鸦

片战争，在这 1000 多年

的 历 史 长 河 中 ，南 头 古

城 一 直 是 深 港 两 地 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的

中 心 。 遗 憾 的 是 ，这 种

历史渊源却未得到广泛

的认知。

早 在 汉 武 帝 时 期 ，

汉 代 盐 官 就 设 在 南 头 。

至 东 晋 咸 帝 咸 和 六 年 ，

又设”东官郡”，下辖六

县，宝安为首，而宝安的

辖 地 就 包 括 今 天 的 香

港、深圳、东莞、番禺南

部、中山、珠海及澳门等

地区。从岭南盐政中心

转 化 为 郡 、县 治 的 行 政

管 理 中 心 ，这 便 是 深 圳

城市历史的开端。

南 头“ 扼 外 洋 要 害

之冲，护卫虎门、澳门以

作 保 障 ，汇 东 北 诸 海 以

为 归 宿 ，外 而 占 城 、瓜

哇、真腊、三佛齐，番泊来莫不经

由于此”。素有“全广门户”之誉

的南头古城，地处珠江入海口东

岸，成为海上交通航海的必经之

地、历代岭南沿海地区的海防要

塞、对外贸易的集散地。因此，以

南头古城为中心的这方土地承载

着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海洋历史地

标，写下深圳乃至岭南海洋文化的

一个又一个历史符号：从唐玄宗开

元二十四年（736年）在南头城东南

海疆设立的军事驻防——屯门镇，

到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为抗

击外来侵略在南头设立的东莞守

御 千 户 所 ，再 到 曾 列

“新安八景”之首的南

山赤湾天后宫，历史曾

载：“三宝太监郑和，奉

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

舟师，远下西洋。船队

行至珠江口南山附近

遇险，请祷天后。天后

显灵，救助郑和。”

深圳是典型的海

洋城市，这从它历代的

海防、海航文化可以得

到解读。但海洋文化

通常是一个长期被忽

视的存在。党的十八

大报告提出，提高海洋

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

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

洋 权 益 ，建 设 海 洋 强

国，它前所未有地把海

洋作为强国梦的重要

组成部分提了出来，它

标志着我国将以一个

新的姿态跨入海洋时

代。一个城市的地理

位置决定它应该是怎

样的一个城市。从历

史上来说，深圳因海洋

的存在而成就它作为

海防要塞、海航要道的

重要价值，而今，它又

因其沿海的特殊地理

位置成为改革开放的

先驱城市。

深圳因海而生，因

海而兴。南头古城是

深港的根，是深港的历

史符号。历史不能更

改，更不能被否定。我

们看到，南头古城具有

不 可 低 估 的 历 史 、人

文、政治、海洋、军事、

书 院 、贸 易 等 文 化 价

值，对于具有如此重要

文化价值的历史遗产

瑰宝，我们应该重新深

入挖掘，并将其保护、

开发、改造提上日程，探索出最佳

路径。它不仅是对隐没在历史深

处的历史的再发现和再认知，更

是 对 深 港 历 史 具 有 责 任 感 的 解

读，也是深圳市及南山区对海洋

强国梦、文化强国梦的一种追寻，

对深圳来说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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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头古城：深港历史之根文化之源
雷 燕 陈一锋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深圳以神奇的速度发展成为充满着热情与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而对这座城市历史文化底蕴的研究和探讨，一直是海内外文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事实上，深圳的历史发展轨迹可以追溯到 173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南头古城曾经不仅是岭南沿海地区的经济重镇，也是行政管理中心和海防要塞，记载着千余年历史足

迹的南头古城是深港两地城市发展的共同源头，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它的存在，体现了历代岭南人民对海洋文化的探索与追求，也体现了深圳的文化包容性和多元化，以及奋勇抗击

外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南头古城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在我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南头古城，作为城市之根和“千年文化遗产明珠”，其保护工作不能忽视。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赤湾天后宫，是名副其实的“乾坤聚秀之

