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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广府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岭南文化中个性最鲜明、影响力

最大的一脉。两千多年以来，从北方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到西域商人带来的

中东文化，再到通商口岸涌入的欧美文化，天南地北各种文化在此融合汇聚，

经过岁月的洗礼，形成了多元、兼容的广府文化，也成就了务实、敢闯的广府

人。广州是广府文化的发祥地，越秀是千年未变的中心城区，广府文化的核心

区，在这里生长、生活、学习的越秀学子，文化环境得天独厚，听着韵味独特

的粤曲、粤语，走过很有故事的老街、老铺，品尝令人垂涎的美点、美食，探

寻先贤义士的足迹、精神，广府风物历历可数，广府情怀油然而生……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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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小朋友没有听过妈妈哼唱的眠歌？哪个小朋友没有听过爷爷奶奶讲的

故事？“月光光，照地堂……”广州仔、广州女每晚都是在妈妈柔和的歌声中

进入甜美的梦乡，“氹氹转，菊花园……”小伙伴们在游戏中，欢快地度过童

年美好的时光。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歌谣故事，洋溢着天然的稚趣，包含着

言简意赅的人生道理，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广州人慢慢长大。

漫步繁华的北京路，不经意的，就踏上从汉唐时期层层铺叠至今的道路，

眼前人来人往，很容易地就想象到古时候的车水马龙，行至拐角处，转身抬

头，至今仍生意兴隆的百年老铺，让人仿佛感到时光在穿梭。可能你每天读书

的地方，就是一所很有历史的学校，优良的传统正在你和你的同学们共同努力

下继续发扬光大。闲暇的时候，拉上爸爸妈妈，到广州的大街小巷转转吧，在

行走中，触摸真实的广府。

方言是一个地方的标识，居住在广州，不管你是不是广州人，都应该了解

粤语。粤语俗称“白话”，是中原汉语与本地越语逐渐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语

言。讲白话，饮早茶，看舞狮，划龙舟是广府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有

大气磅礴、威武雄壮的广东南拳，大有“呼喝则风云变色，开拳则山岳崩塌”

的架势；种类繁多、雅俗共赏的广府民系工艺美术，折衷中西，融会古今，独

树一帜。从看的、听的到吃的、赏的，广府实在有太多的好东西，值得我们品

鉴、回味。

鲁迅曾称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令人敬佩的！”谁是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概率最高。千年不息、奔流向海的珠江，孕育

了有着兼容、务实、开放、创新等诸多特征的广府文化，也养育了慎终追远、

开拓奋斗、包容共济、敢为人先的广府人。广府人的血脉里，流动着特色鲜明

的文化基因和性格基因。崔与之、黄佐、湛若水、屈大均、张维屏、陈澧等一

批广府先贤，弘扬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批时

代的佼佼者，成了传播西方文明的开路先锋；詹天佑、黄飞鸿、何香凝、红线

女……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广府名人，在历史的长河里，有着自己的卓越贡献。

广府的先贤名士，以自己的作为，深刻地诠释了广府精神。

让我们一起走进广府文化，聆听、品味、触摸、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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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导读

广州建城两千多年来，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无数历经岁月洗礼的老建筑

依然熠熠生辉，更彰显出广府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凝望这些古老的建筑，

触摸它们沧桑的墙身，倾听它们前世与今生的故事，我们不禁感动、惊叹或者

惋惜。这些百年建筑，铭刻着广府文化的印迹，传承着广州百年的文化精华，

展示着广府文化的建筑艺术，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些百年建筑，倾听它们述说的

动人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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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羊爷爷讲故事

学宫，又叫作府县学宫，古代广州府和各县的学宫都是官府所办的学堂，

在那儿读书的学生叫秀才。自宋代开始，广州府创办第一个学宫——广州府

学宫（又名广府学宫），之后，各县都效仿。番禺县创办番禺县学宫，南海

县创办南海县学宫，地点全都在越秀区内。以前的番禺学宫就是现在的农讲

所，而南海学宫原址则位于现在的解放中路与米市路之间。

二、跟羊爷爷游学宫

小羊羊，跟我来！这就是番禺学宫，它位于今天广州市中山四路，建于明

代洪武年间，清代进行过多次重修和扩建。它不仅是番禺县学，同时也是祭拜

孔子的场所，所以也称作文庙。

广州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其实在高楼大厦
的后面，还有很多比爷爷的爷爷还要老的建筑。
他们蕴含的历史、文化都很丰富呢！

