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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借亚运东风，解读广州之梦广州是不是中国最适合做梦的城市？
一个农民工在广州做一个梦：打工、买房、安家、创业。
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这梦开花结果长大成林。
一个知识分子抛家舍业南下广州做着一个梦：自由思想、自由呼吸。
这个梦会不会擦亮南国的天空？
对于梳理一个城市十年间急剧生长变化的专题来说，这样的内容是不是太虚，太不着边际？
然而，城市不仅仅应该给人提供生存，还要看能否成为梦想之乡，并能够让梦生根发芽变为现实。
历史上的广州曾经多次成为梦想生长的沃土，公元502年，天竺佛僧智药三藏怀揣着一个梦想漂洋过海
登临广州城，在广州光孝寺，他将他的信仰和一株幼小的菩提树植于佛坛前。
150多年后正是在这棵已然枝繁叶茂的菩提树下，六祖慧能剃度开悟。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禅宗的种子从此播在广州，改变了一城广州，也改变了中国。
如今，满街满巷的菩提树，婆娑抚摸着广州城的天空。
不知道是菩提动，还是历史在今天潜行。
人和城是一个大命题。
城是人驻足、生存、繁衍后代的地方，人给城以生命和梦想；城成就了人的梦想，而人也成就了城的
梦想。
城市是人的依托和归宿，城市才有意义。
在城市规划学家的眼里，这十年间的广州，是一个“高高跃起的广州”，广州进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迅速膨胀、剧烈扩张、迅猛发展的时期。
十年间老广州已经改变了模样，广州长大了。
广州的长大，是一个城市行走在现代化道路的梦想。
这个梦不仅仅是广州的，也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集体梦想，其宏大的背景，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每一
个城市都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而广州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广州城市化道路在中国具有典型意义。
这取决于广州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历史地位，也取决于广州的决策者和建设者们的努力。
历史赋予了广州这样的特殊使命：立于市场经济的潮头，开改革开放的先声，引领全国制造产业发展
，经济总量居全国城市第三；而劳动力的大流动使广州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数异乡人寻
梦广州，于是众人之手，渐渐托出一个勇于表达、参与欲望和水平空前高涨的公民社会。
这或者可以总结为广州道路。
对广州过去十年间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变化进行系统全面深刻梳理回顾，并且深
入探求变化背后的成因与影响，展望这十年之后广州的未来，本书给予了有益的探索和呈现。
相对于80年代急于寻找出路，急于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城市民生问题和发展问题，而拆墙搞活、放水
养鱼的广州；相对于90年代出现的对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性破坏、对珠江的污染以及新城天河城
的规划天然缺陷来讲，这十年的广州，是在旧账难还、新途艰难中寻找出路。
一边在发展中萌生出现代国际都市的意识和向理想的都市图景靠近的自觉，一边在迅猛的前行中努力
修复以往快速发展中留下的硬伤，一边调整着快速奔跑的步伐，让城市更加的协调、更加的人性化。
十年的城变改变了广州千年的面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城市的急剧扩大，让很多人涌进这个城市，广州不仅仅城市的中轴线变了、城市的天际线变了、城市
的地标性建筑变了，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内容变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城市的人，无论是这个城市的
原住民，还是新客家，在这个城市新拓展出来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内容中，互相打量、妥协、交流、交
融，最后诞生出了广州的新文化，这才是一个城市根本性的改变。
从云山珠水的安逸，到山城田海的开阔；从骑楼街巷的曲折深幽，到高入云霄的楼房、深入地下的城
市；从千帆幢影摇曳着大海的波涛，到再一次渴望回到大海的身旁。
这就是现代化的新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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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广州是一个有着奢侈空间的城市，是一个日渐丰满的城市，是一个需要更多的细节来填充的城
