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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是记忆，是生活，也可能是回忆，是向往，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碎片。
但她终究是令人熟悉的。
城市的地图，城市的标志性符号会深入人心。
城市甚至会融入血液，但戏剧性的是，有一天你发现这座城市对于你简直太陌生了，带着好奇竟上了
瘾似的去找寻这种陌生带来的快感，找寻她你无从知晓的存在。
如一次又一次地旅行，不需从长计议，带上自己就出发。
就如发现之旅，也有点像考古，总能带给我们一阵阵的狂喜与惊异。
空间乱了，时间乱了，线索乱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在陌生的城市中穿行。
在收获中锻炼着自己的嗅觉，它似乎已超越常人，异常灵敏，忠实地把我们引向一个又一个新鲜而陌
生的地方。
    渐渐，漫无目的的行走已无法满足我们更加深入好奇的怪癖。
游戏一旦开始，就无法戛然而止，我们不得不寻根究底。
对于我们是陌生，而那些知情的老人们则在我们好奇的追问下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儿时的记忆、长辈的述说、耳熟能详的故事，从他们顿时发光的眼睛，沉湎于回忆的幸福表情，你能
感知。
时光竟这样轻易地回到了从前。
但对于面前这座城市又是否能留住曾经呢？
我们的发现少有是完整的，似人总是充满了伤痛。
她们的年岁都挺老的，或被遗弃，或消失，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城市被定格在现在进行时。
现在的规划、现在的建设、现在的人，谁会在乎她的曾经呢？
她已被书写进了历史，但终究不会存活，如同恐龙化石和标本。
这样比喻也许还不准确，化石和标本是带着血脉被固定的。
城市在我们的游戏中更加快了变化的步伐，似与我们捉迷藏，我们追赶着却找不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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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寻城记广州》是由田飞、李果所著。

《寻城记广州》内容简介：一座熟悉的陌生城市，一幅真实的人文地图。
从秦军的戍边筑城到南汉的大兴宫苑，从盛唐时的繁盛藩坊再到清王朝的热闹黄埔，走进广州的街巷
，历史的记忆会不断涌现。
越秀书院群承继的岭南文脉，深井老祠堂尚存的古风遗韵，沙面旧租界的异域风情，圣心大教堂的恢
弘气派，先烈路上的民国风云，高弟街中的百姓故事⋯⋯都展现了羊城厚重的历史传统与丰富的民间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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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早在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统一台湾后的大清国解除海禁，开海贸易，分置
江、浙、闽、粤四大海关。
虽置有四口，但开海的数十年间，近九成洋船仍行至广州贸易，其他三口少见洋船踪迹。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鉴于“洪任辉事件”，规定西方商船来华贸易一律集中到粤海关办理
，实施一口通商。
“凡载洋货之入口外国商船，不得沿江湾停泊，必须下锚于黄埔，并不得在别地秘密将商品贩卖。
”数年后再颁《防夷五事》，规定“一、禁止夷商在广州过冬；二、夷人到广州，应令寓居洋行，由
行商负责稽查管束；三、禁止国人借外夷资本及受雇于外夷；四、割除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弊；五、
夷船进泊黄埔，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自唐宋时就为中国第一大商港的广州城如今又成了大清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且延续至道光二十年
（1840年），历时八十三年。
自扶胥古港逐渐淤塞后，广州城的外港渐移至黄埔酱园码头，设“黄埔挂号口”。
黄埔口为粤海关下属诸多税口之一，下设“黄埔税馆”（负责征收除关税外的船钞、引水、船规、挂
