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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直到今天，每每提起東莞之名，大多數人都會聯想起「世界工廠」四個

字，認為東莞是個著重工業製造業發展的城市，歷史與文化上著墨不多。事實

上，東莞是嶺南地區歷史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有一千六百多年受編於體制下的

郡縣史，最早可追溯至秦朝，東莞歸於南海郡番禺縣所轄，至東晉年間，東莞

獨立成縣，原名寶安，及至唐代至德年間，始更名為東莞。至上世紀改革開放

年代，東莞也是中國政府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時率先發展起來的地方。從地理位

置上來說，東莞位處於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命脈衝要，毗鄰近代歷史中對外貿易

發達的城市如廣州、香港、澳門，在經濟發展方面受惠不少，而且，虎門炮

台、林則徐銷煙池這兩個中國近代歷史中的重要歷史遺址亦正位處於東莞，多

添了幾份歷史氣息。 

  隨著近代產業轉移之勢，東莞的經濟發展有所放緩，並開始尋找自身在歷

史文化方面的軟實力以應時代發展的潮流。以下將會就著東莞從古代到近代當

中別具特色與意義的產業，以東莞莞香與石排鎮燕嶺賓館的發展歷史，看東莞

今天歷史文化產業之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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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東莞莞香 

  談到東莞名字的由來，便不得不提東莞莞香了。莞香，顧名思義，指的是

在清初廣東一帶盛產的香料。 

 

( 屈大均，《廣東新語》) 

早在清初，以反清復明為志的屈大均出版的《廣東新語》一書當中，在卷

二十六香語《莞香》一文，就已詳細析述了東莞莞香連帶的種植、銷售和商貿

的產業鏈。再者，有研究相關課題的歷史學者在研究莞香時，已提出由於當時

東莞極為興盛的地方特產是莞香，而東莞又處於珠江河域以東，便把這個地命

名為「東莞」。而莞香在當時亦有在香港分銷點，規模亦極甚，聲名大噪，故亦

有不少說法指出「香港」的「香」字就是取名自莞香的「香」。 

  在《對復興莞香文化產業調查》中，解釋了莞香取名於其生長地——東

莞，莞香也是在中國樹木中唯壹以東莞地方命名的樹木，歷史悠久，宋朝已普

遍種植，歷來是東莞的地方特產，在東莞有一千多年的種植歷史，具有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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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底蘊。而莞香就是沉香的其中一種。1莞香在明代更成為了一門大商

品，受當時人追捧。由於當時經濟暢旺，不管官宦世家，還是草根平民，都開

始追求生活品味。莞香更是大熱玩物，因其香氣迫人。屈大均更曾誇口東莞農

業是以莞香和水果種植為主軸，成為當時東莞經濟的兩大支柱。 

 

( 屈大均所著《廣東新語》當中便有提及「莞人多種香，祖父之所遺，世享其利。」) 

  莞香產業所來的生意很多。「莞香盛時，度嶺而北，歲售逾數萬金」2在銷

售最高峰的時間，可賺取過萬黃金。有明代廣東流傳著所謂的「東粵四市」之

說: 東粵有四市，所指的正是廣東最繁忙的四個墟市。屈大均舉例指:「一曰藥

 

1 鄺少君，鄭雪馨，侯日鳳：〈對復興莞香文化產業調查〉，載於《合作經濟與科技》，2016

（22）：25 頁。 

2 洪頤煊、王世懋、周亮工、李俊甫、徐懷祖、周城、屈大均：《續修四庫全書·七三四·史部·地

理類》，卷二十六 香語 莞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8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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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在羅浮衝虛觀左。……一曰香市，在東莞之廖步，凡莞香生熟諸品皆聚