你现在读书的地方叫学校，以前叫学宫或书
院，在那读书的学生叫秀才。比如番禺学宫、粤
秀书院。

第一课　番禺学宫

@27165-内文.indd   3 2017-6-8   15: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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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宫原有广三路、深五进

的宏大规模。但如今宏伟的规模

已经不存在，只剩下中路建筑棂

星门、泮池拱桥、大成门、大成

殿、崇圣殿和东西廊庑；左路建

筑尚存明伦堂、光霁堂、头门、

八桂儒林门；右路仅存头门。清

末废除科举后，这里改为番禺公

立中学，民国初年又改为私立八

桂中学。

现在给你讲讲番禺学宫的一些故事吧！在清代，广东番禺有两家大行商，

一家是天宝行的梁家，另一家是同文行及同孚行的潘家。他们因为特殊的身份

地位与番禺学宫结有不解之缘。梁纶机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戊寅科举人，

清代番禺学宫

现在的学宫

明伦堂

@27165-内文.indd   4 2017-6-8   15:53:28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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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道

光十五年（1835），他提出

“以（番禺学宫）大成殿久不

修，制未完善，倡议重建”。

潘 氏 家 族 在 广 东 十 三 行

贸易史上显赫有名。据史料记

载，嘉乾时期十三行富商之首

潘有度曾对地方善举给予很大

支持，如捐巨资修理黄河、永定河河道

等。在《重修番禺县学宫碑记》中，我们

也看到了他的名字，可以推想他应该也为

这次番禺学宫重修出钱出力。

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

讲习所在番禺学宫开学，毛泽东任所长，

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萧楚女任教务主

任，共设25门功课。主要讲授革命理论和

方法，尤其是农民运动的理论与方法，还

进行军事训练，组织农民运动研究会，指

导调查和探讨农民运动实际问题。学员学

习期满后分配到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

工作，为北伐战争中农民运动的蓬勃发 红棉盛放的农讲所

@27165-内文.indd   5 2017-6-8   15: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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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做出了贡献。

在1953年以后，“番禺学宫”这个名字被“农讲所”代替了。农讲所是广

州市中小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胜地。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为了纪念毛泽

东主办农讲所的历史贡献和对人们进行革命教育，对农讲所进行了大规模的维

修，并创建纪念馆。现在的农讲所是中国第二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哦！

这个地方传递着古代品德高尚的人们的智慧，闪烁着新中国领袖的智慧

光芒。

 三、小羊羊新点击

广州还有许多著名的学宫，其中的广府学宫是不能不提的。广府学宫位

于文德路与文明路的交界处，就在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一带。1041年11月到

1048年12月间，广州就在西城番市（现在光塔路一带）利用旧的孔庙当作学

校，后来经过多次迁移，将府学安在番山（位于现在的广州市第十三中学校园

内），并且建造了御书阁、亭斋泮池、观德亭、建飞阁等。经过多次扩建，宋

代的广州府学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成为岭南第一儒林。在清代，每月的初

一 、 十 五 ，

凡 是 新 考 取

秀 才 的 府 学

生 员 ， 都 会

由 官 府 官

员 带 领 到 明

伦 堂 拜 见 老

师 ， 正 式 成

为 学 生 。 现

在 ， 广 州 博

物 馆 的 广 府

学 宫 图 碑 上

刻 有 学 宫 平

面 图 ， 大 家

不妨到博物馆看一看。
广府学宫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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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和小羊来分享

1．走一走：各位同学可以拿着相机，走走番禺学宫（农讲所）和广

府学宫，听一听当年发生的故事，用你的照片记录下现在的两个学宫。

2．找一找：到广州博物馆走一走，找找广府学宫平面图。

贴照片处：

我的记录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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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古书院群

