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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越秀——一个凝聚了深厚岭南文化内涵的中心城区；一个荟萃和浓缩了广府文化精华的古老城区。
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资源，星罗棋布的小街小巷，向人们述说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印证着一段段经
典的传奇。
街巷名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城市的活化石。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的变迁，城市居民的居住方式由过去的街巷、里坊、院落变成
了小区、楼房、大厦⋯⋯，常常导致一些古街巷名称的改变或消失，它所承载的大量历史文化信息也
不可避免地逐渐流失。
作为有着二千二百多年历史的广州名城中心区域——越秀，有不少的古街巷较好地保留了历史的文脉
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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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旨在通过向你讲述千年越秀古街巷的故事，尤其是那些在城市的变迁中已经湮灭了的街巷，让我
们在阅读中回味历史、尊重历史，在生活中重新了解历史、认识历史，让厚重的广府文化代代相传。
本书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更做到事实的真实，真实将使本书具有经久的生命力。
    沿着越秀的大街小巷，寻昔日沧桑，看今朝辉煌。
越秀人踩着千年古道，漫步在古街巷中，共同守望这一片春意盎然的中心城区．共同续写着广府文化
的新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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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95年，忠佑大街旧城隍庙的西面市电信局宿舍在建工地中，发现池状石构（石水池底）；数
月后又在石构之西挖出南越国古砖井；1997年7月至12月，在城隍庙西面二百多米处又发掘出南越国御
花园中的古石渠。
古石渠的考古发现被列为1997年"全国十大文物考古发现"之一，因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而被选为"1998
年广州地区十大新闻"之一。
石水池、古砖井、古石渠这三处遗址，粗略勾勒出南越国的御花园轮廓。
如今，"孤儿禺山"也划人了南越国宫署遗址保护区范围之内。
可见，两千多年前赵佗建南越国，于禺山之畔建起御花园，竟是把禺山高处的山景作为御花园的依托
之景呢！
御花园中那一段约180米长的大型石渠基本保存完整，渠东边有个弯月形石池，池中有不少龟鳖甲。
石渠中设计有可激起水波的结构，渠底铺有不少鹅卵石。
现这石渠已作为南越国宫署遗址博物馆内之一景开放供游人参观了。
南越国宫御花园这个古老的园林设计仍留给学者们许多研究空间。
如今考古工作者仍在御花园西边挖掘南越国的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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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本书写到一半时，2010年4月14日《广州日报》要闻版刊登了大半版关于广州老地名的新闻，说“广
州市政协委员建议启动老地名保护工程”。
这使我深感越秀区文联数年前已决定编写《广州越秀古街巷》系列，真是功德无量。
让老地名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国内外皆有经验可借鉴。
加拿大从1989年开始，展开了对传统地名的整理工作；荷兰已着手建立全国历史地名数据库；北欧不
少国家都将地名文化遗产列为本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瑞典进行的“优秀地名保护活动”等
。
我国于2007年启动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北京启动了“老胡同地名文化保护”；南京公布了第一批老地名保护名单，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苏州收集了20世纪80年代后消失的1192个老地名，“给后人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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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广州越秀古街巷(第3集)》是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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