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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身在异地，当别人问起我来自何方的时候，我都会很自豪地答一句：“我来自广州！
”但身为广州人的我们，到底又是自何方而来呢？
    无疑，历史上广州是一个移民城市，  “绝对的广州人”现在是无迹可寻了，  “相对的广州人”属
于广府文化体系中的人群的一部分。
要搞清我们的身世，首先就要搞清什么是广府人。
广府人是由古越人和南迁的中原移民融合而成的，使用广府话。
    广府民系的形成主要分三大源头。
第一是古越人，主要是南越人，属于土著。
第二是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中原移民。
第三则是来自珠玑巷的移民。
    对于在当下，说超过七成的广府人是珠玑巷后裔的讲法，讲古佬并不认同。
    普遍认为，在宋末，由于朝廷政治腐败、战乱不断等原因，大量中原人迁徙岭南，聚居珠玑巷，引
发珠玑巷人大举南迁珠三角并开枝散叶，故很多广府人对珠玑巷有“吾家故乡”的叫法。
    我们可以试着分析，究竟在珠玑巷人南迁之前，是否有广府人的存在？
其实，早在这次南迁之前，珠江三角洲一带在南北朝至唐朝期间已经人口众多，而且说的也是广府方
言。
按史料记载，单单是其中的广州城的人口已经过百万。
而且，人口的南迁也不止一次，除了南宋末年的这一次之外，秦时期的对岭南的开发、汉武帝时期的
南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永嘉之乱”、北宋时期的高宗南逃都是引发人口大规模从中原迁入岭南的
重要事件。
如果说广府人大部分来自珠玑巷，就忽略了珠三角原住民的存在了。
也就是说，在宋末元初珠玑巷人南迁之前，珠三角地区已经有成形的广府民系的存在，而这一次的南
迁只可看作是广府民系一次整合的过程。
    但为何这么多的广府人都认同这种“珠玑巷说”呢？
其实是因为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中原文化的流入前所未有地加深了岭南地区的汉化程度，  “越人
”和“汉人”的区别渐渐消失，广府人对于自身汉族血统的认同感不断强化。
所以，元初的这一次珠玑人南迁，也就激起了广府人的汉民族自尊，有意无意地把珠玑巷这个原本中
原南迁移民的中转站认定为自己的发源之地。
    综上而言，广府民系的形成，应该是在汉灭南越之后，而不是在南宋之后。
汉文化与越文化的融合，则构成广府文化的基本框架。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新广府人不断加入到广府人这个大家庭，不论新人也好旧人也好，每一位广
府人都需要认真想想，怎样将广府文化这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产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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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颜志图先生的《羊城讲古》讲古有声有色，一把扇子一开一合，一动一静，给听者无限想象空间。
他的动作不多但很干练，内涵很深。
希望更多年轻人读《羊城讲古》，听他讲古，将粤语讲古这门艺术发扬传承下去。
跟随讲古佬漫游羊城品读广州昨日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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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颜志图，粤语说书表演艺术家，广州市说书学会原会长，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粤语讲古”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
20世纪60年代师从侯佩玉先生学习说书艺术，至今已从艺50余年，是一位深受群众喜爱的说书艺人。
代表作品有传统说书《三国》、《水浒传》等，电视说书《洪熙官》系列，播音说书《黄飞鸿》、《
螳螂豪侠传》等，说书艺术论著《榕荫古趣——广州说书》。
曾主持电视节目《羊城度度有段古》和《寻根问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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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年三十，节目多    旧时广州，每到年三十那天早上，农民卖的蔗，总是带着长长的蔗荚，生菜总是带
根的，表示“有头有尾”。
一时之间，满街满巷都见到有人扛着一两根长长的带叶蔗走路，堪称一景。
    晚上少不了的是一餐“团年饭”，当鸡杀鸭，拜祭天地祖先，一家人团聚吃饭，一般不请外人，菜
式随人所好，但不会有“炒鱿鱼”这味菜，事关“炒鱿鱼”在广州话中也指被老板辞退。