焉。 ……一曰花市，在廣州七門。 ……一曰珠市，在廉州城西賣魚橋畔。 」

3莞香的銷售情況在廣東是十分厲害，榜上有名。「其地若石湧、 牛眠石、 馬

蹄岡、 金釵腦、 金桔嶺 諸鄉, 人多以種香為業。富者千樹, 貧者亦數百樹。

香之子， 香之萌蘗， 高曾所貽, 數世益享其利。」4很多地方都以種植沉香為

業，富貴人家就種數千株，即使是貧窮的都種植多百株，其所得的經濟利益能

為數代後世享用。此反映種植沉香帶來巨大的收益，提供誘因給人商人、普通

家庭投資。 

  東莞得天獨厚的地利條件造就東莞縣香的絕佳質地及產量優勢。在東莞，

最有名的香料為女兒紅，亦享譽最高品質的美譽。「東莞以女兒香為絕品，蓋土

人揀香，皆用少女。女子先藏最佳大塊， 暗易油粉，好事者復從油粉擔中易

出。餘曾得數塊於汪友處，姬 ( 按:指董小宛) 最珍之。」5這都說明了當時不

少的少女利用東莞出產的高質素香料收藏，並作為衣裳之香。另一方面，基於

 
3 全句句子為：「東東粵有四市：一曰藥市，在羅浮衝虛觀左，亦曰洞天藥市。有搗藥禽，其

聲玎珰如鐵杵臼相擊。一名紅翠，山中人視其飛集之所，知有靈藥，羅浮故多靈藥，而以紅翠

為導，故亦稱藥師。一曰香市，在東莞之寥步，凡莞香生熟諸品皆聚焉。一曰花市，在廣州七

門，所賣止素馨，無別花，亦猶雒陽但稱牡丹曰花也。一曰珠市。在廉州城西賣魚橋畔，盛平

時，蚌殼堆積，有如玉阜。」這裏所指的香市為寥步香市,時至今天,寥步香市仍為東莞著名旅游

景點。（洪頤煊、王世懋、周亮工、李俊甫、徐懷祖、周城、屈大均：《續修四庫全書·七三四·

史部·地理類》，卷二 地語 四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478 頁。） 

4 洪頤煊、王世懋、周亮工、李俊甫、徐懷祖、周城、屈大均：《續修四庫全書·七三四·史部·地

理類》，卷二 地語 茶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483-484 頁。 

5 這裏所指的 「女兒香」 是種香人家的女兒在收揀莞香時暗中收藏的香中精品。。這種稀少

而又昂貴的香中精品,就逐漸變成了少數貴族權貴 、文人雅士追逐的珍寳玩物。於是「女兒

香」就擁有了為莞香精品的涵義, 象征著莞香文化的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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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松一帶傳統的薰月節慶，莞香在江浙地區擁有穩定的市場需求保障，蘇州之

