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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古来风物好

顾涧清

广州 ， 古称"番周"，别称 "羊城、会城、穗城"

等 ， 其中 "羊城"这个雅号，可以说是最为优美、响

亮的一个 。 相传"番禹五仙人，骑羊各一色 ，手持六

穗 ，栩翔绕城壁 ，翩然去乘云 ，诸羊化为石 ， 至今留

空祠"而得名，唐诗中亦有"回望越台烟雨外 ， 万峰

尽处五羊城"的名句 。 羊城广州 ， 历史辉煌且文化

璀琛 。 追溯历史 ， 在公元前 214 年 ，即秦始皇 33

年，秦军南下平定岭南，设南海等三郡 ， 为中央集

权下岭南置郡县之始 时任郡守任嚣在番禹驻守

筑城 ， 史称"任嚣城"，这也就是广州建城年份的最

早记载 。 论及历史文化资源我与同事们为广州提

炼出了最有特色、最具竞争力的"四地"资源 ， 即我

国古代海上丝路发祥地、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

当代改革开放前沿地和一直以来岭南文化中心

地。 正是这极具地域特色的广州"四地"文化，才孕

育出贯穿古今、融汇中西、丰富多彩的广州文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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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

所谓"风物"， 尤指风光景物、风(谷物产等 。 由

于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 ，羊城自古以来风

物甚好 。 《羊城风物志》一书 ， 通过察民风民俗 、探

名人故居、游名胜古迹、忆风云人物、寻老城纪事、

昕民间传说、品广府美食、话羊城旧业等 ， 并配以

大量羊城本土历史文化的照片 ， 图文并茂、精彩纷

呈 ， 宛如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素描 ，连辍成了羊城历

史文化的壮丽画卷。

翻开《羊城风物志~ ，你会发现 ， 那些随着岁月

流逝而变得模糊起来甚至被涅没了的物事 ， 变得

清晰亮丽、光彩照人。 如全国唯一的花岗岩哥特式

建筑圣心堂一一石室是怎么修建起来的?广州、|第

一码头一一天字码头怎么修建的?广州首条现代

马路一一长堤大马路如何拉开商业传奇的序幕?

广州第一家族-一一高第街"许地"的许氏家族曾出

过哪些风云人物?民国羊城首席美食家一一江太

史为何能引领广州食坛数十年?农民运动的"黄埔

军校"一一农讲所发生了多少牵动人心的风云变

幻?洋楼林立的东山是如何从荒村变成政要云集

之地的?广州人的饮茶、春节花市、广府庙会、老式

国营百货商店都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书中所

涉及的各界人物如巾中国英雄洗夫人、 宋代大文豪

苏东坡、革命先行者孙中 山 、爱国志士丘逢甲、中

国近代建筑先驱林克明、岭南糖业先驱冯锐、广东



音乐大家吕文成等等 在人生道路上写下了什么

样的传奇故事，在历史潮流中创造了什么样的丰

功伟绩?读来引人入胜，也让人掩卷沉思。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 同样，对一个城市来

说 ，其历史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所过者化，所

存者神 "， 孟子的这句话 ，用来描述一个城市的历

史文化也是合适的，历史文化的进程 ， 有着教化功

能 ， 历史文化的遗存 ，最重要的是精神。 当今世界

文化名城 ， 无不极力通过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

来凸显其文化特征和精神。 当今世界城市的竞争，

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竞争 ， 更体现在文化上的竞

争 ; 城市不仅仅以文化论输赢 ， 更要以文化定未

来。 广州要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尤其需要深入挖掘

和全面整合"四地"的历史文化资源 。 然而 ，如何让

城市历史文化走入大众 如何让城市文化精神静

水流深?这不仅需要严谨的论述 ，更需要生动的细

节 ;这既要让历史说话 ， 又要用史实发言。 由广州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广州、|文摘报组织编写的

《羊城风物志》一书，以清新之笔，记风光景物之

胜、写风土人情之美、咏历史人物之志、扬岭南文

化之粹 ，恰是一个普及广州历史文化的好载体，以

教化培育精神 ，使读者从历史学习中获得启示 ，在

文化积淀中得到升华。 其出版必将推动广州、|历史

文化的科普，助力广州文化巨轮乘风破液、扬帆远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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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羊城凤物志

广州年俗记忆:吃年糕废除"无情鸡"

新中国成立前:最怕吃到"无情鸡"

老
板
请
伙
计
吃

「无
情
鸡
也~

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但小时候过年的心情是异常兴奋的，

除了吃好的 ，除夕夜还有很多可玩的 ，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南方大厦、大新公司

春节会放无声电影 。 那时候 ，家里的电器只有电灯泡 ，能看到电影简直让人喜出

望外。

虽然孩子过年很兴奋 ，但是大人们却是胆战心惊 。 广州民间有个老习惯 ， 正

月初二开年 ，商店的老板把伙计们都召集到一起吃顿丰盛的饭 ，其中鸡是必有的

一道菜 ，饭后老板挑选伙计 ， 宣布各伙计的去留问题 。 老板在席上佳{玉对被解雇

者说出 "为减轻今年经济负担请尊驾另寻高就"之类的话故广州人将开年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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