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簡介

曾國富，1962 年 9 月生，廣東湛江人。1984 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學士。1986 年 9
月至 1988 年 2 月，在江西大學（今南昌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助教班進修壹年半。1996 年

12 月被評聘為歷史學副教授。在湛江師範學院（今嶺南師範學院）從事《中國古代史》、《史學

概論》、《中國教育史》、《廣東地方史》等課程的教學和中國古代史（五代十國段）、廣東地方史

的研究。在《中國史研究》等國內學術刊物發表史學論文百餘篇。

提    要

韶州府是明清時期廣東境內「十府一州」之一，管轄曲江、乳源、樂昌、仁化、英德、

翁源等六縣。粵北地方山秀石奇，人性勁直尚節概，即使平民百姓也可激勵以義。歷史上，中

州不少著名人物因故而被貶逐至粵北，對粵北歷史文化有重要影響。明清時期，連州地方官對

於作亂的瑤族大都採取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對策。該州地處五嶺山區，貧窮落後，因而在古

代成為封建王朝貶謫、流放朝廷官員的理想之地。南雄，簡稱「雄」，古稱「雄州」，也稱「南

雄州」，府轄保昌、始興二縣。清遠縣不僅風光秀麗，而且地方富庶，商業繁盛，有著悠久的

歷史文化。

地方志是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明清時期粵北地方志的纂修呈現若干特點：（一）

府、州、縣地方官對於方志修纂的高度重視；（二）地方土紳的積極參與；（三）追求實事求是

的纂志原則；（四）力求記述內容之詳盡豐富；（五）注重深入鄉村，實地調查訪問；（六）經

歷艱難曲折。明清時期粵北地區方志修纂的歷史意義：（一）方志是統治者瞭解地方情況以決

定施政方針策略的一個重要途徑；（二）方志肩負著為朝廷編修國史或「一統志」提供資料的

使命；（三）能對社會起教化作用。

唐代，廣東歷史上出現了一位佛教界著名人物──惠能。惠能少年時期以打柴為生，生活

艱苦，目不識丁。後北上蘄州黃梅縣（今屬湖北）東山（禪）寺拜師學法，受到該寺禪宗五祖

宏忍的賞識，得授《金剛經》及禪宗初祖達摩所傳木棉袈裟。於是，一個目不識丁的樵夫神奇

地成了佛教一個教派的領袖──禪宗六祖。惠能的代表作是《壇經》（又名《六祖壇經》）。這是

唯一以「經」冠名的中國佛學著作，後被譯成日文、英文等多種外文版本，流傳到世界各地。

可以說，自惠能之後，才有了真正的中國佛教。故惠能又被稱為中國佛教的開創者。

自東晉南朝以來，隨著封建統治向我國南方轉移，佛教也隨之傳入廣東；加之粵北地屬

山區，人民生活貧困，又是「四戰之地」，戰亂頻仍，為佛教的發展創造了合適的條件。粵北地

區佛教建築的興建，最早開始於東晉，歷經南朝、隋、唐以迄明、清，代有續建，以至名山秀

水多為寺庵佔據。縱觀古代粵北地區佛教寺院的興建及維持，可以看出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

（一）從地方民眾與佛教的關係看，地方官紳士民努力為寺院之發展、 僧侶之生活排憂解難；

（二）從寺院本身的發展及布局來看，粵北寺院大多歷史悠久，地處偏僻，風光旖旎，景色優

雅迷人；（三）高僧大德輩出，治學而兼濟世；（四）統治者重視寺院主持人的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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