閶門亦成為莞香在江浙地區的主要集散地。「蘇松一帶，每歲中秋夕，以黃熟徹

旦焚燒，號為薰月。莞香之積閶門者，一夕而盡，故莞人多以香起家。」6自古

以來，敬神焚香已成傳統，上自皇室下至百姓，皆以香來敬神祭祖。莞香中的

馬牙香因其品質優良常用於宗廟祭祀，禮佛敬神。山東祭祀孔廟即多用馬牙

香，而馬牙香，東莞多出產。外省的節慶為東莞的沉香帶來龐大需求，使其蓬

勃發展。 

  從上文大致可得出莞香在明清以前及清初時，其產業的發展大多由市場主

導，民間社會見莞香有利可圖，就蜂擁而上。這與接下來說明的近代產業發展

方向可謂大相逕庭。 

  雖然莞香的產業從清中葉至晚期逐漸衰落，然而「焚香」的傳統未嘗中

斷。民國時期的東莞詩人張萼樺的詩文《女兒香》就有這樣的記載：「獸爐煙裊

淨無塵，焚到牙香氣自春。紅袖添來宜伴讀，綠窗繞處最怡神。談心喜共同盟

友，炙手偏憐困熱人。萬種情絲縈縷縷，好教香火證前因。」這首詩顯示到了

近代，廣東人喜歡以莞香用作生活雅致，享受，正如上述的詩文中鈙述一般，

用以交朋結友，用以香薰一樣來怡養性情，點綴生活色彩。莞香的功能漸漸從

商業用途轉變為高尚的文化生活享受的產物。 

近年來， 東莞市政府高度重視發展莞香文化產業。東莞市中共寮步鎮黨委

書記何紹田曾向記者們宣傳: 「香市文化是我們寮步的文化基因，它可以能夠

修心養神，它是一種高尚的文化。我們舉辦了中國首屆的香博會，我們把寮步

打造成一個『古代香市現代香都』」。最能體現政府的發展方針莫過於各界落力

打造的「莞香園 。」東莞市政府以清溪鎮鐵場村的一片野生莞香林為基礎， 

邀請國家和廣東省多位專家規劃設立莞香園，以擴大莞香文化影響力。二零零

 
6 洪頤煊、王世懋、周亮工、李俊甫、徐懷祖、周城、屈大均：《續修四庫全書·七三四·史部·地

理類》，卷二十六 香語 莞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806 頁。 



7 
 

八年，該規劃已經通過了由中國林業科學院、華南農業大學、廣東省林業科學

院等單位專家組成的專家團的評審。如今，莞香園大量種植莞香樹，供人們觀

賞，更設有以莞香為原料的各種香品、工藝品、盆景等在園區中展覽給遊人觀

賞。莞香文化於是在這種官方政策主導的狀況下重新發展起來。 

文化的推廣不僅體現在硬件的配套備上，更從軟性上大力宣傳起來了。著

名的女作家曾明了就率先響應了莞香文化的風潮，創作小說《百年莞香》。出版

後更獲得市政府的廣泛支持，出資把小說拍成電視劇。這和東莞市發展旅遊文

化的目標緊緊扣連在一起，亦無疑是政府發展方針下的產物，正反映東莞的當

今產業發展的路向 —— 把握具地方特色的歷史與文化之產業，打造出一個突

破「世界工廠」既有印象、不一樣的東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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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東莞石排鎮燕嶺賓館 

  除了由東莞地方政府帶領發展的莞香文化外，由本著鄉土情懷的中港商家

投資發展的燕嶺園，以活化再利用的方式，使曾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輝煌一時

的燕嶺賓館煥然一新，盛載著過往東莞石排鎮娛樂服務事業發展歷史的燕嶺賓

館建築，如今成為了招徠年輕藝術家與配合東莞文化旅遊的地標，在舊的歷史

根基上創造新的歷史文化。 

 

( 攝於燕嶺園金城台大門前，今日的燕嶺賓館已活化成藝術文化之地，造訪燕嶺賓館時館內正

舉辦以近代東莞與香港電影文化為主題的藝術裝置展覽。) 

燕嶺賓館位於東莞石排鎮，在改革開放年代裡開展了鎮上一個獨特新穎的

產業發展方向——服務事業。東莞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響應政府改革開

放的口號加入了現代化發展的隊伍當中，到了九十年代，東莞就已經在眾多進

行改革開放的城鎮中獨佔鱉頭。以下有關燕嶺賓館過去的歷史發展，將根據與

前燕嶺賓館總經理林包惠先生的口述訪問當中所得的資料而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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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林包惠先生所言，燕嶺賓館建立於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年代，是一座由香

