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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广东茂名，人们就会想到两个著名的历史人
物：潘茂名、冼夫人。为何这座城市要用 1700 年前的人物

“潘茂名”的名字来命名？高凉文化与冼太故里有着怎样
的传奇故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能在《茂名历史文献丛
书》中找到，目前茂名市图书馆收藏有这套丛书，并提供借
阅服务，受到我市专家学者、市民读者的欢迎。

记者了解到，该丛书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共茂
名市委宣传部共同编纂，于今年 3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
版。作为茂名地方历史文献首次系统整理和出版的丛书，
该丛书系统盘点与评估了粤西地区的文化“家底”，深挖和
展示了茂名厚重的地方传统文化。

相当于一个茂名历史文献资料库

广东茂名是“高凉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兴盛地与传承
地，在当地的乡邦文献中有着丰富翔实的记载。为更好地
挖掘、保护、研究与利用这批文献，2020年 4月，茂名市委宣
传部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决定将其汇辑成丛书。这些文
献主要包括1912年以前高州府所辖茂名、电白、信宜、化州、
吴川、石城等地的乡贤与寓贤著述，以及反映茂名地区历史
文化的文献共148种（含子目）。

该丛书的内容覆盖经、史、子、集、丛五部。经部之作
有诗类、四书类、小学类；史部之作有杂史类、传记类、地
理类、游记类、方志类、政书类；子部之作有儒家类、农家
类、医家类、道家类；集部之作有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
类、词类。这些著述的主体部分来自省立中山图书馆，其
余则得自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南
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华南农
业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其中不乏善本，如国家图书馆藏
清顺治、乾隆刻本《广东赋役全书》和明盛万年撰、清雍正
刻本《岭西水陆兵纪附拙政编》，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清郑
梁撰、清康熙刻本《高州诗集》等；也有稀见的稿抄本，如
明陈鉴撰《癖草集》，明陈珪撰《罗江集》，清吴懋清撰《四
书榷解录》，清黄鹤仪纂修《罗江外纪》，清梁兆硻编纂《梅
菉志》，清邵咏撰《芝房诗存》，清李应珏撰《浙中英法战事
纪略》等，兼具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全而新’，是这套丛书最大的亮点。从浩如烟海的资
料中打捞出属于茂名的文化珍珠，汇集在一起，部分资料非
常珍贵，难得一遇，也难得一见。”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文法学
院副院长、广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负责人、广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负责人、广东冼夫人与非遗文化社科
普及基地负责人姚国军教授表示，这套丛书广收博取，体量
很大，具有集成性和开创性的意义，相当于建立了一个茂名

历史文化的资料库。
作为区域性的重大文化建设项目，《茂名历史文献丛

书》的出版，对抢救与保护粤西地区的文化遗产、推动岭南
文化尤其是粤西文化的研究、提升茂名的文化软实力，具有
深远的意义。

为茂名历史文化研究开启一条绿色通道

“我想深入了解关于冼夫人的历史文化，请问查阅什
么书籍好？”近日，一位来自高校的同学到茂名市图书馆
特藏部咨询，该馆特藏部主任梁一莉第一时间给她推荐
了这套丛书，该同学在丛书的第二册迅速找到了所需内
容，非常开心地说：“这套书太好了，对我的学术论文有很
大帮助。”

“真的是一套在手，茂名历史文献尽收其中。”梁一莉笑
着告诉记者，自从馆里收藏了该丛书，查阅资料方便多了。
有时候读者请他们帮忙查阅一些偏、杂的历史内容，他们再
也不用从各种地方志查找，在丛书中便能迅速查阅。

在图书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二十多年的梁国平告诉记
者，这套丛书是茂名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历史文献丛书，最齐
全、最完整、综合性最强，书里几乎可以找得到茂名所有历
史的记载，如果连这套丛书都没有收录的内容，估计在其他
文献、古籍也很难找到了。在他言语中，极大表达了对丛书
的喜爱之情。

“茂名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套文献汇集很多珍
稀文献，特别是对潘茂名、冼夫人等历史名人资料在内的地
方文献广搜精编，可以帮助广大研究者查漏补缺，为茂名当
地历史文化研究开启一条绿色通道。”姚国军介绍说，丛书
共收录 43 部茂名历代地方志，其中有一本万历年间的《高
州府志》，系据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汇刊影印。这些文
献采取原件影印的方式，保持了原初样貌，相当于第一手
文献资料。

