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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官方与绅士起冲突    府学东街因处于广州府学宫之东而得名。
学宫奉祀的是孔子，故又称为孔庙。
它始建于北宋初年，已有干年历史。
每年春秋两祭之日，例由省长率同省城官员和大绅一同致祭，体制极为尊崇。
广东人又最崇拜孔子，遇到孔子诞辰，全省各地均有庆祝活动，其隆重热烈，有如过节一般。
    如今因筑路而损及学宫，绅民的反应自然强烈。
其实市政公所要征用的仅是学宫东边边缘一条宽20米、长320米的狭长地带，在这地带上的文昌宫、仰
高祠、名宦祠需要拆除，而学宫的主体如大成殿、明伦堂、崇圣殿均不涉及。
    1919年1月，清末进士、粤绅易学清邀请在城绅士及学界代表齐集明伦堂商讨对策，要求市政公所收
回成命。
但对方未予理会。
易学清便联同粤绅致电北京的广东会馆，要求旅京的粤籍人士出面阻止，并夸大其辞说市政公所要拆
毁广府学宫。
于是旅京粤人由梁士诒领衔，以旅京广东人士名义致电广东地方政府，请予关切其事。
    这梁士诒来头很大，曾是袁世凯当政时的内阁部长、总统府秘书长，时任北洋政府安福国会参议院
院长，参与联名的也是当过大官的人物。
接着，连北京政府总理钱能训也插手进来，致电广东军政府，要求查明处理。
    风波蔓延开来，旅沪粤籍绅商及旅居上海名人、曾任沪海道尹的杨晟也分别致电广东当局表示反对
，说是拆毁学宫，关系世道人心，伦纪风化，要求更改路线。
这股浪潮声势浩大，函电交驰，立论严苛。
    面对北京政府的干预以及众多有势力的粤绅反对，广州市政公所分明处于弱势，因此只能婉转解释
，祈求理解。
幸好桂系元老岑春煊及广东军政府分别致函北京国务院及各绅，说明“拆毁学宫”开筑马路之事传闻
失实，只是拆去文昌宫一小部分而已。
    而内务部也公布了处理方案，认为文昌宫只是学宫的一部分，既要拆去以修马路，可勿反对，只是
今后宫墙不得再行拆动。
    时为2月中旬，处于弱势的市政公所得以松一口气，而绅士们也只得暂停一下，再图对策。
    短兵相接的较量    2月下旬，筑路事件进入短兵相接阶段。
原先市政公所的筑路计划只是个宏观规划，为了堵住粤绅之口，他们开始派员实测施工地点，绘制规
划工程图，并附以“规划说明”，送请粤绅参照。
“规划说明”主要介绍了选择府学东街开筑马路的理由：    1.位置适中，受影响居民较少。
只需征拆府学东街北端的铺屋三数间而已。
这是便民。
    2.所经之路线只是文昌宫、仰高祠、名宦祠及教忠学堂之操场、宿舍，距离大成殿、明伦堂、孝弟
祠等尚很遥远，根本未伤及学堂主体。
这是适中。
    3.拆去学宫东边，马路即可进入铺筑，免去拆征民房之烦，是为省时。
    4.府学宫是公地，免去拆迁费用，是为省费。
    粤绅在接到规划图及相关文字说明后，当即集会商讨对策。
他们逐一反驳，还举出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时，路线拟经孔林，因公众反对而作罢。
外国人尚且不敢有损圣地，身为中国人岂可如此。
甚至提出拆毁学宫是严重大事，不应由少数人决定，而要由全国公议取决。
    本来市政公所在规划中已作出保证：1.东边沿马路之宫墙，依照原有风格重建，涂以红色，宫墙如
旧，庙貌依然。
2.重修仰高祠、名宦祠及教忠学堂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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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则不独“对于孔庙亳未摧残，即各祠宇亦未湮没，实于尊崇圣教，整饰市政两无妨碍。
”    但粤绅却不听这一套，坚持府学东街只可改向东扩展而不能向西扩展，即拆街东面的民房。
市政公所的答复是街东有许多全省合族宗祠，加以民房众多，拆迁难度大，引起震动亦大，而且费用
不菲，是不可行的。
    粤绅又提出改在府学西街扩筑马路，市政公所予以反驳：它与永汉路相距太近，既无疏导功能，于
理亦不宜如此。
    又有人建议改采番禺直街（今德政中路）路线。
市政公所亦表示难以接纳，认为那样拆毁民居更多，且路线要迂回向西，亦不可行。
    面对粤绅咄咄逼人的进攻，层出不穷的无谓建议，市政公所知道委婉解释已无济于事，于是改变态
度，针锋相对，逐一加以驳斥。
    驳斥中说，文昌庙所祀的文昌帝君，只是民间相传的神，不是孔门苗裔，更不是儒家圣哲，本不应
挤进学宫范围之内。
言外之意，这种不属儒家正宗的不明来历神庙，拆之又何妨！
    此外，学宫的东斋和西斋及其附近之地，或成为菜园，或为旅店，或为书栈，或为律师公寓。
门墙一带则分别租给木材厂作为储存木料之所，搞得圣地面目全非，俨然如热闹的街市。
凡可借圣庙以生利的事，你们管事的人无不任意为之。
    在驳斥粤绅的意见后，公所又进而表示“现拟一面开马路，一面整饰宫墙，删除污蔓，饬令群处之
旅店、货栈、木场一律迁移，使孔庙庄严之地复其严肃整齐之风，此则昌明圣道所应有事也。
”    那意思明显不过，是你们不尊崇圣教，把圣地弄得乌七八糟，如今我乘开筑马路之机，替你们清
除污浊，恢复学宫尊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出动警察强力弹压    反击所举的内容，均事实彰明，有理有据，粤绅由咄咄逼人之势变成处于下风
，根本无话可说。
作为市政公所顶头上司的广东督军莫荣新和省长翟汪并未对市政公所施压，且渐渐看出了是非曲直，
一改此前偏于中立的态度，开始劝说粤绅让步。
说是如果只拆文昌宫旁地，仍照旧修复宫墙，而于孝弟、仰高、名宦诸祠毫无毁损。
    而旅京广东会馆杨士诒等人也态度转变，表示可以拆除文昌宫等，甚至移建一些宫内建筑物，以支
持市政建设。
因为文昌宫不应附在学宫之内，即使不建马路，也应拆去。
    风向已转，广州的众绅渐觉势孤，道理上也斗不过市政公所，无力反击。
    当广东当局将市政公所呈报的复查情况及方案复函告知北京广东会馆之后，市政公所即不待北京方
面的反应，于1919年3月14日，派出警察游击队（约相当于现在的特警）百余人到学宫督拆文昌宫。
    易学清等无力阻止，徒叹奈何。
扰攘几个月的筑路风波，遂告结束。
文德路很快便建成了。
    整个事件的核心是新旧观念的冲突，倘在内地城市，恐怕不容易在几个月内便能分出结果，但广州
毕竟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现代化城市建设观念终究占了上风，虽有各方面的巨大阻力，仍然能够顺
利进行。
    经此一役，广州随后的筑路工作阻力大为减少，至1921年2月，广州设市，设市政厅代替市政公所。
