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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帕克说，都市是人口的中心，还是文

明的工厂。佛山是集文化、经济、社会、科学于一体的

古典型城市，城市发展过程中历经三次重大的整合。1

一、佛山城市发展历经三次社会整合

（一）第一次城市整合发生在明朝正统年间

佛山城市的第一次社会整合是由明朝初期乡族势力

的不断发展和佛山社区的形成而导致的。小作坊的逐渐

兴起，带来了社会的不断繁荣与发展。此次的整合使得

佛山的各个地主的宗族在地缘上更加紧密地串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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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宗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工商业之间的交往日益频

繁。社区不断形成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加快了佛山城

市的雏形，也是古典型都市化的初步成果。[1]

（二）第二次城市整合发生在明朝末期

佛山城市的第二次社会整合是主要发生在明朝末期，

随着新兴的士绅们日益发展壮大和昌盛，士绅集团们联合

起来领导，共同击败了之前如日中天乡族的豪强势力派。

从而使佛山乡族豪强势力失去了权力，被士绅集团们取而

代之，这是都市化与正统化相互共同作用所导致的结果。

（三）第三次城市整合发生在清朝乾隆时代前期

佛山城市的第二次社会整合是主要发生在清朝乾隆

时代前期的统治时期，主要由有势力的侨寓人和全镇的

商业老板们共同联手，打败了土著的宗族豪强势力。因

此，导致了佛山权力的再次分配，再次重新重组，各方

利益也进行了重新分配。

（四）三次社会整合都是商品化经济发展的结果

佛山的三次社会变化和整合发展都是商品经济发展

的必然结果。佛山城市每一次的社会整合发展的前期，

都经历一个经济发展不稳定和时下社会也不稳定的酝酿

的动荡时期。每次的权力重组和再分配，都也会迎来一

个经济发展、腾飞繁华的景象。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当

量变达到质变，就被更为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更为先

进的社会结构所取代，整合的过程就是一种辩证的发展

模式，不断地打破平衡又很快恢复平衡的社会发展过程。

经济发展是促使社会整合的原因，同时也是促使社会融

合的结果。

二、佛山是明清时代的经济重镇和军事重镇

（一）佛山是明清时代的经济重镇

佛山在明清时代经济发达，是明清名副其实的经济

重镇。冶铁业的迅速发展，取代了以农耕为主的低下落

明清佛山市经济发展史与社会变迁及其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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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自然经济，彻底改变了佛山居民的就业选择，佛山