区，阴阳和会之所”。一眼望去气势磅礴、蔚为壮观。1992年重修之

际，已然不现当年 99道门的大庙之辉煌，而是把大殿、左右偏殿和附

属建筑外墙改为红色。内院种上 20多棵小叶榕，在风水学上有“郁

郁葱葱助气扬”的说法。如今的天后宫绿树成荫，蓝瓦朱墙，静中有

动，给前来觐拜者创造了肃穆、吉祥、福祉的新天地，而流传 500年的

辞沙祭祀活动也是在这一圣地一代一代地延续着。

每当天后诞辰和天后升天纪念日，方圆几百里数十万信众和港澳同

胞自发到赤湾天后宫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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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着 1000

多年历史的南

头古城是深港

历史之根。

曾经的岭南盐政中心

从古至今，南山有着一个响亮的名

称——南头。在深圳原住民的回忆中，有

关南头的传说，值得深圳人为之光荣和自

豪。南头位于深圳蛇口半岛北端，北靠羊

台山，西抵珠江入海口，南临伶仃洋。

南头地势北高南低，大沙河自北向

南纵贯其区域流注大海，形成台地和冲

击平原地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

吃海”，盐业生产对生活在沿海地区的

人群来说必不可少。近海百姓，煮海水

为盐，远近取给。据相关资料记载，西

汉元封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提出盐、

铁专营制度，设“大农部丞”，在全国设

置盐官，其中第一个盐官即为“东官”，

官阶为“正三品”。这是深港历史上最

早的，也是极为重要的行政管理建制。

南头，秦汉时期地处南海郡治“番

禺”的门户，枕山面海，拥有优良的港湾，

扼珠江口江海交通要冲，是渔盐贸易的

重要集散地。南头地区的考古发现，为

这一地区在汉代就是主要食盐产地提供

了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值得一提的

是，1981年冬在南头古城南约200米处的

红花园新村工地，发掘出 18 座两汉至南

朝时期的古墓。其中西汉墓 1座、东汉墓

9座、东晋墓 6座、南朝墓 2座。这些密集

的汉墓群可以说明汉时期南头一带已是

居民较多、经济发达的区域，这和史籍记

载的番禺县盐官的设置是有密切联系

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深圳城市历史的

开端发源于盐官设置。番禺县盐官“东

官”乃全国三十六盐官之一，它的设置，

促进了珠江口沿海地区特别是深、港地

区的开发、水上交通和经济的繁荣。

随着盐业的发达，岭南盐政中心南

头古城后转化为郡、县治的行政管理中

心，这是深、港城市历史的开端。东晋咸

和六年（公元 331 年），原南海郡一分为

二，划出南海郡的南部和东部，设“东官

郡”，下辖六县，郡名沿用汉盐官“东官”

