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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在于，呈现自清末到“文革”前的广州历史中一批鲜为人知的人和事。
突出“以民为本”，相当部分涉及广州普通民众的生活：街头巷尾的盲妹演唱、广州早期拍电影的曲
折、陶陶居茶楼的爆炸案、四护士集体自杀案、越秀山庆祝会压死人的事件⋯⋯这在以往的广州文史
类的书中极其少见，许多史料首次披露。
此外，还涉及一批在广州近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如陈济棠、胡汉民、孙立人、阎锡山、程天固、南
海十三郎、江孔殷，还有老市长朱光、粤剧名角靓荣、粤剧作家徐若呆、盲棋高手潘炮，以及作家巴
金、“女皇”江青等等在广州所发生的故事。
记录广州城的自来水、电车等从无到有的漫长过程，海珠桥兴建成功和爆炸后修复的经过，新一军墓
园被毁灭等等。
这些史料，大部分是首次整理或披露，在羊城晚报《羊城沧桑》专版刊登后，引起广州读者强列关注
。
此外，还涉及一批在广州近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如陈济棠、胡汉民、孙立人、阎锡山、程天固、南
海十三郎、江孔殷，还有老市长朱光、粤剧名角靓荣、粤剧作家徐若呆、盲棋高手潘炮，以及作家巴
金、“女皇”江青等等在广州所发生的故事。
记录广州城的自来水、电车等从无到有的漫长过程，海珠桥兴建成功和爆炸后修复的经过，新一军墓
园被毁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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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柳，1963年生于广州。
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国汉语言文学系。
现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从事新闻行业二十余年，先后在《羊城晚报·港澳海外版》、《羊城晚报·新闻周刊》、《羊城晚报
·晚会》等采编部门修炼新闻嗅觉，生命的触觉竞向着另一个方向延伸——走进广州历史斑斓的后院
，在倒转的时空里解读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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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几历沧桑说广州 老城纪事　程天同修广州城　“假凤虚凰”风波　“南天王”的大手笔　“中山
舰事件”前后的李之龙　1933，推销广州　1937，“烟禁大行动”　打雀“英雄”传　戴季陶之死　
广州的降温　礼尚高年循古制　落幕前的喧闹　失人心者失天下　市立医院四护士自杀案　万众瞩目
的大银幕　越秀山上的喜与悲　赵老太太来羊城　这天，广州20万人剪辫　执着一生的胡汉民　胡汉
民为何死在广州　珠江河上的“铁达尼”老城印记　《总理遗嘱》之谜　70年前的羊城春节　巴金心
中的广州　百年黄花岗　嫦娥要对水自怜　广州的日军神社在哪？
  　街头黄包车　广州银幕春秋　横墟港货一条街　当铺与“君知”　梁培基在二沙岛　龙旗下的广
州城　盲妹悲歌　南方大厦辉煌时　闹市，给贫民安个家　为了告慰二万多个英灵　新年总是新希望
　许多名字曾被改　羊城高楼故事多　一方墓碑侵略铁证　提倡新生活必须揩油　罗明佑建“摄制场
”　广九风雨　消失了的月饼粤海遗珠    　粤剧快笔徐若呆　传奇“武生王”——靓荣　从广州出去
的“中国影后”　符公望与广州方言诗　广陵绝响小明星　粤剧剧坛“保尔柯察金”　散尽家财为电
影　我的堂叔南海十三郎　伍廷芳之死　粤剧工人运动的先驱　黎民伟拍《胭脂》榕荫茶坊　“大同
”老门联　“掘墓贼”奇谭　飞机穿越海珠桥　老虎人羊城噬人　关帝在羊城　抗日童谣　广州人的
奇怪故事　奇艺食法　市井叫卖　顽童恶搞“叫卖声”　市井旧闻录　西装友执烟头后记：《抢救羊
城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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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装友执烟头 潘成焱　　加想解放前，满街“美丽牌”、“老刀牌”、“三炮台”、“鸭都拿”