 一、听羊爷爷讲故事

今越秀区境内，在历史上是广州市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早在宋朝就

建有禺山书院；元朝、明朝有南海学宫；清代，著名的羊城书院、粤秀书院、

越华书院、西湖书院、菊坡精舍、应元书院、禺山书院、学海堂等都聚集于

此。康有为创办的长兴学舍（万木草堂）亦曾设在区内。

同学们，请你观察下图，看你能找出多少个书院？

书院是古代教育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为士
子提供了学习的基本条件，并对当时的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广州书院
在数量上可是全国最多的！有些书院还跟朱熹、周敦
颐等名家有关系呢！

清初广州城廓示意图

@27165-内文.indd   8 2017-6-8   15: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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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跟羊爷爷游书院

小羊羊，快来看，《清代广州书院一览表》，你曾经游览过这些书院吗？

粤 秀 书 院

粤秀书院位于广州南门内盐司街（今北京路中段），是广东最早的省立

书院，康熙四十九年（1710），由总督赵宏灿、巡抚范时崇等官员捐建。初建

时，书院坐南朝北，面积约3700平方米，后来还经过多次修缮。清光绪二十九

年（1903）十月被废除，改为两广学务处（方言学堂）。1921年，广州市教育

局局长许崇清在原粤秀书院旧址创办了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书院名称 创建年代 院址 性质 创建者

番山书院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广州清水濠 官立 知县李元浩建

穗城书院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广州城南龙藏街 官立 督粮道蒋伊建

濂溪书院 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广州新城 官立 巡抚李士桢改建

粤秀书院 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广州盐运司署 官立 总督赵宏灿等建

莲峰书院 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广州丰宁寺左 官立 知县宋玮倡建

越华书院 乾隆二十年（1755） 广州司后街 官立 盐运使范时纪建

禺山书院 嘉庆八年（1803） 广州大东门内 官立 官绅合建

西湖书院 嘉庆八年（1803） 广州西湖街 官立 布政司康基田建

文澜书院 嘉庆十五年（1810） 广州太平门外 官立 邑绅何太青等建

羊城书院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广州龙藏街 官立 知府罗含章建

学海堂 道光四年（1824） 广州越秀山 官立 总督阮元建

双溪书院 道光初年 广州河南龙溪首约 私立 邑绅建

菊坡精舍 同治六年（1867） 广州越秀山 官立 盐运使方浚颐、驯服蒋益澧创建

应元书院 同治八年（1869） 广州越秀山 官立 布政司王凯泰建

广雅书院 光绪十三年（1887） 广州西村 官立 总督张之洞建

增江书院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广州巡抚署右 私立 邑绅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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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华 书 院

越华书院在布政司后街，即今广中路附近，今天的越华路因而得名。乾

隆二十年（1775年）盐运司范时纪所倡办。当时很多商人子弟没有求学深造的

地方，富商们便捐款兴办这间书院，所入学的多为富商子弟。越华书院以敦靖

名宿为山长，聘请著名学者冯成修、梁廷柟、丁仁长等；除以“四书”为课程

外，还设经史诸学，入学者日众。因为有比较充裕的基金，所以能够一直办下

去。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为广州府中学堂，1913年更名为广府中学，

为越秀区域内最早的中学。1926年又改为省立二中，1932年拆建为路，以“广

（府）中（学）”作为路名。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来广东

查禁鸦片时，以书院为行辕。

广 府 学 宫

广府学宫原址是南汉皇帝开凿禺山而修筑的宫苑。后来宋军攻陷城池，

烧为废墟。宋庆历（1041-1048）中，皇帝下令兴学，广州的官衙在当时的

西城番市（今光塔路一带）利用旧孔庙做学校。后经数次迁徙。绍圣三年

（1096），广州府一位姓章的知府重视教育，认为教化所始莫先于学，人伦

之序莫先于教，于是在广州大兴学校。章知府亲自查看后感到，原广州府学

宫与尼庵、佛寺为邻，有伤风化，遂将府学迁到城东南的番山（今文德路广

州市十三中校园内）下。经多次扩建，宋代广州府学已颇具规模，成为岭南

第一儒林。

学 海 堂

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倡办学海堂，初时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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