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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州市荔湾区志》的编纂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贯彻“详今略古、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荔湾地

区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突出荔湾特色和时代特点，使之成为真实客

观的历史文献资料，为本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记述范围，上限为公元1840年，下限至1990年。为保持客观

事物发展的历史完整性，一些内容适当上溯，下限除少数照片、地图、《概

述>部分和个别人物传外，基本不突破。空间上以1990年荔湾区行政区域

为主，某些事件及统计数字有涉及别区者，均有说明。由于建国前未有区级

政府建制，一些由市政府统一管理的行政事务，不列入本志范围。

三、全志采用述、志、记、传、图、表、录为体裁，以志为主。全志由

历史图片、概述、大事记及地理编、街道编、经济编、政治编、文化编、社会编、人

物编组成。附录本区特别历史事件。

四、全志篇目设置，以现代城市社会分工和现行管理体制为基础。以编

进行横排竖写，各编分章、节、目，编、章视需要设综述或无题小序。

五、全志的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等均按国家规定及广州市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所定的行文通则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历史朝代纪年。每节首次出现历史朝代纪年

均以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前后，

简称“建国前”、“建国后”。行文涉及行政区划、地理、政府机构、职官名

称等，均按当时当地的历史称谓。古地名名称与今名有异者，均注明今名。

建国后地名记述以1990年广州市地名委员会有关规定为准。

六、本志所采用的数据以本区政府统计部门提供的有关数据为准。统计

部门缺的数字，则选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据。

七、本志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广东省孙中山文献馆、广州图书馆、广州市

档案馆、荔湾区档案馆收藏的历代志书、典籍、档案等历史文献资料，以及

区属各部门、各街道编写的部门志、街道志及地方耆老提供的口碑资料，为

节省篇幅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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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人物收录，以本籍为主，对荔湾区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非本籍人

述。本着“生不立传”的修志惯例，只为1840～1990年的已故人

在世人物有必要记述的，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在有关内容中加以记

虑每届志书周期较长，对个别在1990年后逝世的在全国有重大影

名人，突破下限给予录入。

对一些在几种文献中记述相互矛盾的历史事件，如经反复考证仍不

能判定哪一说法正确时，采用几说并记方法，供后人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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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水上居民习俗

水上居民，史籍上称之为“蛋民”，“蛋”又书作“蛋”、“蛋”。广州人称其为“蛋家”

人。他们长年累月泛舟江海，以捕鱼捞虾，运输贩盐为生。根据不同的作业，又有鱼蛋、

蚝蛋、木蛋之分。他们居无定所，以舟楫为家，过着水上“游牧”生活，造就了特异的性

格和习俗。

第一节起居饮食

水上居民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舟为居”，他们所居住的“连家船”俗称“沙艇”，

部分陆居者亦多于河沿岸搭个简易的“茅寮”或“水棚”。这些棚寮以竹木为架，用稻草

或芒苇编织作墙壁和屋盖，一家大小乃至几代人同舟、同屋。他们的“连家船”一般长6

米，宽1．2米，既是居室，又是生产和运输的工具，其类型可分为子子黔、沙艇、横水渡、

货艇、四柱大厅等三十多种。一般分为前后两舱，前舱中板可以活动，晚上放下中板便是

寝所；后舱略高，供梢娘操作，并置杂物，供奉神祗等。一般为一户一艇，儿女婚后分艇

而居。现绝大部分水上居民已上陆定居。

另有一种紫洞艇，俗称“花舫”，始于明代，原为妓艇，后以酒席饮宴为主。花舫船

舱用上等木材和嵌花玻璃隔成厅房，垂着珠帘，五光十色，船头还围着朱漆栏干，置着酸

枝桌椅，供客人小憩。大的花舫有两层，设几个大厅，可摆十多桌酒席。这些花舫多停泊

于东堤一带、海珠石附近，著名的“珠江风月”旧景区便在于此。

饮食方面，水上居民男性喜欢饮酒，女性喜欢食姜，是以驱寒去湿。平常喜欢打边

炉，剥虾筒，蚊狗肉，都离不开姜酒。由于他们善于捕捉河鲜海鲜，往往是先煮好饭才放

罾“拗鱼”觅菜；或者是先煲好粥，才去捞鱼虾，菜式自然鲜美，广州著名的“艇仔粥”

就本此而来。

����x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