香烟，每包放有一张公仔纸卡，凑够十张就有奖励，还有专供女士的“三个9”，难怪大街上五彩缤
纷香烟广告逼进眼球。
奇陉的是，那时大多数青少年不吸烟，父母管得紧，在校也师道尊严，学生们很自律，懂得年纪轻轻
叼根纸烟吞云吐雾，是被人看不起的。
抗日胜利后，我看见在广州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的一座楼房外墙，画着一副乌黑得可怕的人肺，
旁边一行字：想晤得肺痨，最好咪食烟。
　　亦有一些慢性自杀者，使广州街头出现过“执烟头”一族，有因贫穷，靠执烟头后挖出烟丝，卖
给小商贩换点小钱的。
一些穷孩子，三三两两专注地跟着吸烟的路人身后，等丢弃吸剩的烟尾巴，争先恐后跃上去，快者往
地上一把按住，随即捡起放进腰间的小铁筒，时人称之为“扑蜢”。
小商贩收“货”后，用的是一件竹木材料做成宽约20厘米、高约12厘米、摇把滚筒挤压式的小型手工
“卷烟机”，把烟丝和烟纸从上轴缝隙放入，手摇把柄后，烟丝随之经中轴挤压，连同裹烟纸一起卷
成纸烟卷落下，再用剪刀把烟卷两头突出的烟丝剪齐，一支二手纸烟就这样制成，卖给穷苦“烟民”
。
．　　一也有的自称为“烟铲”的穷人，烟瘾起来上街执烟头，随便捡块小纸，将烟头撕开，把零碎
的烟丝放在纸上卷起来（美其名日“针唛牌”）求旁人点火吸食。
更有一些落泊的纨绔子弟（广东人形容为“二世祖”，败家仔也），穿着破旧西服，沦落街头无目的
流浪。
烟瘾起？
时，顾不得昔日骄奢之态，急急捡拾地上的烟头，尚有余火就放进唇边猛吸，若“死火”则《点头哈
腰向旁人或店铺“借火”，路人皆骂：抵“折堕”！
当年还有首民谣：“西装友，执烟头，彗执到西濠口，俾人踢‘裸柚’（屁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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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上唯有三座城市，其城中心在悠悠2000多年间一直没有挪移，它们是：罗马、亚历山大、广
州。
所以，广州的历史是值得下重笔书写的。
站在镇海楼纵观广州今古，不仅有秀丽的山水风光，还有漫长的历史沧桑。
 跟随着本书的脚步，你将对广州历史做一个回望追朔。
广州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发生过巨大变化。
而在近代，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更是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广州，在中国大地上、历
史上，都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本书用史料说话，而且大部分是首次整理或披露。
题材新颖、史料翔实、故事性强，大量精美历史照片，是本书最大的特点！
　　后记　抢救羊城的记忆杨柳　　一个民族，只有透过历史的照射，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
广州人也只有破解了城市历史及拼嵌出清晰的岭南文化基因图谱，洞悉自身文化的宿命，才能与祖先
的行为建立起合理的呼应。
　　作为华南的中心城市，广州积淀2000多年延绵不断的文明。
在世界范围内，悠悠2000年里，城市中心从不曾迁移的惟有罗马、亚历山大和我们的广州。
这里曾是南越、南汉、南明“三朝十主”的古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显赫的始发港，沟通中外。
　　岭南文化在全国是独树一帜的，它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等迥然不同，尤其是以珠三
角为基础的“厂府文化”，是原生型的世俗文化，兼具重商性、开放性、兼容性和务实性的鲜明特质
。
与其他地区传统的书香文化特点不同，曾被一些无知看鄙视为“岭南无文化”。
其实，广东有诞生新事物的土壤。
远的不说，可以从近现代史中若干“全国第”去认识自己曾有的历史地位——　　铁路先驱詹天佑、
飞行大家冯如、电影先驱黎北海黎民伟兄弟不必说了，还有很多领域，例如：中国长期没有体育科的
