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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和人一样，是有个性的。
    中国的城市极其可读，中国可读的城市又是何其多！
    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北京到“绝胜烟柳满皇都”的西安，从“烟笼寒水月笼沙”的南
京到“当春天地争奢华”的洛阳，从“青山全不老”的广州到“烟花飞御道”的昆明⋯⋯两千多年的
中国历史孕育出千情万种的城市。
    对中国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城市作一次全方位的梳理与解读正是这套《图说
·城市人文》系列丛书策划的初衷。
    读城不易。
我们读城，读的不仅仅是记载在志书中、保存在档案馆里的“大事”，还有那些发生在街头巷尾的“
小事”。
    我们关注看得见的高楼、繁华，更关注看不见的文化脉络；我们描摹城市的沧桑变迁，更热衷于发
掘人所留下的点滴痕迹；我们注重历久弥坚的都市本身，更执著于对当代社会的人文关怀。
我们以人文视角审视城市，发现深藏于城市之中最丰富、最永恒、最耐读的城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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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座处于古代大陆文明最南端的城市，在茫茫大海中邂逅不同文明，在文明碰撞中认识与更新自我。
她扎根大陆又面向海洋，安于一隅又渴望远方。
这种最初的气质决定了永恒的、独一无二的广州。
“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一半留存于其历史遗迹，一半展现在当地人的普通生活之中。
”
    《这里是广州》是全景式描摹广州的现代人文读本，介绍了这座2000年商贸之都的前世今生，也展
示了宽街窄巷的现代生活，从这种历史和现实、城市本身与市民气质的交织解析中呈现出独一无二的
广州。

    《这里是广州》是“图说·城市人文系列”的其中之一，全书分为“开篇语：寻找广州生活”、“
城·迹”、“城·品”与“城·风”4个部分。
书稿结构合理，图文并茂，文字细腻优美。
作者以一个“老广州”的视角，用最饱满的热情和严肃的态度，对广州悠久的历史、历朝历代的商贸
活动，城市的经典建筑和特色街巷，以及岭南风物作出全景式解读，是一本推介广州的重量级人文读
本。
本书由徐晖著，杨和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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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晖    资深广播人，历任新闻记者、节目主持人、节目监制、节目总监、新闻中心主任。
从20世纪80年代起连续多年有作品获各级奖项，包括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全国优秀广播节目一等奖、
广东新闻奖一等奖以及各类专业评选奖项，同时有多篇业务论文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岭南视
听研究》等国家和省一级专业刊物发表。
长期关注中外城市建设及其理论，喜欢做一个不知疲倦的城市街道漫游者。
著有《广州这个地方》、《广州期待伟大的街道》。
杨和平    长期从事报纸编辑和摄影工作。
曾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报刊新闻摄影奖等奖项。
毕业于大学摄影专业，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巴黎的另一张面孔》、《CORTONA：一个托斯卡纳小镇的肖像》等个展先后参加连州国际摄影年
展、平遥国际摄影节和大理国际影会等展览。
出版《伦敦：视而不见》、《广州期待伟大的街道》和《寻找幸福：普罗旺斯的山居岁月》(合著，摄