之名，郡治在三国吴时所建司盐都尉所

附近，即今南头古城一带。下辖六县，分

别为：宝安、安怀、兴宁、海丰、海安、欣

乐，其中宝安为首县，县治与郡治同城。

其中首县宝安辖地包括了今天的香港、

深圳、东莞、番禺南部、中山、珠海及澳门

等地区。当时的东官郡范围广袤，西自

珠江口，东至现广东与福建交界处。

岭南移民文化的缩影

公元 317 年，琅琊王司马睿继皇帝

位，建立了东晋政权。江南及岭南地区

成为其主要的统治区域，也是东晋政权

赋税、兵役的主要征集地。同时，北方

的地主富商也随同王室成员及大量的

王公贵族一起南迁避难。南迁中，儒家

观念在岭南地区越来越深入人心，南越

文化与中原文化越来越融合。

2001 年 12 月，考古工作者在南头古

城内乐平街 10号发掘一座保存完整的东

晋古墓，与此同时，还在南头古城南门外

西侧，发掘出呈南北、东西走向的东晋护

壕，在护壕内出土了大量东晋时期的文

物。由此可见，东晋时期南头古城一带

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十分繁荣。

自东官郡设置到唐朝，宝安县县治

一直在南头古城。隋朝废除东莞郡治，

宝安县归属南海郡管辖。但从唐初到

中唐，宝安县前后经历 5 次行政设置方

面的变迁，到明代晚期新安县的设立，

不得不提到一位古城历史上的重要人

物——刘稳。隆庆六年，刘稳任职为广

东参政兼任提刑按察司副使。刘稳在考

察中得知南头等地距离东莞县治一二百

里，行政管理鞭长莫及，遇有急事也远水

解不了近火，特别是听闻“辛酉之变”后，

便产生分县的想法。公元 1573 年，南头

从东莞县分出，恢复设县，赐名“新安”，

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义，并将县治

设在南头古城，其管辖范围包括了现在

深圳市大部分地区、香港全部以及东莞

东部和东南部的小部分地区。

随着南头古城行政区划更变，体现

在文化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移民文化，历

史上岭南发生的 5 次大移民，南头古城

是一个缩影，移民文化不仅形成了鲜明

的民系（广府、客家、福建三大民系），而

且对外来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到

鸦片战争前夕，新安县居民主要是汉族

中的广府和客家两大民系。

海上交通要道与海防军事要塞

唐代“贞观之治”后，随着我国“陶

瓷之路”的兴起，海上对外贸易日渐发

达。进入广州贸易的商船，由于海路水

浅，不能直入广州，须绕过香港大屿山

经南头入虎门抵达珠江，因而南头便得

天独厚地成为海上交通航道的必经之

地。加之宝安县淡水充足，又是珠江口

一带的经济文化中心，因此，自唐朝始，

南头便成为海上交通航海的必经之地、

重要的海内外贸易的集散地。

公元 736年，朝廷在南头设置了一个

军 事 机 构—— 屯 门 军 镇（镇 治 在 南 头

城）。自此直至明代，南头古城由行政中

心转为海上交通门户和军事要塞。但南

头古城在中国军事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

更在于明正德至嘉靖年间抗击葡萄牙殖

民者入侵的“屯门海战”，这是我国历史上

第一次在海上抗击西方殖民者的入侵。

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个有赖于

河流文化而孕育的文明古国开始萌动，

郑和七下西洋展现了古老中国对海洋

的一种渴望和向往，但西方列强的入

侵、封建朝廷的腐败，让这个古老的中

国海洋梦扼杀于摇篮之中。

14 世纪以来，海盗、倭寇、番夷和西

方殖民主义者不断侵扰我国沿海各地，

为抗击外来侵略，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在南头设立东莞守御千户所。16 世

纪，西欧部分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

累时期，开始对外扩张与掠夺。公元

1511 年，佛郎机（葡萄牙）攻占了满剌加

（现马来西亚），随即侵犯我国东南海

面，占领屯门澳。公元 1521 年，时任广

东巡海道副使汪鋐受朝廷之命驻守南

