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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饮食行业在任何一个时代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行业，但是

在旧社会里，饮食行业是属下一流行业．其从业人员与优、娼、

皂，卒等并列．厨子被敬称为厨师，烹调技术列入文化范畴

那是新中国成立后之事．盛世修志．造福后代，是我国历代

的英明决策。由是越秀区饮食志的修辑，是新中国重视饮食

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中国烹饪事业是一门学问非凡的综合学科，在中国烹饪

史中．广州食事占有重要的位置，并早已为中外所认同．广

州既是历史悠久的城市，又是不断现代化的城市，在历史的

长河特别是近百多年问，广州在以有粤菜为主导的饮食行业

中，赢得了。食在广州”的赞誉并非偶然．

广州之所以有食之盛誉，自有很多积极因素．。食在广
州”所指深广，恐怕就是饮食界的专业人士，也难尽其详。但

是如果没有广州食之风俗，食之风貌、食之风尚和食之风格．

那。食在广州”将是一句空话，皆因这些内容，正是。食在

广州”之所在．

越秀区是广州古老城区．很早已是商业最繁华最集中的

地带．与繁华的商业同步出现的大小饮食店肆栉比鳞次，荚

食纷陈于市，这些饮食轨迹，尽管是经历沧桑，或巳新陈代

谢．越秀区饮食行业志将歇尽全力．为这些轨迹搜残补缺．去

芜求菁．为饮食事业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而尽一点绵力．

广州饮食业在百多年来有过黄金时代，亦曾濒临绝境的

边缘．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饮食行业也有失误的历程，但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饮食行业有如枯木逢春．又再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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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片生机勃勃。越秀区饮食行业志正是循着越秀区饮食行

业的发展、变化的轨迹，辑录筛选资料，撰写而成。若它能

为饮食行业历史的研究，或饮食专业知识的探求提供一点帮

助，这正是编者所期望的。

●



凡 例

l、越秀区饮食行业．以追溯及记述本地区的饮食行业历

史沿革，食之习俗、食之风貌、名店名师的历史、食在广州

名菜名点的特色、行业大事的纪实、行业划分的依据、行规

术语、饮食轶事等． 。
．

2、编纂时限。总体上，上限为一八四。年(道光廿年)，

下限为一九九。年(eP建国后国民经济建设第七个五年计划

末期)．

3、总体结构和表达方法．全志分别由序言、凡例、概述、

述篇(含四个章节)、杂记、图表、后记等组成．

4、详略安捧．以。详今略古”、。详异略同”，详关键，略

一般为原则。

5、以生不入传为原则，生者一律不入传，但对越秀区饮

食业有卓越贡献的名师，特级技术职称人员亦略志其名。

6、资料来源．是从查抄史志、历史档案、报纸杂志、计

划总结、座谈采访、口碑笔录、专题调查等分类筛选裁定，核

实后编撰了长编．引文皆在长编中注明出处，志内皆不再附

录资料来源。

7、称谓记述．记述一律用常用语言叙述，志中称谓，首

次出现均用全称，以后出现均用简称。如“越秀区饮食公

司”简称为“区饮食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

“建国前”或。建国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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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民以食为天”．古人把饮食之道，概括为天大之事。一

个社会的安定繁荣，亦以足食为前提，-衣食足而知荣辱”·可

见食之于社会非常重要．社会文明进步．才能使饮食物质丰

盈．有了可供食用的物质，又必然要识饮识食去钻研饮食之

遭，这样就要有专业的烹任，才能把鸡猪鱼鸭等变成美食．专

业的烹饪行档，可称之为饮食业。

广州曾谓为南蛮之地，故有南人嗜生(鱼)啖野(味)之

说，然而岁月推移至清末，所谓南蛮之地便已转变为南陲重

镇。成为中外经商、中外通行必由之路．饮食是文化，广州

的饮食文化由是得以捷足先登予海内外，亦由此得以吸纳海

内外的饮食精华，而谓广州人擅烹擅食，以厨艺精湛而名闻

于世．使广州载有“食在广州”的美誉．

广州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物产富饶．有四时上市的

蔬果，有各类的飞、潜、动、植．有全国各地的山珍野昧登

场，有国外舶来物品货源．而使广州的食事，形成特色，独

戚一格，其特色与独成一格的食事代表。就是粤菜与广州点

心，再有就是敷之不尽、众口皆碑的岭南地道小食，从而构

成了食在广州所具有的独特的食的风貌．

越秀区是广州市的古老城区．向来是广州市的政治、文

化和商业中心．早在--A四。年前，越秀区内已有颤具规模

的饮食业．鸦片战争之后，广州市向外门户大开，中外贸易

迅猛发展．商客往来及官贾酬酢．以及名目众多的地方食俗·

为饮食业的开辟发展提供了大量客源和饮食消费，因此越秀

区食肆林立，鳞次栉比．如星罗棋布，开设有姑苏馆、大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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