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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祠堂文化初探》

前言

　　就广义而言，文化在总体上可划分为物化形态和观念形态两大类。这两者之间看似互不关联，实
乃紧密依存。物化形态文化是在一定的精神理念支配和指导下产生形成的，而观念形态文化则以物质
形态作为载体而得以体现。祠堂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有形式之一，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象征和民
俗文化的代表。祠堂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体现出中华姓氏的血缘文化、聚族
文化、伦理观念、祖宗崇拜、典章制度、堪舆风水、建筑艺术、地域特色等。　　在顺德，祠堂建筑
在质量上非常讲究，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成为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昔年祠堂具
有古朴浑厚、巧夺天工的建筑造型，除局部艺术因人为或自然灾害受损外，大部分还保存着原有建筑
风格。　　祠堂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形式，即祠堂建筑，此为表层结构；二是人围绕祠堂
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此为中层结构；三是祠堂得以存在和延续的观念意识形态，此为深层结构。祠堂
建筑得以保存下来，就是依靠人们所形成的观念意识以及这种观念意识所维系的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
。任何建筑首先是一种自然的产物，然后才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因此，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是影响祠
堂建筑的主要因素。不难看出，顺德的祠堂建筑风格与自然环境有一定关系，但跟其建筑材料联系不
大。因为当地祠堂建筑所需的石材和木材在当地不出产，而以进口和从外地购进为主。从社会因素来
看，人类的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祠堂建筑在人类社会中也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出现的，必然受一
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祠堂建筑不可避免地与当地的生活需求、经济水平、信仰习惯
等相联系，并最终体现在建筑工艺水平与审美观念上。．总体而言，顺德的祠堂建筑受社会因素的影
响较大，主要体现在规模和数量上；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小，主要体现在选址和格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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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祠堂文化初探》

内容概要

《顺德祠堂文化初探》主要内容：珠江三角洲俗话“顺德祠堂南海庙”，指的是顺德祠堂不但数量多
，且在规模及装饰上都非同寻常。顺德祠堂的建造始于宋代，而盛于明清时期。祠堂与顺德的经济文
化发展密切相关，是顺德宗族存在与发展的象征，也是当地民众注重教育的明证。该书立足顺德，以
多年的实地调查材料为基础，结合相关的研究成果，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对顺德祠堂进行全景式的
文化扫描。主要论及顺德祠堂兴盛的两大因素及顺德祠堂在现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保护与利用的问题。
书中以不少图片展示顺德祠堂的外部环境、内在结构及装饰特色，可谓雅俗相济。

Page 3



《顺德祠堂文化初探》

作者简介

凌建，1968年8月生于江西省萍乡市。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现任佛山市顺德区博物馆馆长
，副研究馆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广东省博物馆学会理事。当选佛山市第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
，广东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入选第二届广东省宣传战线“十、百、千工程”培养对象。

Page 4



《顺德祠堂文化初探》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第一章  祠堂制度的发展脉络  第一节  我国宗族制度的发展  第二节  祠堂的肇始与发展第二章 
兴盛的顺德祠堂  第一节  顺德祠堂概况  第二节  沙田开发与祠堂兴起  第三节  商业贸易与祠堂兴盛第
三章  顺德祠堂的地方特色  第一节  讲究选址，合理布局  第二节  构筑选料，注重实用  第三节  装饰繁
多，意旨明确第四章  顺德祠堂的传统文化功能  第一节  祭祀祖先，凝聚力量  第二节  投资教育，励学
向上  第三节  修谱置联，互助教化第五章  现当代顺德祠堂状况  第一节  民国至“文革”期间的顺德祠
堂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顺德宗族与祠堂  第三节  顺德祠堂的现代变迁第六章  顺德祠堂的保护与开
发  第一节  顺德祠堂的抢救与保护  第二节  顺德祠堂的开发利用实践参考资料后记

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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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顺德祠堂建筑在平面形制、木构架方式、美学特征等方面均反映了当地民俗风情、审美意识、价
值观念等文化内涵。其构筑宏丽，手工精美，足可见昔日当地的盛况。可以说，祠堂是顺德当年繁荣
富庶的最好证明。这些祠堂建筑大都青砖白石，雕梁画栋，“其宏丽者费万金”。一些大姓宗族，大
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他们甚至不惜代价地将宗族祠堂建造得宏伟壮观、豪华精致，以满足那种光
宗耀祖、炫耀夸饰的心理。　　在顺德各处乡村，随时可以寻访到宏伟壮观的各种祠堂。现存的祠堂
，大多保留明清的建筑风格。即使重修或重建过的祠堂，其结构、色彩乃至雕饰，也基本保持明清时
期的基本特征。从时间上来说，晚期祠堂建筑比早期的更世俗化，其空间更宜人。这些祠堂或精巧端
庄，或古朴凝重，虽然建筑规模大小不一，风格亦有不同，但它们都极具浓郁的地方色彩。精美的顺
德祠堂，不但展现出顺德的风士人情，而且见证了顺德古往今来的地方经济轨迹。顺德祠堂是一种富
有地方特色的民俗建筑，既蕴涵淳朴的传统内容，也埋藏着深厚的人文根基，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第一节讲究选址，合理布局在中国古代农村中，聚族而居所形成的宗族村落占绝大部分，而宗族村落
必有祠堂。祠堂是一个村落民众的公共民俗活动空间，是宗族内部的议事场所。因此说，祠堂是中国
古代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宗族祠堂在选址和设计上，都蕴含一定的理念和方法，在内容和形式上大
都体现出一定的传统文化因素。祠堂是为逝去的先贤先祖修建的，因而，祠堂的建筑往往倾全族之财
力，集一地一族之智慧。这样建成的祠堂，毫无疑问既是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建筑，又是一个地方宗族
成员的精神家园。　　顺德的宗族组织既传承了中原移民的宗族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吸纳了广府
文化的养分，所以带有明显的广府文化烙印。广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俗性和开放性，这也是
顺德宗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这种特性也体现在祠堂选址、设计的理念和建筑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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