头城抗击“番夷”，开我国“师夷制夷”之

先河，歼灭葡萄牙十多艘蜈蚣战船。此

后，葡萄牙入侵者再犯浙江、福建沿海，

时任兵部尚书的汪鋐领军将其彻底驱

逐，至此葡萄牙人可以说是闻“汪鋐”而

丧胆，直至汪鋐去世 18 年后（1533 年），

葡萄牙再次侵犯我沿海占领澳门。

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一段挥之不去

的耻辱。而让我们自豪的是，自1839年9

月的九龙海战开始，在当时的新安县海

域，我们与英殖民侵略者大大小小打了 9

战，保持着全胜的战绩，直至 1841年 2月

关天培等将士战死沙场，虎门各要塞炮台

全部失陷。纵观南头古城历史，历朝以来，

南头古城在海防文化的意义不可低估。

探索保护最佳路径

一直以来，市区两级政府对南头古

城的保护工作都非常重视。2009 年 12

月，时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

记王荣对南头古城保护工作做出重要

批示，要求文物部门及南山区形成一个

保护与开发性的整体规划，要求南山区

作为开发与保护主体，逐年推进项目实

施，并请发改委、财政委通过立项，给予

支持。记者了解到，文物保护部门已经

做好了对南头古城的本体保护规划、市

规划国土委也已经完成了南头古城的

整体保护规划。

今年 9 月初，南山区委书记李小甘、

副区长曹赛先率相关单位负责人实地

调研南头古城，并召开会议研究古城保

护与利用问题。在谈到南头古城保护

与利用时，李小甘对市规划部门提出的

“就地保护、活化整治”的方针表示认

同。他强调，南头古城外来人口众多，

现在生活着 3 万多人，保护南头古城必

须改变大环境，要通过形态的改造，达

到业态的调整，进而达到人口结构的调

整；要对原有核心历史文化强化保护，

用修旧如旧的办法建设历史文化街区。

记者了解到，《深圳市南头古城保

护规划》中指出，由于南头古城特殊的

历史和社会价值，其保护和利用不同于

一般的城中村改造，不能脱离历史文物

和本土文化的保护而拆除更新为一个

高强度的新居住区。因此《保护规划》

以“就地保护，活化整治”为核心理念，

引入文化、旅游、商业等元素，将南头古

城定位为“体现深港澳同源文化，文化

保护完好，独具传统文化与商业氛围的

城市传统风貌展示区”。

有着 1000 多年历史的南头古城作

为深港历史之根、文化之源，其人文、历

史、社会等价值重大，具有极重要的保

护价值。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区两级

政府正在对南头古城的开发保护进行

规划论证，以期最大限度地让这个有着

悠久历史的古城焕发新的魅力。

赤湾“舟船成市，车骑如海”

妈祖，是人们对海上女神的亲昵称呼，是中国沿

海和诸岛普遍崇拜的济难安航海神。

赤湾天后宫位于深圳南头半岛的最南端，北靠大

南山，面向珠江口与大海交汇处，毗邻香港、澳门。明

代前期，明王朝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甚为密切，使节往

来频繁，其中不少经广州由珠江口的虎门出洋。而赤

湾因其地理位置和周围形势的独特而成为过往航船

驶出外洋的重要锚地，出海前的祭祀仪式自然也就多

在此举行，祭祀妈祖最隆重的仪式就是“辞沙”。

赤湾是一个天然避风港，东莞、广州、番禺等珠江

三角洲的渔民，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海上作业危险

大，出海前天后宫是他们的必经之地。赤湾不仅离广

州近，还可以让当地官员补充一些“粮草”（随着海上

丝绸之路的发展，当时广东已经成为重要的对外贸

易、文化交流、外交往来的大通道的主角），历史上的

赤湾可谓“舟船成市，车骑如海”，所有人多要到这里

来拜祭天后娘娘。朝廷官员就在旧庙的东南方（即今

赤湾天后宫）建起一定规模的天后庙，特别是郑和下

西洋时到这里举行“辞沙”祭典，祈求天后娘娘保佑平

安返航，更加带动了赤湾天后庙的人气。

“辞沙”祭祀延续五百年

早在 500 年前就有文字记载赤湾天后宫特有的

祭祀妈祖习俗：《新建赤湾天后庙》记载：“凡使外国

者，具太牢祭于海岸沙上，故谓‘辞沙’。太牢去肉留

皮，以草实之，祭毕沉于海。永乐初，中贵张公源使弥

罗国，先祭天妃，得吉兆，然后‘辞沙’。”

