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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刘斯奋

大约两年前，叶铁真女士向我谈及，打算将她父亲叶广良（黄

良）先生生前的撰述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并嘱我到时为之作序。广

良先生是我的前辈兼父执。他的文章我从小就爱读，并留下深刻印

象，只是阅读范围有限，常以未能一睹全豹为憾。现在得知终于有这

样的机会，我顿时生出一种先睹为快的兴奋与急切，至于写序，倒属

其次了。

不过，那之后又过了许多日子，却一直没有下文。也曾探询过

一二次，都未得要领，慢慢也就把心思放淡了。直到前几天，铁真小

妹（她常称我刘大哥）忽然把厚厚一本排印稿送到我家里来。我惊喜

之余，匆匆翻阅了一下，这才恍然明白，过去这两年，并非耽搁，而

是编成这样一部书，原来颇不容易。因为叶老生前所写的文章虽然都

不长，但是数量甚伙，而且于数十年间不定期地散见于多种报刊，要

全部收集起来，分门别类进行编辑，没有相当时间确实难克其功。现

在终于得以完成，可以想见铁真小妹在繁重的本职工作之外，付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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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巨大的辛劳和心血。由此也令人真切的感受到她与广良先生深厚

的父女之情。

取名《岭南长歌》的这部书，收录的是广良先生用“黄良”的笔

名所发表的文史随笔，所写的全部都是关于岭南地区的人和事。就时

间跨度而言，上自秦末汉初赵佗称王南越，下至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的岁月，绵延二千年；就记录的内容来看，举凡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宗教以及风土、民情、习俗、节庆、物

产、衣着、饮食、居屋、出行、名胜、古迹、文物等等，可以说色色

皆备，无所不包。翻开书卷，品读着一篇篇短小精干的文章，就像进

入了千门万户的岭南历史大观园。而作者就像一位久历沧桑、深谙世

事的长者，又像一位见识广博、学养渊深的导师，向你如数家珍，娓

娓道来，一一指点解说。而我们则通过这一番颇有点目不暇接，却依

然轻松有趣的游览，对生于斯、长于斯，或者工作于斯、旅行于斯的

这片土地，顿时有了一种更清晰的印象，更深入的了解，更全面的把

握，更动心的寻索。这不能说是一种令人陶醉的心灵经历。

无疑，作为广良先生的遗作，这些随笔大都写于上一个世纪中

叶。但是，作为文史随笔，所记录的内容并不会过时。而且由于当时

研究界的风气大体尚称淡泊，远不似当今这样浮躁，加上广良先生治

学一贯以严谨认真著称，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遇到问题都不惮

烦劳，躬自实地踏勘考证。因此，较之目前许多半路出家，仓促成篇

的同类书籍，这部《岭南长歌》显然更加值得信赖。

广良先生生前并不是什么大名人，虽然在他们那一代的广东文化

人大都知道他，好些人还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而对他数十年如一

日，埋头于岭南地方文史研究的精神和学术功力，都怀有一份敬意。

但是，与当时风云际会的人物相比，他无疑属于不求闻达的那一群。

然而，历史是公平的，飞舞一时的狂沙浮尘，总会被岁月淘汰净尽，

只有用踏实勤恳的劳作铸炼出来的心血结晶，才会使后人觉得弥足珍

贵。这部《岭南长歌》就是一个证明。

2010年7月15日于羊城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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