号、买办等各项费用）、“夷务馆”（办理进出港及贸易方面的相关事物）、“买办馆”（负责为港
内洋船提供食物等相关生活用品）、“永靖营”（负责保卫港口安全）。
各国商船必在黄埔口交纳税费后方能进入广州十三行商馆区进行交易。
据记载，一口通商的八十多年间，约有五千余艘外国商船进出黄埔口。
各国商船铁舶桅樯林立，旗帜飘摇，舳舻相衔长达数里，蔚为壮观。
美国的“中国皇后号”、俄罗斯的“希望号”、澳大利亚的“哈斯丁号”等都频繁往来于黄埔口，排
队等候进港。
当年的码头上，四处都是高鼻凹眼的外国船员和商人，如今在码头附近还散落着一些客死他乡的夷人
墓地。
 黄埔四大家 一个小小的村落，因黄埔口的设立，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数千人的市镇。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洋人商船打过交道，或充通事买办、或为漆工铁匠、或以搬
运装卸为生，他们在累积财富的同时也大大开拓了眼界，催生了大批精明的行商买办（据说仅清末就
有四十多人为洋行买办），也成就了曾显赫一时的黄埔四大家族。
罗氏家族：今天的黄埔村，依旧是个古旧的村子，市集石巷交错陈横，老宅家塾接栋连檐，仅前后数
进，高墙大脊的氏族祠堂就多达十余处（据说鼎盛时，黄埔有祠九十九座）。
黄埔古称“黄圃”，有东南西北四约，分为“凤埔”、“磐龙”、“澄碧”、“凰洲”。
 族有梁、胡、罗、冯四大姓及关、卫、陈、黄诸小姓，而罗氏据说则是黄埔最早的移民。
早在北宋年间，罗氏家族迁居至此，围垄耕垦，繁衍生息，逐渐成为黄埔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
如今村中仅存一“罗氏宗祠”，过去曾作幼儿园多年，祠内陈设布置自也是五彩斑斓，可爱得厉害。
 冯氏家族：黄埔村中现存祠堂最多的，当数这冯家了，什么“化隆冯公祠”、“主山冯公祠”、“云
隐冯公祠”、“容川冯公祠”、“宣义冯公祠”⋯⋯多达八九处。
冯家早年开有洋行，在广州城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豪门世族。
族中子孙冯肇宪早年追随孙中山，出任永丰舰舰长、广东海军司令，被誉为“民国海将之护法三忠”
之一，只可惜27岁时就英年早逝；比他小三岁的冯锐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出任广州农
林局局长，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乃岭南糖业之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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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初涉一地，我们往往有一种新鲜的感受。
其风土人情，经过一番独特的内心体味，便有了初悟，活泼泼的，只是还不太具体。
倘能小住几日，行游一番，感觉自然会细腻些：民风怎样、建筑特色如何、历史文脉是否传承有序⋯
⋯其中大体，或不难领会的。
此刻，如初试佳茗，尚未品味入微，虽得唇齿留香，到底浅淡了些。
    一座优美的、深具文化积淀的城市，是岁月的佳构，值得细细品读，且须颇费些时日才能读懂。
    人说，居住越久越能懂这城市，此话有理。
但细究，不尽然的。
常见有人h居地数十载，阅尽沧桑却“熟视无睹”，成了久住的过客，到底没有主人的心情。
他们于这城市，很难说真懂的。
那么，怎样才能悟得三昧呢?国画大师陈子庄先生曾言，观山须“静”，游山须“情”，方能得山之“
神”。
体悟山水的神气与品味城市的内韵，颇有相合之处，就在“情”“静”二字。
    本书的作者，对这点深有领悟。
他们和许多人‘样，在一座城市生活了数十年，所不同的，正是他们兼有静心与真情。
心静才能洞察幽微，有情才能物我两忘，与这城市神会。
他们常感叹，这城市变化太快，快得那样匆忙，以至于岁月所精心雕琢的细节正迅速地消逝，零落成
泥碾作尘，不多时，便泯灭无痕了。
好在城市的文脉是极富生机的，尤其是这样历经岁月陶铸的古都！
她将自己的“神”蕴藏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
为此，他们寻踪觅迹，开始了历时多年充满叹息与惊喜的寻城之旅。
一口枯井、一块老匾、一道残垣、一所教堂、一座古庙⋯⋯他们在每一个细节恭听岁月的消息，他们
的心绪，随那些故物的境遇或喜或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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