而市政公所两年任期内修筑的马路达到十八条，工效之速，或缘于文德路一役的示范作用。
    P23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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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梁力    一个近现代史展览曾为广州下过这样的定义：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
地、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
    这几句话，将羊城历史作了贴切的概括，但是，历史不是概念化的东西，更不是干硬的铅字，它曾
经和今天一样有声有色，只不过在时间老人催促下，藏身于故纸堆，收入在老者的脑海。
    将尘封的记忆复活，将散落于记载中的历史重新梳理，历史原来很精彩。
它有超越时代的意义，有鲜为人知的真相，有让人深思的蕴含。
但是，历史丰厚绵长，不能随心所欲地观照，只能有所侧重，我们便把视线集中在晚清民国史上。
这是因为——    晚清民国是一段极不寻常的时期，它是中国古代形态向近现代形态的转型期，传统走
向崩溃，近代化逐渐步人。
此时的社会，共和与专制在角逐，新思想与旧传统在交汇，个性张扬与循规蹈矩在交锋，精彩纷显，
表情丰富。
而晚清民国的广州，又恰恰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戏台，许多重要篇章在这里上演，值得挖掘的东西
不少。
    此外，这段历史离现在很近，是近现代生活的发轫期，许多萌生草创于当年的新事物和新生态，绵
传至今，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了解那段历史，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了解现实。
正可谓，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譬如，现代意义的教育启动于民国初年，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蓦然回首，发现那时的教育竟是那么
的自然纯真和趣味盎然，而现在的教育，偏执于应试，已偏离了初衷。
围绕民国教育，我们刊发了《民国年间的广州小学生》、《充满魅力的民国老课本》、《重读民国小
学生作文》、《民国军阀怎样办教育》等文章，引起了极大反响。
佛山读者冯桂军就来信说，真喜欢老作文那种难忘的优雅！
如果我即将步入小学的女儿今后也能写出这样充满童趣的作文就好了。
    又譬如，房价房市是近年的社会热点，衍生出许多相关的话题，象征收房产税、征地、地王等等，
其实，这些东西在民国时期就出现过，我们的前辈是如何应对的，其中有让我们借鉴的东西吗？
这是人们关心的，于是，我们向读者奉上《民国广州房事》系列，看以往经验能否给现代人以启益。
    再譬如，有“岭南果王”之称的木瓜以及被誉为中国最美校园之一的中大康乐园，是由百年前一位
远道而来的美国人培植和规划的。
这位美国人就是乔治-高鲁甫，一位广东近代农业科学和教育不可绕过的人物。
然而，由于他是一位传教士，国内至今竟没有一篇介绍他的文章，他对我们作出过的贡献被遗忘了。
有鉴于此，我们以《一位美国人与岭南木瓜》一文，对这段历史作了忆述，还原了历史的本真。
我们以为，记录下那些有意义但被忽略的史实，对我们全面理解现在的生活有莫大帮助。
    近两年多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挖掘那些最能得到读者应和的历史，复活那些有价值的过往，一批对
广州历史文化有深厚感情的人，在鼎力支持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作者。
    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来自不同的社会层面，其中，有专门研究广东近现代史和地方文献的学者，
有世居广州的老市民，有省市老领导，有长年工作于广州的外地人，有专注于广州文物收集的收藏家
；他们有老有少，年纪最大的94岁，年纪最轻的不到30岁。
正是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亲历记忆以及珍贵收藏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我们，才有“羊城沧桑”的
枝繁叶茂。
    还有不少读者经常来电来信甚至亲自登门，向我们述说他们的读后感以及提出建设性意见。
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工作将变得毫无意义。
    在此，还要感谢花城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正是他们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劳动，才让这些星散于报
纸的文章汇集成书出版：感谢黑马大叔以及廖文俊先生、戈凡女士对本书的装帧设计付出的心血。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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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历史。
广州，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更是历史丰富：因为地理位置独特，成了军家必争之地；因为地理位置
独特，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这里开始⋯⋯也正因为其历史悠久，广州留下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城市文化
。
    梁力编著的《羊城沧桑（2）》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有着羊城别称的广州市的古往今来
，回顾了这座城市的沧桑历史及其著名人物，介绍了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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