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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若即若离　　很多人以为我是老广州，我也时时说自己是老广州，但准确地说却不完全是。
我超过半个世纪的人生与广州一直都是若即若离。
　　我真正接触广州人的生活的时候已经七岁了，从幼儿园毕业回家上小学一年级。
在此之前，我从出生后49天起到七周岁的人生，全部在全托的托婴室和幼儿园里全封闭式地度过。
我的婴幼儿时期与广州可以说是基本没有任何关系，虽然人的确是在广州。
　　从七岁开始到20岁，我才真真正正地第一次活在广州。
在广州的街巷里玩，烦恼，调皮，上学，成长。
中间虽有短暂的离开，比如“文革”期间避武斗去东莞住了大约半年，比如时不时要去农村分校，等
等，但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
　　20岁后我下乡到了花县（现改称花都）芙蓉嶂公社的中学教书，一去就是五年。
理论上那里也是广州管辖的地方，但是城市与山村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我无论当时还是现在
都很难接受这五年的青春是在广州度过的。
　　1979年我回广州工作后直到1991年到广东电台驻佛山记者站工作前，我又在广州生活了12年，然
后就在佛山工作生活至今了。
因为在电台和电视台客串做主持人，广州我是每天来了又每天告别。
应了这个成语，若即若离，而且聚少离多。
　　这本小书就是一个与广州若即若离的我对广州生活时远时近，时而全景，时而中景，时而特写的
碎片式的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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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活在广州》与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相媲美，细致入微地写出广州人生活的艺术。
　　读这本《活在广州》，就像漫步在广州的老街老巷，一次次唤起绵长的回忆，一次次触摸这座城
市温热的血脉。
用心来读《活在广州》就会发现：爱生活，才会更加爱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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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扬，广州人。
广州本土电台、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其作风以言辞犀利、形象亲民、热爱广州而著称，深受广州市民欢迎，被誉为“平民言论领袖”。
2009年7月至今，在《南方都市报》主持“早茶”专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活在广州>>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衣见如故
　寻找离你最近的广州
　翻风先买衫
　T恤波鞋牛仔裤
　牛仔裤：从不共戴天到笑泯恩仇
　拖鞋与波鞋
　过年，开始就是高潮
　年初一，拜拜神
　年初二，返外家
　年初三，趁春光
　年初四，接财神
　年初五，贺关公
　年初六，备耕了
　年初七，过生日
　年初八．撒五谷
第二章　食在广州
　何渭“食在广州”
　广州人喝茶这事儿
　水滚茶靓
　细数广州的“虎头猪肚豹尾”
　食以鸡为先
　粥论
　碟头饭，住家饭
　祝幸运楼幸运
　广味返寻
第三章　且住为家
　不尽珠江
　花城花语
　广州：有榕乃大
　广州人家的客厅
　现实如山，怀旧似梦
　奢侈的返乡下
　爱在深秋
　歌颂太阳歌颂春天
　广州人还会种花吗
　家教与生性
　“杠床”之乐
　镜架，为城变而生
　广州：水火相容
　广州的客家与本地
　Tv时代
第四章　各行其是
　从环市东开始阅读广州
　⋯⋯
第五章　戏有益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活在广州>>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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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寻找离你最近的广州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管是微博还是同城媒体，都不约而同纷纷开始打
捞广州的历史。
无论是照片还是文章，关注点都不再是唐宋元明清，而是民国以来了，虚无缥缈的西关小姐东山少爷
也在这一轮的关注热潮中踪迹难觅，取而代之的是民国以来的建筑人文、广州的市井图像，甚至有媒
体还挖出民国时期广州的生活成本，结论是彼时的广州房价便宜，打电话贵。
对广州历史关注的眼光已经开始收拢，这是个好现象。
由远而近，由传说而实证，不再为商业利益和政绩而穿凿附会，只是为了认识一个真实的广州，只是
为了一个永恒的命题：我们从哪里来。
　　当传统成为了商场和官场的时尚，我们真的有必要去反思这传统和那传统本质上的区别。
城市当然是越老越荣耀，哪怕只是比别的城市年长一岁。
但是在言必称两千多年的历史的同时，又毫不吝惜地拆掉100年前的建筑，这城市荣耀的逻辑何在？
　　说实在话，不管是南越王那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剑，还是北京路厚玻璃下那一层层朝代不同的
马路，这些只有专家才看得懂，老百姓再热情，看的也只是热闹。
对于现实的广州而言，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才是从依稀可辨到硕果仅存的。
而从教育角度看，民国史一直比较苍白。
现在，无论是民间还是媒体，都开始有意无意地发掘民国以来的广州历史，这是一件意义非凡的大好
事情。
当年我们在书本上得知陈济棠是大军阀，下乡时又听老贫农说“陈济棠时代是广东最好的时代”，当
时真是大吃一惊。
几十年过去了，定惊的药还没有出来。
只能够说无法真诚地面对历史的城市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未来的。
　　20世纪40年代末，广州的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从工业大道的崛起，到两县一郊的变迁，从城中村的兴亡到天河新区的成长，更不要说当年火车站附
近的由乱而治，番禺的鱼米之乡变身如今的华南板块⋯⋯超过半个世纪的广州当代史，只有零星萧索
的记叙，没有系统的梳理记载。
很多东西天生天养，风不留痕，昨天的广州曾是什么模样？
昨天的广州对今天的广州意味着什么？
统统早已无从考究。
连五六十年的历史都搞不定的城市，有何资格奢谈两千多年的历史？
　　有句名言说，历史是一个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人干吗闲着没事干去打扮小姑娘呢？