拥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位于南海，当时佛山的居民百姓

有 3000 多家，当地居民大部人都是从事冶铁行业，八图

氏族人处于治铁的大热潮中。除了鹤园冼氏家族从事冶

铁业之外，还有东头冼氏、金鱼堂陈氏、西巷李氏、佛

山霍氏、石头霍氏等家族。从明朝开始，佛山甚至佛山

周边地区的各个宗族就先后从事冶铁业的业务生产及其

贸易。如此的发展给佛山带了经济的快速腾飞，带来了

众多的财富，有一部分甚至成为大富翁，为家族光宗耀

祖。对于佛山当地百姓来说，冶铁业的大力发展，改变

了居民的职业先择，并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农村人转化了

城镇人的步伐。佛山冶铁业的发展助推了城市的发展进

程，助推城市都市化的进展，同时是佛山成为经济重镇

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此外，从明朝末期还有少部分商人

从外地来到佛山也从事冶铁行业，也给他们带来不少财

富，也同时为佛山的城市发展贡献了一定的力量。佛山

冶铁业的规模和种类和销售量在江南地区是首屈一指；

相对全国山西等冶铁业来说，佛山的铁制产品甚至销售

到浙江等省份，由此也折射出佛山铁产品在全国都有很

强劲的竞争力，也反应出佛山商品化的程度很高。

（二）佛山是明清时代南方的军事重镇之一

佛山作为明朝和清朝不可或缺的军事要害地，是

两朝重要海防军事工程之一，抵御外来侵略起着重要的

军事防御作用。明清两个朝代也非常重视佛山的军事建

设，特别是佛山的海防建设。由于佛山冶铁的强劲发展，

带动了周边地方的冶铁业的发展，在南海的九江都具备

了生产铸炮的技术，典型代表有新会生产出来的精良的

“鸟枪，这些与佛山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明朝时期佛

山就制造出了大粤铳之外，还制造出当时著名的红姨大

炮及其各种弹药等。这些武器弹药大部分被输送到官府，

用来加强海防建设，大大提高了佛山海防的防御能力。

佛山制造出的红姨大炮等军事武器在中国古代武器史上

都留下了非常光彩的篇章。这些自制的武器为抵御倭寇

的入侵或打退他们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打造了一支精

良的、配备先进武器的军队，为保卫佛山人民的安全、

守卫佛山这座重镇发挥着积极的军事作用。

三、佛山城市发展提供了具有历史的参考价值

（一）为现在城市发展提供了历史价值

城市的发展都会经历着起起伏伏的发展过种，社会

每一次整合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

方向，通过更为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模式来替代不适合社

会发展的态势，实质也是民心所向，事物达到一定的矛

盾，特别是到了不可调和的境地，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解

决。这样，城市的商品化程度就会越来越高，都市化进

程会加快，城市文明化程度也会相应空前提高。此外，

每一次城市的锐变，都会对权力组织架构重新进行洗牌，

权力会再次分配，利益也会随之分配。经济发展会从低

俗中再次走向巅峰，给城市居民带了可观的财富，从中

也会产生一些富商臣贾。

（二）明清佛山的城市发展为新时代提供了参考意义

一座城市想要都市化水平高，经济发达，政治和文

明程度高，这就需要大量的人才。人才是助推城市发展

的根本，没有人才是不可能把城市发展得很好、很繁荣

的。人才是会助推城发展的活力，没有人才就会失去城

市本身的发展生机。[2] 特别是新时代发展的中国，要注

重人才用人机制，不断完善人才制度，解决他们的后顾

之忧，特别是解决住房问题，适当提高人才的待遇，让

中国更多的优秀人才留在中国发展，为国家为民族贡献

他们的智慧和力量。

（三）佛山在新时代机遇中要积极招纳贤士

佛山也要在新时代积极招纳贤士，储备各方面人才，

打赢新时代人才战，全国各地现在都在抢人才。佛山要

走在中国发展的前列，也必须招纳优秀的人才，让他们

为佛山的经济再次腾飞助推一臂之力，为佛山的再次崛

起献言献策，通过好的政策，让这些尖端人才自觉与佛

山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把佛山的发展当作自己内心的

动力。把佛山创建成为全国优秀、文明的大都市。佛山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文明程度越高，更能吸引全国及至

全世界的人才为佛山所用。此外，还要大力发展高等教

育，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入驻佛山。还要依托佛山本土资

源优势，创新发展自己的高等学府，加大财政力度，把

自己的本土大学建设成高水平大学，并有计划地循序渐

进地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这样更彰显佛山城市的魅力，

从而更会提高佛山居民的素养，文明程度会进一步提高。

四、结语

纵观明清两代佛山经济发展史，及其历经了三次重

大的社会变迁。实质都是经济发展出现了矛盾，需要通

过新经济发展模式取代，从而解决社会矛盾，解决经济

困境。三次整合都是使佛山的经济发展有了一个质的变

化、质的飞越，每次都能给原本经济下行且社会矛盾重

重的城市带来新的发展，经济快速发展，给城市也带来

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居民收入都会大大增加。城市的文

明程度会更加向前迈进，居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会大大

提升。此外，为新时代发展提供了历史价值意义，城市的

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没有人才就没有现代化都市化的城

市。在新时代发展的大热潮中，佛山要抓住新时代的新机

遇，不断地吸纳优秀人才，不断地招纳尖端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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