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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州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山环水抱的优良生态，在历史的嬗变、文明的进程中，孕育了许许多多
美丽神奇的民间故事，流传着许许多多引人入胜的历史传说，涌现出许许多多催人奋进的先哲史实，
留存下许许多多趣味盎然的民俗掌故。
《广州的故事》就是从这些传说、故实的百花园中采撷整理出来的一簇花环。
    《广州的故事》第三集收入了99个故事。
这一集内容更为丰富多彩，除了历史片断、地名掌故、先贤轶闻等岭南风、地方味十足的故事，更加
注重辑录发生在当代的故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风采、老同志所讲述亲见之名人逸事以及
改革开放之初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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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市长朱光与布衣黄金海　　高第街，广州一条寻常小巷陌，地上不时显露出来的旧麻石，还有一
栋栋水磨青砖结构的古宅，表明它久远的年代。
它建于宋代，当时临近珠江，附近设有市舶亭，交通方便，人流兴旺。
这条古街清代起即以经营鞋帽布匹和“苏杭杂货”著称，曾有“苏杭街”之称，很多人到高第街买东
西，真是顾客如云。
这条昔日历史悠久的古老商业街，现在是繁荣兴旺的服装集散地。
　　高第街上的铺子，曾经有一家创立于清朝道光年间(1825)的文具店“三多轩笺扇庄”，以经营宣
纸、笔墨、端砚文房四宝而闻名国内外，传至创始人黄其佩的孙子黄金海，把一家经营宣纸、湖笔、
徽墨、端砚的商号在高第街打理得有声有色，更发展到介绍名书画家代客绘画，写字，撰文等业务，
成了城中文人墨客不能不光顾的地方。
它与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并称为中国三大文房名庄。
为岭南书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多轩笺扇庄”年年亏损，后经劳资双方合作，改善经营，才扭亏为盈。
此时的黄金海面对社会主义时期如何经营三多轩真是心中无数。
　　1951年夏的一天，一位身穿白衬衣、灰长裤，朴素整洁，英气勃勃，神气安祥的中年人，从容步
入了位于高第街的三多轩店堂。
来人和蔼可亲地与黄金海打招呼，然后询问起店里经营的宣纸、徽墨、湖笔、端砚等业务。
话题从文房四宝转入了历代名人字画。
从客人的言谈中，黄金海断定他是个十分懂行的文人雅士。
不禁从初见面时的好感转为深深的敬意。
一股得遇知音的喜悦，使黄金海热情邀请客人到坐落在隔壁小巷宜安里内的住宅详谈。
　　在客厅分宾主坐定后，黄金海才知道来访者是大名鼎鼎的朱光市长，十分惊讶。
倒是市长点头微笑说：“黄先生是三多轩店主。
北京有荣宝斋，上海有朵云轩。
我们广州有三多轩，真是太好了。
你们为繁荣广州市的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了贡献，谢谢你们。
只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品种还略嫌未够丰富。
相信你们今后会把业务搞得更丰富更有特色。
”一语中的，令黄金海十分感动。
随后，黄金海把自己收藏的一部分名人书画拿出来让朱光市长鉴赏。
对诸如恽蓝田、陈老莲、黎二樵、苏六朋、张大干等人的作品，朱市长如数家珍。
有些字画刚展开了卷首，他便能准确地说出这是谁的作品，有何特色。
令黄金海十分钦佩，引为知己。
也一改以往认为共产党干部大老粗的偏见。
朱光市长还不耻下问，就如何繁荣广州市的文化事业征询了黄金海的意见。
　　应朱光市长之邀，黄金海把家中珍藏的坪州吉灯——一种产于坪州的竹扎纸糊，并用绣花针在纸
上扎出各种图案花卉、动物以及各种戏曲人物的著名的民问工艺品，送往广州市人民政府展挂；并把
部分家藏字画送往广州博物馆即五层楼展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
他另送了一对苏引寿手书真迹(未装裱)对联给省博物馆收藏。
　　此后不久，黄金海往访著名诗人、古文化鉴藏家黄诛雩，正起身告辞之际，人报朱光市长来了。
随即便见朱光笑咪咪地大步走了进来。
一边走，一边说：“都坐下，都坐下，一个都不要走。
相请不如偶遇嘛，请坐下聊聊。
”于是大家归位坐定。
此次除了谈论诗词，谈得更多的话题是如何繁荣我市的文化艺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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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朱光还几次到黄金海家拜访，每次都谈得很投契。
身为肩负重任的一市之长，却常常拨冗到寻常百姓家“微服私访”，黄金海在朱光市长身上感受到共
产党深入广泛地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也让他对经营三多轩更有信心。
而对朱光市长平易近人的作风，老人一直津津乐道，直至90多岁时回忆此事，个中细节，依然十分清
晰。
　　可惜的是，三多轩的命运，都出乎朱光和黄金海的意料。
而当时让朱光市长鉴赏过的字画、文物以及其他的古董、书籍、字画等，均在“文化大革命”中损失
殆尽，只有送往省博物馆的那幅对联得以保存至今。
朱光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每念及此，晚年的黄金海更是唏嘘不已。
　　2001年，黄金海以102岁的高龄辞世，他与朱光的一段交往为广州留下了一段佳话。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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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前几年，有一位外地朋友在互联网上说：“广州是看不透的城市”。
其实，不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也有这种感觉。
广州为什么会让人“看不透”？
就因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太丰富、故事太多。
这些“内涵”和“故事”本身就是一笔极为可贵的文化财富。
为了抢救这笔财富和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广州，我们特意组织一批文史专家，编写《广州的故事》。
此书的第一集和第二集在2003年3月和2005年5月分别问世之后，由于故事精彩、语言明白流畅而受到
广大读者热烈欢迎，促使我们再编写第三集。
这一集与前两集一样，同样坚持图文并茂（但有几篇文章确实找不到有关图片，只好告缺）、雅俗共
赏的方针，同样收选99个故事。
由于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所以本集特别选取一批有关的内容以作庆祝。
本集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些作者写的是亲身经历，所以用第一人称来写。
这项工作除了广州市文史研究馆有关人员的努力之外，还获得了陈绍伟、万振环两位专家的大力支持
，在此特表深切谢意。
在本书稿二校之际，主编之一关振东先生遽然逝世。
在此，特致沉痛的哀悼！
广州市文史研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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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等主编，众多民俗工作者和文史专家加盟编撰，从2003年开
始出版第一集，2005年5月出版第二集。
　　《广州的故事(三)》除了继续收入历史片断、地名掌故、先贤轶闻之外，还特意精选了一批与新
中国成立相关的内容，如加入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老同志亲见亲闻的名人逸事和广州市
改革开放之初的插画等精彩篇章，为读者呈现一个更加饱满的广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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