“对于市民读者来说，这套丛书涵盖广泛，可以满足读
者集中阅读，快速感知茂名的历史文化风景。”姚国军表示，

“而对于茂名文化发展来说，这套丛书势必带来积极影响，
可以延续茂名文脉，建构茂名的文化自信，为茂名文化品牌
的打造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本套丛书的收藏，充实了茂名市图书馆的馆藏资源，
方便市民读者查阅研究，很好地起到存史资政育人的作
用。”茂名市图书馆馆长周华君表示，目前该丛书在馆内可
阅览，也提供外借服务，欢迎广大读者前来借阅。接下来，
该馆将充分做好丛书的宣传和推广，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
助力茂名高质量发展。

小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一个节气，夏天
的第五个节气。每年 7月 7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
105°时，小暑节气开始。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为
小热，还不十分热。小暑虽不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
节，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民间有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我国多地自小暑起进
入雷暴最多的时节。

小暑·三候
我国古代将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

蟋蟀居宇；三候鹰始鸷。”小暑时节大地上便不再有
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诗经·七
月》中描述蟋蟀的字句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文中所说的八月即是
夏历的六月，即小暑节气的时候，由于炎热，蟋蟀离
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下以避暑热；在这一节气
中，老鹰因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

小暑·习俗
“食新”。在过去，我国南方民间有小暑“食新”

的习俗，即在小暑过后尝新米，农民将新割的稻谷
碾成米后，做好饭供祀五谷大神和祖先，然后人人
吃尝新酒等。 据说“吃新”乃“吃辛”，是小暑节后第
一个辛日。城市一般买少量新米与老米同煮，加上
新上市的蔬菜等。所以，民间有小暑吃黍，大暑吃
谷之说。

吃黄鳝。小暑时节，饮食以清淡为主。炎热
会使人的代谢能力相对变差，因此还要注意营养
均衡。俗话说，“小暑黄鳝赛人参”，各地经典菜肴
几乎都有以黄鳝为原料的。黄鳝生长在水岸泥窟
之中，最滋补、最味美的莫属小暑前后一个月的夏
鳝鱼。

晒书画、晒衣。小暑时节民间还有晒书画、晒
衣习俗。民谚云：“六月六，人晒衣裳龙晒袍”，家家
户户多会不约而同选择这一天“晒伏”，把存放在箱
柜里的衣物晾到室外接受暴晒，以去潮去湿，防霉
防蛀。据说此日晾晒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

“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六月初六，还是古时文
人的晒书日。此日若阳光充足，书生纷纷将书示
日，令书页浸透光线，驱赶书虫。

小暑·诗词
咏廿四气诗·小暑六月节

唐·元稹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竹喧先觉雨，山暗已闻雷。
户牖深青霭，阶庭长绿苔。
鹰鹯新习学，蟋蟀莫相催。

秋夜宿重本上人院
唐·李频

却忆凉堂坐，明河几度流。
安禅逢小暑，抱疾入高秋。
水国曾重讲，云林半旧游。
此来看月落，还似道相求。

答李滁州题庭前石竹花见寄
唐·独孤及

殷疑曙霞染，巧类匣刀裁。
不怕南风热，能迎小暑开。
游蜂怜色好，思妇感年催。
览赠添离恨，愁肠日几回。

和答曾敬之秘书见招能赋堂烹茶二首二
宋·晁补之

一碗分来百越春，玉溪小暑却宜人。
红尘它日同回首，能赋堂中偶坐身。

十八日小暑大雨
宋·韩淲

申祷山川便作霖，耘苗时候想田深。
且欣小暑能如此，更愿新秋得似今。
早稻欲花将就实，晚禾成叶未抽心。
天应不忍焦劳意，直自初栽已望阴。

喜迁莺·梅雨霁
宋·周邦彦

梅雨霁，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台榭远池
波。鱼戏动新荷。

薄纱厨，轻羽扇。枕冷簟凉深院。此时情绪此
时天。无事小神仙。

收录43部茂名历代地方志，内容覆盖经、史、子、集、丛五部

《茂名历史文献丛书》：
系统盘点粤西文化“家底”

文/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珍珍

倏忽温风至
因循小暑来

读者在图书馆阅读《茂名历史文献丛书》。梁一莉 摄

柳叶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