市，是一个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变的城市。
这个城市有留下了巨大的尺幅可以想象、可以飞翔、可以做梦，也可以把梦想变成现实。
如今的广州在以一城之力奔向南沙，做着臂挽港澳珠江三角洲、连通东南亚的蓝色海洋之梦，这个梦
是你的，也是我的。
千千万万的广州人，不，应该是怀揣梦想五湖四海的人，正在广州，把梦变成现实。
南方都市报《广州十年城变》大型系列特刊筹备制作近一年，参与人员上百人，投入费用逾百万元，
以南方都市报全部力量来展现这梦想如何成为现实。
这是南都近年来最大手笔制作，报纸的报道、多媒体联运，视频、航拍协同展现，使整个报道充分体
现了整体性、权威性和丰富性，采访对象可谓政要、大师、贤能云集，将过去十年影口向广州发展的
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一网打尽。
如此全面、深刻、权威的梳理，使《广州十年城变》专题成为一份资料翔实可资借鉴的读本，更使南
都对广州这座城市的舆论引领能力达到极致。
对于依托一个城市生存的都市报来说，只有真正读懂自己所在的城市，才能精确地发现这座城市的历
史和人文变迁，才能懂得作为媒体的历史责任，才能真正和城市融合在一起，找到自己的精神命脉。
从城变到人变，南方都市报试图回答十年间广州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城市规划、城市景观、
城市经济生态、城市生活状态、城市文化特质；解释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城市为什么要这样变，
城市里的人是怎样随着城市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些改变对目前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未来又会怎样
；观察与思考广州的现实与未来——理性的探讨问题、合理的建议。
与读者共同展望与讨论广州的未来。
十年城变，适逢广州亚运会盛大举办，仿佛历史有意要选择这样一个精彩的瞬间来总结陈词，《广州
十年城变》特刊的惊艳亮相，也为广州亚运会提供了宏大的背景阐释。
参与城变专题的近百名采编人员，通过一年的努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对于南都记者编辑来说，寻找广州的梦想，实际上就是寻找自己的梦想。
正如“南都新闻奖”对《广州十年城变》特刊的评价：“广州十年断代史，南都上下求索。
市井地理，政经人文，纵横捭阖，琳琅满目。
雄奇如南越，壮阔有特刊。
”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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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任天阳、魏海波、王景春主编的《城变——广州十年城建启示录》系由《南方都市报》2010年策划出
品的大型系列特刊《广州十年城变》脱胎而来，对广州十年间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所取得
的变化进行梳理回顾，并访问多位广州城市建设进程的参与者和决策者。
呈现广州城变的幕后故事。
《城变——广州十年城建启示录》完整呈现广州十年城市变迁历程、广州新地标和老城风貌，展现了
羊城历史文化风情及广州新城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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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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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感觉广州
 广味返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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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老城：烟火人气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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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跃琶洲，珠江来风
 第三节 决策者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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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良镛：广州城市战略规划是一个创举