设置，直至康有为1893年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才开始有了体育课程。
第一次在广州举办的省运会，比杭州举办的旧中国第一届运动会要早25年呢。
再如：早在1851年的伦敦第一届世博会上，从广东走出去的商业奇才徐荣村，以自己经营的“荣记湖
丝”（丝绸）夺得金银大奖。
此外，第一代民族资本家、第一批留学生、第一部照相机、第一架飞船⋯⋯还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
主思想，更是最早影响珠三角，出现了维新变法的康梁、率先走向共和的孙文等旗帜式的人物；羊城
更曾成为国民党、共产党中央所在地⋯⋯　　作为广州的一个市民，应该以这个城市光辉的历史为荣
。
　　广州人大步进入全新的生活的同时，也带来另一方面的改变。
环顾四周：连片的西关大屋被夷为平地，鳞次栉比的百年老字号，从中山五路星散之后黯然消失；熠
熠生辉的东山别墅群，有似雾中楼台，廖仲恺先生的旧居已无影遁形；孙中山先生在其问宣誓就职非
常大总统的“财厅”，蜷缩在新建的煌煌大楼膝下⋯⋯小变、中变、大变，一座城市的象征应该是什
么？
现代化的高层建筑，还是古旧的历史遗迹？
高楼大厦或许可以建于此地，也可以建于彼地；但充满历史与文化气息的遗迹，却是独一无二的，它
的存在、它所经历的年代、它所目睹的事件、它所承载的命运，却是其他事物无法替代的。
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守护，是那些印有城市历史的活化石，是那些记录城市文化高度的无法取代的特征
。
　　看到广州新建的所谓商厦场馆之类，连美国建筑权威也感到痛心：“中国一些具有历史特色的历
史城市，正在有系统地被重置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形态。
”广州中山五路，原来多少老店，惠如楼、新华戏院、沧州腊味、艳芳照相馆之类，可以说老店一条
街，广州人的情感都寄托在里面，现在居然全拆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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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店的形成，除了其招牌商品和商业气候外，还有独特的地理因素，把老店转到远郊或赶到小街巷，
等于把大树连根拔起，终使一家家老字号都倒闭了，这完全是对广州人传统感情的践踏。
铲除了几百年的历史，从外国回来的“老厂州”，再到那里也只能留下失望和遗憾。
以为“一拆就发”，变成了“一拆就祸”，种种情形正是对历史文化不尊重和无知所造成的。
—位法国同行在中国蹲点很长一段时间，回去写了篇文章，那个标题让人感觉到个外国人对文化被破
坏的心痛——《中国就是（china）“拆啦”》；　　让厂州住民和他的管理者懂得自己城市的历史，
是极其紧迫的任务。
　　我们的广州，有太多未及梳理的历史。
　　远的不说了，那些就交给考古学家吧。
只说离我们今日的生活较近的影响最深刻的，从清末、民国，直迄改革开放前夕——这160多年，是广
州乃至全中国都是变化最快也最深刻的历史，然而还有大量涉及市井民生的素材未加挖掘，有大量风
土人情未曾收集整理。
而见证过广州解放前后重要建设时期的人、经历过抗战的人都已八旬以上，垂垂老矣，时不我待，是
到了抢救真实历史记忆的时候了！
过去出版的史料，基本属于政治军事方面，如果现今还不去最大限度地补救城市文化史、平民生活史
，这些物质和非物质的东西，也一样会消失。
比如，广州许多著名近代建筑，如石室、中山纪念堂、海珠桥，等等，都没有完整的史料。
诸如此类，造成城市的失忆⋯⋯　　作为羊城传媒人，应该在这个大背景下去认识自己的任务，当然
地担负着传承岭南文化的天职，让广东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也有自信心、自豪感。
我们不能无“根”。
广州的历史，要成为融入广州住民血脉的常识，这需要靠好似流行歌曲般自然的传输与持久经常的普
及。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区域都有她独特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建筑、风俗习惯
等等。
这是一种凝聚力，一种情结。