港商人合資而建成的賓館，當時的燕嶺賓館是第二個領「工商資質牌照」開業

的賓館，是當時少數屬於得到政府認准許可而開辦營業的賓館，因為申領牌照

需要通過很多的手續以及東莞市政府的幫忙。得到牌照以後，燕嶺賓館便作為

一個公共事業而開門做生意，當時作為燕嶺賓館總經理的林包惠先生也是領著

政府的薪水，月薪約百來元。燕嶺賓館除了提供住宿服務之外，還有桑拿、飲

食、唱卡拉 OK 等娛樂。作為高層人士應酬之地，燕嶺賓館的消費水平在當時

的經濟環境而言是頗高的，林包惠先生指在燕嶺賓館住房一晚便要約一百元，

在舞廳跳一晚舞的話也要約五十元。燕嶺賓館的生意並沒有因為昂貴的娛樂消

遣而門可羅雀，根據與林包惠先生的訪問，他形容當時燕嶺賓館的生意十分興

旺，車水馬龍，是改革開放年代裡具有超前意識的一門產業。 

不過，也正因為燕嶺賓館這樣以提供娛樂活動與餐飲服務為主的賓館在石

排鎮乃至東莞內是鮮見的存在，早期改革開放的年代裡，即便是身處在毗鄰發

達的城市如香港、澳門的東莞市民，對於燕嶺賓館的經營方式仍是不甚理解。

林包惠先生指出，燕嶺賓館雖然是建在東莞石排鎮的一個龍頭位置，生意興

旺，卻並沒有吸引太多同鎮的居民前來打工，當時燕嶺賓館所聘請的服務員大

多是來自外省的，本地的石排鎮人寧願到其他地方或是到工廠做工，也不願意

到薪水較高的燕嶺賓館工作，相信這是因為早期的石排鎮人對於服務業的工作

仍然抱有有色眼鏡來看待。 

對於燕嶺賓館的經營，林包惠先生形容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並指就

像習仲勳所說的「靈活政策征靈活」，依循國家政策所決定的發展方針，順應潮

流趨勢，並且因應地方優勢而作出響應。改革開放以後，東莞依仗地理位置的

優勢，經濟建設發展急速，自古便是貨財雲集之地的東莞，曾是惠、潮、嘉三

府商客總匯之地，走向現代化進程以後，依舊乘地理便利之優勢，吸引了不少

港商外資來到東莞建工廠發展。燕嶺賓館的前身，是石排地方辦的「自立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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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當時也是抱持著超前的意識，主要教授學生計算機操作。不過大學只維

持了兩年，培養了兩批學生以後便結束辦學。後來政府不欲見土地丟空，想要

在石排鎮這塊位處制高點的龍頭位置，發展能夠搞活石排經濟、能夠賺錢的項

目，如此，在石排人超前意識下，以服務事業為主的燕嶺賓館便誕生了。根據

林包惠先生所言，「自立自強大學」的結束除了是因為經濟支持不了學校的發

展，在他看來，在小鎮上辦大學雖然能夠吸引外地青年前來學習，但學成以後

石排鎮又難以留下這些外省學生繼續工作，以在「自立自強大學」裡學到的知

識回饋石排鎮，實在是不划算。燕嶺賓館的出現，乘著東莞吸引了不少外地商

人投資發展之勢，得以用奢侈娛樂服務的產業方式立於燕嶺。林包惠先生指，

燕嶺賓館的成立確實成功帶動了石排鎮的經濟，整個小區也變得興旺，形容晚

上也像「不夜天」一樣，連帶著石排鎮的公共事業如鋪設道路也隨之發展起

來。如此看來，燕嶺賓館不論從地理位置抑或經濟命脈而言，都是石排鎮的龍

頭、中心。 

到了今天，燕嶺賓館早已結束營業，但建築依舊維持原址，仍然是石排鎮

的一處地標，是燕嶺園內的核心建築。在二零一六的時候，東莞成功申報成為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各處致力於修復東莞的歷史文化資源，打造新的歷史文化

景點，燕嶺賓館亦隨此新發展趨勢，得到了活化與再利用，如今館內二樓正辦

著近代東莞與香港電影文化的趣味展覽。燕嶺賓館雖然不再營業，但盛載著石

排鎮近代歷史中一度輝煌的服務事業發展歷史的賓館主樓，保存了下來並且將

會以代表著燕嶺文化的一環展現於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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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結 

  尋求新的產業路向、城市轉型成為了現代東莞的一條新出路。尋溯東莞在嶺

南地方的悠久歷史，在過去的歷史中找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產物與歷史建築，

莞香與燕嶺賓館都代表著地方不同角度的歷史面貌。莞香產業發展的定位在古代

的時候較側重於民間自發、商業發展的模式，蛻變至近代，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後，

側偏重於政府推動以及文化發展的方向持續往前推進，這正與近年東莞著力推廣

文化產業展的方針無縫交接。至於燕嶺賓館，是東莞石排鎮的一個重要歷史建築，

從過去作為帶旺地方經濟的重要事業，到今天背負起盛載地方文化內涵的責任，

相信亦能帶來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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