 第二辑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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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决策者访谈
 林树森：南拓北优东进西联，广州天宽地广（节选）
 苏泽群：大骂声中实现大变，现在天蓝水清
 第三辑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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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产业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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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沙醒来
 向海而生
 第三节 决策者访谈
 万庆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让市民更幸福（节选）
 第四辑大事记
综述
 十年再造一个新广州——对新时期广州转型发展的经验和模式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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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恩宁岁月：最美的老街号称“广州最关老街”的恩宁路，曾拥有满街保存完好的骑楼建筑，
也是羊城的文化象征之一。
2007年底被政府纳入旧城改造计划，三年后，原来的1100多户人家只剩下400户还没有动迁。
我们走访恩宁路，它也许只是一条幽深的青石板街，也许只是街头巷尾浑厚绵长的叫卖声，也许只是
门前一株散发着暗香的米仔兰⋯⋯但正是这些片段，拼接出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
在恩宁路吉祥坊，周美珍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下颇为懊恼——今日，又被收买佬“顺”走了个清代
官窑花瓶。
半年多来，房屋失窃的“险情”频频。
这让她惊恐未定，嘴里嘟哝一句：“无论如何都得搬走了！
”其实，几个月前她就做好了走的准备——主人房的东西全都打包了，一个大行李箱堆在床上，人也
搬到小房子住，仿佛随时都可以出发。
可是多月过去，周美珍的双脚像被灌了铅，无法离开。
2009年10月，恩宁路改造抡下第一锤。
白天，钩机轰隆隆，她的心脏也跟着扑扑地跳，到了晚上，她便失眠了。
她自己解释说，因为心跳的节奏没能与钩机同步慢下来。
周美珍不是土生土长的恩宁路人，1985年她才嫁到恩宁路的陈家，成了“陶陶居”创始人陈伯绮的孙
媳妇，过门时陈家已今非昔比，由于祖屋充公，政府便把位于吉祥坊的“陶陶居”工人宿舍三楼分给
了陈家。
从一个外来人变成一个恩宁人，街坊见到面会亲切地叫幼师毕业的她做“周老师”。
街头的戏院，街尾的粥粉店，全都有回忆在。
如今只剩下门楼的金声戏院，是当年与丈夫拍拖的地方，她陪着他看《第一滴血》、《敢死队》。
可是，此情只待成追忆。
2007年年底，荔湾区政府宣布恩宁路改造计划，号称“广州最美老街”、曾拥有保存完好的骑楼建筑
的恩宁路被纳入旧城改造计划，红线图贴到了屋前。
2009年10月，恩宁路进入真正改造阶段，300多人的施工队进入横街窄巷，一时间，烟尘滚滚，残垣败
瓦，堆积的碎石有三层楼高。
恩宁路动迁后，“收买佬”上门收买废品，闲杂人也多起来了，自从清代官窑花瓶被收买佬顺手牵羊
之后，周美珍马上把屋里值钱的酸枝茶几、酸枝杠床全部卖掉了。
“不舍得，但没有办法。
”她还特意把家里的木窗换成铝窗，将阳台的木板门用砖砌上。
万庆良的到来“危破房一定要改造，不然，恩宁路就不‘恩宁’。
”万庆良的话让街坊们看到了政府的决心。
失窃在老街已习以为常。
细叶榕经过秋雨一夜的冲刷，落叶积了一地，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电视机里粤韵飘出，整条街道都
是咿咿呀呀的唱腔，窄窄的小巷愈发显得宁静。
这里曾有1100多户人家，如今只剩下400户还没有动迁。
由于亚运，恩宁路的动迁在2010年六七月开始暂停，外街的骑楼搭起了“青纱帐”，在盛会来临之前
迎接新一轮“脱胎换骨”。
多宝坊涌边如今成了最热闹的地方。
每天下午，居民们三五成群围在一起，跷起二郎腿，买上一瓶啤酒，或下象棋，或聊天，或打扑克牌
。
中年阿叔穿着条“子子烟筒”、赤裸上身，担张凳仔到路边悠然看报纸。
前段时间，街坊们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万庆良8月份对恩宁路的视察。
万庆良说的那句“危破房一定要改造，不然，恩宁路就不‘恩宁’”，让街坊们看到了政府的决心。
当时，还有个叫张少扬的居民代表直接向万庆良递交了一份由183户居民联名签署、名为《就恩宁路旧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变>>

