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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訊》第六期讀黃永豪、潘淑華的《珠江

三角洲田野考察介紹》，嚼之趣味盎然，短短一天

半走馬觀花，竟引出如此一些話題，除了出於作者

之細心和敏銳外，更是基於作者多年從事華南地域

社會研究的一些深刻思考和體會，但匆匆的記錄，

必有可補充之處，因借《通訊》一角，談數點意

見，雖為「狗尾」，諒不至於有礙貂之觀瞻。

　　一、黃、潘文的第二段，以南海神「在唐朝被

封為廣利王，明朝則封為南海神」，進而推測，封

號的改變，與明朝限制對外貿易，以及朱元璋從

「南海王」何真之手奪取兩廣等因素有關。此處易

引出一些誤會。其實，「南海神」與「廣利王」的

稱呼，不是兩個不同的封號。南海神的崇拜，本出

自古代中國王朝禮制中的四海之祭，故「南海神」

之名，歷來都是南海之神的通稱，不是哪一代皇帝

的封號，更不是明代改封的。明朝所做的，只是將

歷代所封舊號一概除去，「衹稱南海之神」（王圻

《續文獻通考》卷110）。據民間流傳的說法，朱元

璋是擔心他加的封號列在以前皇帝所封的封號後

面，人們念到後面的時候已經把他的封號忘記了，

所以乾脆不予封贈，只稱南海神。順便一提，何真

是東莞伯而不是南海伯。

　　二、文中談到廟的建築時，說廟的建築分為三

進。其實，南海神廟的主建築應該是五進：頭門、

儀門、禮亭、大殿和後殿。

　　三、文章提到後殿供奉的順德蠶女出身的夫人

來歷的故事是較後的傳說，而南海神的夫人在宋代

已被加封，進而問，「究竟不同時期的傳說是如何

被結合在一起的？」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不

過，作者也許受到現在立在後殿的說明牌誤導了。

在傳說中，這位「順德蠶女」不是宋代封的「明順

夫人」，而是「沈氏夫人」，其寢宮稱為「昭靈宮」。

不過現在人們大約不會去區分了。宋朝皇帝封了一

個「明順夫人」，這位後來的鄉村女子既然做了夫

人，坐在後殿的中座，人們把皇帝飭封的頭銜加到

她的身上，自然也是合情合理的了。

　　四、從社會史的角度對中國諸神崇拜的學術研

究，多是以作為鄉村社區中心的廟宇為 眼點，以

致我們形成了一種習慣的理解，把廟宇的建立和廟

宇所在地的村落歷史聯繫起來。廣州南海神廟與其

所在地鄉村的關係，也許可以拓展我們對這種關係

的了解。就南海神廟來說，南海神本來不屬於所謂

的「民間神」，南海神廟本來也並非普通的鄉村廟

宇，它是一處由中央朝廷委托地方官舉行國家祭禮

的場所。但它從開始建立到後來的發展延續，都必

然與當地的地方神發生種種爭奪、吸收和結盟的聯

繫，同時，必然和地域社會的政治關係的變化有密

切關係。但就目前我們所知的情況來看，南海神廟

似乎不是直接在它所在地的鄉村控制之下。在明清

之際，控制這座廟宇的，是居住在與南海神廟隔海

相望的沙亭鄉屈氏家族。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

有以下有趣的記載：

　　廟向無祭田。宣德間，吾從祖

蘿壁、秋泉、南窗三公，始施田六

頃六十八畝，在菠羅海心沙、東馬

廊、西馬廊、深井、金鼎、石魚

塘、田乃潮田，歲一熟。淤泥所

積，子母相生，今又增數頃矣。廟

中有道士一房，僧二房，收其租

谷。歲仲春十二十三日，有事於

廟，蘿壁子孫主道士，秋泉、南窗

子孫主於僧。予從兄士煌有碑志其

事。而吾鄉沙亭，與廟僅隔一江，

一舸隨潮，舜息可達。以有祭田之

供，輒視之為家廟焉。

　　這一記事涉及明代珠江三角洲鄉村社會制度的

對《珠江三角洲田野考察介紹》的幾點補充
劉志偉

中山大學歷史系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第七期 1997.4.15

70

一些重大問題，這裏暫不展開討論。惟從這條材

料，我們很清楚知道南海神廟與沙亭鄉有特殊關

係。遺憾的是，由於行程匆匆，在那次田野考察

時，我們臨時取消了原計劃到沙亭的安排。以至

黃、潘二位的討論沒有注意到南海神廟與附近社區

的關係可能還有更複雜一面。筆者作為這次行程的

組織者，自然難辭其咎，故有責任在這裏作一些補

充說明。我姑妄推想，大概是由於南海神廟是控制

在附近有勢力的家族手上的官方廟宇，而其所在地

的鄉村反不能控制，這些鄉村的村民們就創造出

「夫人」、「兒子」的角色，把自己同這座廟宇聯繫

起來，置身在南海神的蔭庇之下。官方廟宇如何與

本地民間社會的歷史聯繫起來，南海神廟也許有

我們還不甚了解的更複雜的一面。

　　五、黃、潘的文章提到在南灣有一座供奉麥信

堅的祠堂，這座祠堂門口有一李鴻章書的石額。科

大衛近日發現一則記載，講到了麥信堅其人及其與

李鴻章的關係，頗為有趣。特將科大衛抄寄的這段

資料轉錄在下面，或可作為該文的一個註腳：

　　天津分局是創立於清同治年間

的招商最早的分局之一。1906年，

麥信堅始任總辦（後改局長），至

1928年10月15日辭職，在職22年

之久。 麥信堅擅醫術，被李鴻章視

為知己，隨李鴻章10餘年，後又得

袁世凱的器重，出任為天津工程次

長，兼天津分局局長，並由其長子

麥次尹代理局務。（《招商局會計

史》，中：349頁）

編者按：

　　本函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趙世瑜教授寄給本

刊編者的。函中提到的《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通

訊》，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

主辦的不定期刊物。該所成立於1993年，在中國民

俗學奠基人鍾敬文教授的帶領下，近年來在中國民

間文化研究方面有可觀之成績。

　　函中提到《民俗》周刊的文章，即李建青《東

莞茶園東岳廟的故事》一文，載於中山大學民俗學

會編《民俗》周刊第41， 42期合刊（1929年 1月

9日出版），故事頗為有趣，值得一讀。

　　趙教授欲尋找的人物資料，本《通訊》讀者若

知悉任何線索，祈與本《通訊》編者或趙教授本人

聯繫。

　　趙世瑜教授的電郵地址是：

　　twizsy@ns.bnu.edu.cn

來函

XX、 XX兄：

　　頃接惠寄《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1-5期，每篇文章、消息都細細讀了，甚為感佩！我近

來因做論文的緣故，把中大《民俗》周刊細細翻了一遍，甚覺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看來傳統就

是傳統，無法割斷。志偉兄在第4期談及東莞的東岳廟，記得《民俗》中亦曾有一文記東岳廟故

事，可以連起來看一看。

　　我們學校的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也有一不定期的《通訊》。我將建議與你們的《通訊》進

行交換，以便交流心得。

　　另外，我的研究中遇到一個名叫黃石的人物，又名黃華節，原畢業於廣州神科協和大學，後

赴燕京大學研究院習宗教，解放後定居香港，似乎在培正中學教書，現是否去世，並不知道，不

知有無辦法幫忙查一下此人的資料？ 　　　

弟　世瑜

1996.1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