影)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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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寻找广州生活激荡·变革孕育的新广州意象执著·新旧碰撞中的城市变迁回归·千年古城的精神本
质01城·迹2000年跋涉：追寻如烟飘散的南方港市踪影最初的故事出海去：从南洋到更遥远生活在唐
朝千载宋城遗古道百感苍茫镇海楼老城近影：往事依旧迷蒙海风轻拂古港湾十三行街道上近代报刊双
城故事荔湾深处 西关人家三元里故迹何处寻昔日梦回：从衰落到黎明历史之城的历史性衰落漫长的沉
寂走向复兴——重燃城市之光02城·品建筑静静矗立着六榕花塔：城中最古老的地标怀圣光塔：一段
古代国际城市的繁华记忆五仙观与岭南第一楼：遥想古城缥缈石室教堂：异国建筑艺术之光陈氏书院
：建基于岭南水土的“大地瑰宝”中山纪念堂：华人景仰的地方，建筑艺术的杰作爱群大厦：俯视羊
城30年广州国际金融中心：“通透水晶”折射的城市之门广州塔：尽览羊城新世纪风云感受场所精神
小北路与应元路之间的街景财厅前的老城尺度维新横的街角质朴而谦逊的黄沙詹天佑纪念广场夕阳晚
照上下九沙面大街的街心花园东山龟岗大马路上的老城景致站在花城广场眺望黄花岗上党人碑中山大
学校园的绿树红楼幻景漫游者的街道北京路：古老而又时尚的街道人民路：昔日优美的商业街广州起
义路：中轴线上的街道东风路：横贯老城区的宽阔大街解放路：凝结着近现代历史记忆的旧街上下九
路及第十甫路：柱廊绵延悠长的街天河路：通向“未来”的街道中山路：具有象征意义的街道03城·
风饮茶粤海未能忘—广州茶楼漫溯广州人深信饮茶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珠江岸畔的经典茶楼广州30年：
让饮茶的传说风靡内地在荔枝湾的泮溪里沉醉蛮歌古调最多情——粤讴·广东音乐·粤曲的追寻温厚
情诗：屋檐下飘出的忧伤曲调瑰丽乐韵：街市中随处可闻的华美旋律粤曲是久远生活的永恒留存羊城
风物最宜人千载白云无尽时越秀层楼六百年诗意回荡流淌于都会的璀璨之河迷失在羊城的古街巷走向
全新空间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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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历了唐代末年的战乱动荡，广州城市生活依然繁盛，但是城市四周的城墙大多已经残破。
北宋景祜四年(1037年)广州地方官员任中师向朝廷报告，反映城墙残破情况，请求调派人力整修。
在由浅海冲积而成的地层上修筑或整修城墙，以当时技术条件来说，是耗费人力物力的大工程，容易
激发社会矛盾。
因此原先朝廷对此态度相当谨慎，不同意动用民间工役，只允许在地方驻军中派出少量人力，对城墙
作小规模修补。
庆历五年(1045年)，在任中师极力争取下，朝廷终于批准修筑地方政府机关所在的“子城”。
那时任中师已经离任，就由时任广州经略使魏璀负责执行这项任务。
魏瑾不负重托，很快就在约今越华路以南，惠福路以北，教育路以东，德政路以西范围内，修筑起周
长五里、城墙厚实坚固的又称为“中城”的“子城”。
    皇祐四年(1052年)侬智高进围广州城下，将城西商业区洗劫一空，却止步于子城城墙，围城57天之后
退去。
子城以西一片狼藉，居民逃散，损失惨重，而子城内却分毫未损。
朝廷对城墙有效护卫城区大为鼓舞，此事促使朝廷推行重视修筑城墙的政策，这也就成为宋代广州大
规模筑城的重要契机。
    不久，广州掀开大规模筑城的序幕。
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经略使吕居简提出在子城东面赵佗城旧址上修建“东城”，朝廷命令广南东路
经抚司迅速筹备建筑材料，按设计要求动工。
于是大约在今越秀路、文明路、德政路和豪贤路一带范围内的周长约七里的东城，当年十二月便告建
成。
新建成的东城，南有迎熏门，北有拱辰门，东有震东门，并以子城的行春门将两城连通。
    广州当局认为城西一带景色秀丽蕃汉杂处的商业繁华区更迫切需要城墙的护卫，所以东城建设刚完
成，一个更为宏大的筑城构想叉酝酿出台了。
熙宁四年(1071年)知广州程师孟召集得力下属，绘制在子城以西修筑“西城”的图纸上报朝廷。
西城大致相当于今教育路以西、人民路以东、东风路以南、大德路以北范围，面积比中城和东城的总
和还要大，周长十三里。
宋神宗高度重视，很快批准了奏报，并令左藏库副使张节爱带着先进技术和建筑材料，到广州统筹指