“辞沙”即辞别沙滩，投向茫茫大海。过去的“辞

沙”祭妈祖活动，主要是在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

诞”和出海前举行。“辞沙”前，做生意的人，事先在天

后宫周围搭起商铺，销售香烛和食品。主持人将各绅

士的捐赠登记、造册、入库。主祭人将“太牢”先抬于

大殿祭妈祖，然后移至沙滩，舞狮、唱戏、武术表演、杂

耍……近千艘在赤湾港停留的渔船爆竹齐鸣，彩旗招

展，盛况空前。1950 年赤湾天后宫开始拆除之后，这

一传承数百年的“辞沙”祭妈祖习俗也终止了。

直到 1995 年，赤湾天后宫重建后，因填海的原

因，祭祀活动虽不在沙滩而转移到宫庙里，但仍然沿

袭数百年的习俗，保持原有的风貌。在活动开始前，

先来近 200 人，在大殿和阅台上摆设水果、糕点、牛奶

等供品，在油灯放置灯草和添油，同时在院内建筑物

的屋檐下、厅堂等处寻找睡觉的地方。傍晚他们先是

在山门平台上用竹片搭好人形架子，用纸糊一个 4 米

高的巨型“鬼王”，右手执令箭，左手托“善恶分明”令

牌，腰系大鼓，面目恐怖。同时还用纸糊一个“城隍”

像。晚上，他们在大殿举行一个简单的祭拜仪式。

次日上午，大批信众来了，南巫来了，武术队、舞

狮队也来了。大约 8 点，8 位南巫身着道士长袍，敲

锣击鼓，吹奏唢呐，诵经念文，大殿内外 1000 多信众

叩首祭拜，祈祷天后娘娘保佑。祭拜结束后，则在大

院广场观看舞狮表演和武术表演。第三天晚上，大

家把 4 米高的“鬼王”抬到院内的广场燃烧，在燃烧

前，争先恐后去撕腰上挂着的纸鼓，据说带上这纸片

可祛邪。瞬间，“鬼王”的鼓被大家“抢劫”一空。接

着南巫点燃“鬼王”，嘴上喃喃念着咒语，大家把纸钱

和大米撒向火海，此时，纸钱“鬼王”照天烧，整个大

院火光冲天，亮如白昼。第四天，举行盛大祭拜仪

式，大家给天后娘娘下跪，锣鼓唢呐声回荡在大殿。

仪式结束后，一只“狮子”在震耳的锣鼓声中腾空而

起，随即俯首用嘴轻轻舔着放在案台上的所有贡品，

以示吉祥。最后一个程序是，将用红纸抄写的所有

参加祭祀活动人员的名单，放在用纸糊的“城隍”手

上抱着，组织者在那里手舞足蹈，嘴上朗诵着一些吉

利的话语。然后点燃“城隍”，连同大家的名字一起

化为灰烬，表示飘渺的香烟，将把人们的芳名和愿望

一起带给天后娘娘。

计划申请国家级非遗

“辞沙祭妈祖”传承人阮成洲向记者解释道：“妈

祖信仰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是宗教，但有和宗教相

类似的地方。人离不开现实生活，但社会的黑暗不公

又造成对人的压制和摧残，在无尽苦难与悲剧笼罩

中，人们挣扎求生的同时在无情的世界里寻求精神慰

藉，这样就产生了对神的信仰。妈祖崇拜是一种信

仰，一种执著追求，或说是消灾解难、安居乐业的理想

寄托。妈祖在古代行医治病，保驾护航，是典型的古

代雷锋形象，是值得所有人尊崇的对象。”至今经过

1000 多年的分灵传播，妈祖从湄洲逐渐走向世界，得

到众多国际友人的认可。

赤湾是深圳藏风聚水的宝地，南山区非常重视“辞

沙”的保护工作。早在 2006 年和 2007 年，赤湾天后宫

已成功申请为市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年

在赤湾举行的“辞沙”活动日恰逢妈祖诞，霞光满天，

下沙、南头、渔二村、沙河村等深圳本地香客，还有很

多从东莞、惠州、潮汕等地乘坐大巴赶来的阿公阿婆

挤满了庙门，虔诚地给妈祖娘娘上头炷香。一位上了

年纪的香客向记者吐露：“我们镇上很多人都是世代

信奉妈祖，而赤湾妈祖庙很早就远近闻名，自己家先

前几代人都是到这里拜祭的。”日前，记者从南山区委

宣传部（文体局）得到消息，今年“赤湾妈祖庙”正在申

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陈一锋 雷 燕）

赤湾天后宫“辞沙”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