城改造工程被征收户的一点意见和强烈要求》的信件。
信上的签名，是几位居民代表一户户敲门签回来的，他们希望政府妥善处理好安置赔偿问题。
市长来后，恩宁路确实有了令人惊喜的变化，此前因动迁而恶化的环境受到政府重视，堆积如山的瓦
砾有人来清理了，流浪汉、拾荒者比以前也少了些。
摇着蒲扇的阿伯们“吹水”。
有人问：“你话市长有有认真睇过我们写的封信呢？
”人群中有人回应道：“肯定睇啦，今日报纸又报道咯！
”有人拿着当日的报纸比划着。
只要一有恩宁路的新闻，报纸必早早卖光。
“新闻是看不少了，但还是没有用。
”85岁的梁老伯叹道。
这位“读报专家”，如今每天仍要花上八小时阅读三份报纸，以前看报是看健康、反贪新闻，现在则
专心关注恩宁路改造的新闻。
梁老伯说，熟读征迁新闻并没有使他变得更有力量。
“走是必然的啦！
”人群中有人长吁一声。
离开前的记录既然走是必然的，老街坊们选择不同方式留下纪念。
世居恩宁路的72岁老太太吴凤珍背起了数码相机，在废墟边上转悠，这是去年恩宁路改造开始后她专
门买的，“影低嘘，以后房子没了还可以拿出来睇下”。
吴凤珍位于大地新街的房子还保持着1986年改建时的室内布置，大大的组合柜，黑色的木椅，墙上正
中央贴着福禄寿三星年画。
画中的两位童子手执两张第四代50元、100元人民币。
“我好喜欢这幅画，挂了20多年了一直不舍得扔。
”她说，这里有很多她的回忆。
她拍下了连片的骑楼街、传统的西关大屋，更多的是“竹筒楼”。
这是一种独特的岭南普通民居，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随着工商业发展和城市人口增多应运而生，街
坊也叫它“眼睛房”，这种房子窄而深，进深常达12米，它往往也有西关大屋的“三件头”——吊脚
门、趟栊门和板门，乍看以为是西关大屋，但进屋会发现其实房子宽度只比门略宽。
恩宁路是缓慢的，也老迈了。
时间来到这里，仿佛留下了脚步，镜头下的老屋，犹如历史岩层，记录着说不尽的岁月故事。
但是老了的东西就要消灭于无形吗？
吴凤珍有些疑惑。
有更多的东西，是相机记录不下的。
吴凤珍感觉到它们正在消失，但无法改变。
那种东西叫回忆。
吴凤珍记得年幼时，楼上的租客——粤剧编剧苏昆带着他们去看免费大戏，坐在虎度门旁的戏箱上，
看着演员们出出人人，戏如人生。
她还记得邻居小孩小时候圆滚滚的可爱样子，常常过来串门玩。
对面黄家八兄弟姐妹，每一个人的名字她都可以叫出。
邻居江医生心肠热，常常免费帮街坊把脉看病，“以前是街巷生活，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
还有更多的细节躺在街道不起眼的角落：每条街头的入口，都有一块麻石刻着街名；小巷沿着河涌而
建，弯弯曲曲的街道走向是区域最原生态的记录；水管接到屋前大街，街坊边洗菜边聊天，小孩在街
口“洗白白”；门平常是不关的，从早晨开到夜晚睡觉时；老人家在趟栊门前“打牙铰”，此刻争得
脖子粗，次日照旧一起下棋。
对于周美珍来说，她需要靠着房子里的每一件物品，每一种感觉来回忆与过世的丈夫在一起的快乐时
光。
主人房的墙上有一幅画，画上是一位戴着头巾的客家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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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她和丈夫的定情信物，17岁时她亲自画了送他。
她告诉他，我是客家人，客家女孩以前都要戴头巾的，我将这幅画送给你，如果你看明白了，我们就
在一起吧。
半年后，丈夫终于看出来了，原来头巾的花纹中隐含着“耀爱我好吗”这几个字。
丈夫把这几个字标了出来，结婚后把画放在房里，丈夫说，这样天天起床后都可以看到。
睹物思人，房子没了，记忆也将模糊。
“如果能一直住在这里，那真好。
”周美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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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变:广州十年城建启示录》回望十年城建轨迹，重温历史人文风情，彰显新城独特魅力。
十年大建大变，究竟给广州和广州人带来了什么？
《南方都市报》全阵容打造！
从城变到人变，任天阳、魏海波、王景春主编的《城变:广州十年城建启示录》试图回答十年间广州究
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城市规划、城市景观、城市经济生态、城市生活状态、城市文化特质；解
释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城市为什么要这样变，城市里的人是怎样随着城市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些
改变对目前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未来又会怎样；观察与思考广州的现实与未来——理性的探讨问
题、合理的建议。
与读者共同展望与讨论广州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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