也许小姑娘养眼，也许小姑娘可以揽客，总之打扮小姑娘是要花成本的，没有回报的事情谁也不会干
。
广州这座老城也给打扮了好多年了，现在人们终于觉醒要自己去寻找这座老城过去的一切，前提是真
实的一切。
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欣慰的。
这是这座城市的一次文化觉醒。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必定会被夹带私货，这个也属正常。
食住上，商人的惯用伎俩而已。
　　有一个很怪的惯例：无论是一个破碗还是一座建筑，清朝以前的东东才叫历史，民国以后的就什
么也不是了。
从现在开始倒推百年的这一段只能叫过去，不能叫历史。
过去不值钱，历史才值钱。
历史要保护，过去则要摔就摔要拆就拆。
历史要研究，拿着放大镜刨故纸堆，过去则由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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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什么逻辑？
大家都懂的。
　　倘若真的爱广州，倘若真的想要认识一个真实的广州，不妨从寻找离自己最近的历史开始吧。
包括时间的最近和空间的最近。
　　2011年3月22日　　翻风先买衫　　冷空气来了，以前广州人一般不说冷空气，而说翻风，意思大
概是起风了。
现在人都有文化了，于是都不说翻风说冷空气了。
这也是媒体用语改变市民口语的一个例子。
对于生活在一个全年无冬的城市里的广州人来说，翻风意味着天气转冷了，于是也就意味着要买新衣
服了。
因此广州城里有一大批人是靠天吃饭的，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服装店老板和做服装生意的人。
对于很多人来说，翻的不是风而是金子。
据说有的小店老板翻几次风就挣够一年的费用了。
　　广州人就这德行，不翻风衣服不换季人不买新衣。
一旦翻风，以前也叫寒潮南下，大大小小的服装店马上红火起来，人头攒动，然后就是满大街的人穿
着新褛满脸喜气地挤来挤去了。
还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人刚刚可以回来广州探亲，如果年节又适逢翻风，太空褛是必选的手信
。
香港亲戚一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打开行李，家中老老少少一人一件太空褛，那份温暖，那份喜庆，到现
在还仿佛就在昨天。
　　听说在北方的一些高寒地区，人们在夏天就要开始准备一家老少过冬的衣服，毛衣毛裤，棉衣棉
裤棉鞋。
也听说过北方有些地方有的人，一年的辛苦积蓄只是为了买件皮大衣过冬。
这些传说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总之在我这个广州长大的人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
　　冷空气来了才买衣服的广州习惯至少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广州常年无冬，哪怕赶不上买那件新
衣，翻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顶多就是穿上去年的那件就是。
二是广州商业发达，御寒衣物无非时装，要买随时都有，不用担心买不到。
其实这都是表面的事实。
在广州这个没有气候意义上的冬天的城市，它的市民世世代代的生活都是远离残酷的四季。
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养成了广州人淡定的生活态度。
广州人中少见那种一惊一乍的角色，什么事情都是杀到埋身先算，到时才见招拆招。
因此广州的生存法则从来不是什么高瞻远瞩文韬武略，只是执生而已。
　　当然广州人这种也许是由岭南气候赋予的杀到埋身先算的淡定、唔翻风唔买衫的习性、见招拆招
的执生生存法则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经不起老谋深算的算计。
广州人做生意精则精，但是精彩的大手笔不多，令人叫绝的辉煌更少。
哪怕有什么大事情要做而且做成了总难脱一种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味道，其实这也是广州人让一些奸
雄看不起的原因。
被人看不起是一件比较郁闷的事情，但是除却郁闷九分，总有一分道理。
　　不过说回冷空气不来不买御寒衣我还是举手举脚赞同的。
现在绝大多数的广州人家，衣柜里缺的都不是御寒的衣服，而只是最新的那一件。
找个理由买新衣，翻风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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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这里读懂一个人的心，他的名字叫陈扬。
他说过，心在，路在，人在。
只要人在，就能够记录和见证一切。
”　　——资深媒体人、香港卫视执行台长、前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 杨锦麟　　　　“在这里，
读懂广州。
”　　——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 庄慎之　　　　“粤海饮茶一盅两件房事家事，白云晚望千瓦万户
民生民权。
”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教授 李公明　　　　“读陈扬这本书，就像漫步在广州的老
街老巷，一次次唤起绵长的回忆，一次次触摸这座城市温热的血脉。
历史不光是宏大叙事，更多是由陈扬笔下那些生活的细节构成的，充满着草根的气息，让人备感亲切
，备感温暖。
”　　——广东本土作家 叶曙明　　　　“《活在广州》与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相媲美，细致入
微地写出广州人生活的艺术。
用心来读《活在广州》就会发现：爱生活，才会更加爱广州。
”　　——本书责任编辑、博士 刘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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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茨威格曾说，“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广州也遭遇相同的境地，陈扬常在“早茶”专栏里分享光阴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为许多老广州人搭建
了重返昨日的桥梁，而许多新广州人则把它当作融人这座城市、探知本土文化的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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