　　老报人杨奇、张汉青先生，老作家岑桑先生，老教授吴宏聪、黄天骥等厂州一批文化人，都很赞
成报纸开设广州历史版的建议。
羊城晚报的《羊城沧桑》版就这样在2005年的初夏出世。
　　许多人从《羊城沧桑》版里，惊喜地发现——　　1．她以多元视角回望历史、求真求实还原历
史。
　　曾经很长一段时期，整个国家许多史料被封存。
而今天，到了抢救和复活的时候了，我们试图通过亲闻亲历亲见的事情，和“私人化的叙述风格”，
让读者体味到历史的近距离感。
文献中许多被遗弃的边角资料，之所以被遗弃，是因为它无法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被安排在所谓正
史的某个部位⋯⋯过去观念预先设定什么是应当叙述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一旦被判定没有
价值，就找不到自己容身之处；可是，这些“边角废料”在历史观念发生逆转时，在需要多元视觉和
探求历史细节时，就会骤然身价百倍。
　　比如对一些人物的还原。
例如胡汉民，他曾出任过广东都督兼民政长，根据孙中山“造成一模范省”的指示建设广东。
我们今天不应该忘记这位长于广州、葬在广州的历史人物。
《一生执着的胡汉民》一文刊发后，即有不少读者来电说，“别说年少的，就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
，对胡氏也是不甚了了。
你们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
”　　2．她努力从民生的角度来叙述广州文明史的进程，还原广州人近百年真实历史生活，了解老
厂州的社会百态。
　　直到民国初年，厂州的城廓仍如中世纪的一座城市。
人们不应忘记，先辈们为我们这个古老城市的新生，所迈出的大胆而又艰难的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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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广州开马路》，就是讲述打破广州城上千年格局时开马路期间一个个对今天仍很有启发的事件
。
另一篇《程天固修广州城》，说的是厂州走向现代城市格局的开拓者之一的程天固的故事。
他不单是个建设者，更是个爱国者，在开发广州的时候，与日本人、法国人、英国人，以及广州封建
的遗老遗少，作了许多较量。
但他昔日在广州几十年的业绩，还没有得到过宣传。
　　3．她不遗余力地寻找老广州的历史照片。
因为瞬间的定格，常常含有难以估量的信息和意蕴。
　　老照片有着独立的话语，它可以与文章互为佐证。
《岭南棋坛陈松顺、杨官磷争霸》稿中，一张连主人公都找不到的一张50年代的老照片，使陈松顺激
动不已；《为了告慰二万多个英灵》报道中，一张从未发表过的“日俘以汗赎罪修新一军墓”的大照
片，引起了广州读者的惊讶，那是作者卢洁峰辗转从外国找回来的。
不但极具史料价值，而且还原“新一军公墓”的原始风貌。
　　可以预言，如果几十年后再看《羊城沧桑》版的文章，相信含金量一定更高。
　　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何卓琼说，好喜欢《羊城沧桑》。
喜欢它诉说的全是我们这个城市的陈年旧事。
她对诸多历史细节进行索隐钩沉，让湮没多年的重大旧闻重见天日。
这些陈年旧事，就像一页一页的历史，唤起人们对这个城市的记忆。
　　一个退休干部说，《羊城沧桑》有着鲜明的羊城特色，我虽然70多了，但对广州许多历史仍然感
到陌生。
年轻时只干自己的活，那能知道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底蕴呢。
胡锦涛同志在瞻仰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博物馆时提到，历史能让我们温故知新，给今人以启发，避免一
些失误。
　　我们坚信许多读者有着清醒的历史观。
非常明白：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谁也不能割断历史，谁都想从历史中洞悉今日。
所以，我们把《羊城沧桑》版里的精彩故事汇编，有了这两册《羊城后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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