挥修建工程。
由于朝廷重视、地方配合及各种条件具备，工程仅用十个月便告完成。
    宋代广州仅用20多年时间，就建成了子城、东城及西城的彼此连贯蔚为壮观的三城。
由这三城构成的北宋广州，大致东起今德政路，西至今人民路，南起今文明路、大南路、大德路，北
至今豪贤路、越华路、百灵路一带。
此后，这一气象恢宏的基本城市格局也就相对固定了下来。
    广州不是那种从一个或多个村庄然后依着地形缓慢发展起来的城市，它大致属于那种为开疆拓展及
巩固统治而专门设计的布局形式，其特点是通常呈严谨的棋盘形规划，城市中间是统治机关治所或公
共场所。
这种布局形式在宋代广州集中表现在子城。
但在东城和西城，则由于地貌因素影响而表现为多种布局形式组合。
因此在那里以及后来陆续扩展的城区中，有不少街道是顺着地形弯弯曲曲伸展，并且总是不太宽阔的
。
无论东方或是西方，城市在布局上所表现的这种因地制宜的变化和不规则，受到不少城市论者的赞赏
。
他们认为那是中世纪城市普遍的统一协调的布局，是实际需要和高度审美力的完美融合，甚至认为呈
曲线的街道是符合人的生理特性及更符合人性的。
建筑学的奠基人阿尔伯蒂在赞赏宽广笔直的街道的同时，又为弯曲的街道充分辩护，认为弯曲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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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美观，避免街道显得太长，还可以使整个城市显得更加了不起。
此外，弯曲及适度狭窄的街道还可以避免或减缓寒风和雨水侵袭，使户外活动更舒适，有利市民的人
际交往，增强城市社区的亲近感。
    宋代广州三城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建造者放弃了以前一直采用的夯土墙方法，首次采用以砖块建
造坚固的砖墙。
城墙因此更有效地发挥拱护城区的作用。
城门是城墙的重要环节。
古代城市的城门是城市与乡村、城内与城外“两个世界相遇的地点”，城市理论认为城墙在心理上具
有重要性，它的围蔽一方面使人有团结与安全的感觉，但同时也使人产生与世隔绝的孤岛感觉，而城
门可以缓解这种感觉。
又认为城门是人员流动的控制点和货物装卸点，各种检查所和仓库之类可以建在城门附近，客栈酒店
也集中于此，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可以在附近建起各种作坊。
宋代广州的城墙建造者想必也深知城门的这些特殊重要作用，因此三城共建有多达17个城门。
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城墙之下及城门内外喧嚣繁闹的种种生活情景。
    值得注意的是三城建成之后城市民居的变化。
宋代广州延续唐代的做法，更加积极鼓励民众建造砖瓦房屋。
如果说唐代广州民居仍处于木构建筑与砖瓦建筑混合的时期，带有过渡性质，那么宋代广州则是砖瓦
建筑得到更大程度的普及。
在拱卫坚固的城墙内，出现了越来越多造型各异富有特色的砖瓦建筑。
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
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她是人类记忆的容器。
城市是首先完成作为一个传播者和流传者的功能之后才完成其他更高功能的。
砖瓦建筑连同石头建筑的普遍推广，大大增强了城市对历史文化的保持力。
这是宋代广州的最大价值之一。
当宋代的建设者们用砖石铺设当时中城的南北向大街路面并在那里用同样方法建设钟鼓楼时，他们不
曾想到千年之后这些筑造物仍被保存且被发掘，成为广州北京路上的“千年古道”和“鼓楼遗迹”，
强烈地传达着城市的历史感，永远被城市所记忆。
    宋代广州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魅力的绝非偶然的城市。
至嘉定三年(1210年)广州又在三城南面的东西两翼修筑东西雁翅城，两座雁翅城都以北边城墙为起点
，向南直抵珠江边。
那时的夏天，人们登上城墙不仅可以俯视四周田野山色，而且可以远眺无尽江景，享受从宽阔的江面
上吹来的夏日凉风。
P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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