有些好意头的菜式就会经常出现在饭台之上，例如炒芹菜，就寄予了父母盼子女食后“勤勤力力”的
希望，又例如慈姑焖猪肉，就表达了欲添男丁的希望。
    食过团年饭之后，晚辈要向长辈行礼，长辈照例给一封“利市”，称为“压岁钱”。
家长又会要自己的细路（小孩）着上新鞋，拿上香火，口袋装着红鸡蛋，沿街卖懒，他们会边行边唱
：“卖懒、卖懒，卖到年卅晚，人懒我晤懒。
”“卖懒仔、卖懒儿，卖懒卖到广西畀黄大姑。
”据说，经历“卖懒”，细路（小孩）在下一年就不会懒惰，不过这种习俗在民国后期已很少见了。
    人们在煮团年饭时，亦会顺便煎一两条土鲮鱼，放在米缸里，要过了年才吃，称为“责年”（“责
”在粤语中是“压”的意思），意思是说“年年有余”。
    过去有守岁习俗，通宵达旦不睡，据说是祈求来年纳福祥和，后来渐渐被“行花街”所代替，多数
是吃完团年饭后游花市，游完回家，一到夜晚十二时就烧炮仗（鞭炮）以迎新岁，烧完之后就睡，很
少通宵达旦守岁了。
    “行花街”时，人们选购的多是橘果类植物（朱砂橘、四季橘、金橘、金蛋子等），寓意大吉大利
，生意人多购买吊钟花或桃花，寓意财源滚滚、大展宏图。
过去的商店，总要摆一棵巨大的吊钟花或桃花才够“威水”（威风）的。
未婚男子也喜欢买桃花，扛着它在花市转几圈，说是行“桃花运”。
此外，多是买菊花、剑兰、水仙、山茶、鸡冠、彩雀、富贵竹，等等。
很多人不喜欢买菊花，认为意头不好，说是“一年到头白谷”（也就是“一年白忙乎了”的意思。
粤语俗语中，“谷”有憋的意思）。
    花市不但卖花，而且还卖工艺品、儿童玩具等。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风车，广州人“行花街”通常都会买一个风车回家，寓意在新一年“转转运”。
    花街一般在春节前三天就摆卖了，除夕是它的最高潮。
往日，一到除夕晚上12点，家家户户都烧起炮仗，十多分钟后还响声不绝、震耳欲聋，全城硝烟弥漫
，遍地都是红纸碎，人们迎来了新的一年。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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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以文字说书    “一块醒木上下分，上至君王下至臣。
君王一块辖文武，文武一块辖黎民。
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警鬼神。
僧家一块劝佛法，道家一块劝玄门。
”醒木一拍，单枪匹马于说书台上说文说武，少则半时辰，多则一时辰，皆一气呵成。
老前辈教落，上场无有错罢重来之机，唯有案头功夫、排练操演做得充分。
是故，欲要于看官面前，独角戏演得自然，则于烛灯下，撰诗歌、背台词、度“手面”（手部动作、
面部表情）、记台步样样须足。
此等合而本，即话本也。
话本、话本，其实又何止说话底本般简单，诸如台上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俱要于本上设计停当。
    说书乃舞台艺术，在新闻纸上却是难以表现，其要画上一个个动态公仔乎？
故此，应《南方都市报》早茶版编辑李建平之约，特辟“粤讲越俗”专栏，但能以说书人之口吻，写
羊城故事，温僻陋旧闻。
然，此亦不能称为“以字说书”，应作“以字讲古”也。
皆因说书要讲要演须遵程序，讲古不过是讲述故事，自由得多，以致文字能讲古，却说书不得。
于是乎，说书人思前想后，姑且以“羊城讲古”作书名，取其“说书人以字讲羊城古”之意。
    但是，“古仔”难免有古人附会、仆等说书人“老作”（虚构）之处。
唯恐误人子弟，致后人视虚为实，将胡诌之语作史料引用，仆又佐以史实素材，虚实冶一炉，聊增笑
耳。
    家师故事文集得以成书，感谢《南方都市报》为说书人提供专栏平台，并为选题定位出谋划策；感
谢南方日报出版社编辑刘志一博士为书籍编排设计费煞心思。
此外，还要多谢广州市致境文化传播公司和贰壹零影像设计策划机构在图片拍摄等方面给予的帮助。
    说不尽者，书也，还待众看官观此书而后移玉步，感受那或许稍纵即逝的老城片断。
    说书后学彭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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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颜志图先生讲古有声有色，一把扇子一开一合，一动一静，给听者无限想象空间。
他的动作不多但很干练，内涵很深。
我希望更多年轻人读这本书，听他讲古，将粤语讲古这门艺术发扬传承下去。
    ——叶春生（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白云山有哪些神仙？
为什么越秀山又叫观音山？
西关大屋有什么“古仔”？
为什么说食在广州？
南海神庙为什么又叫波罗庙？
广州处处有段古⋯⋯任何想了解广州文化和历史的朋友，都不应疏忽羊城的故事。
就让我们随着讲古佬一起穿越广州吧⋯⋯    ——黄淼章（广州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广东岭南文化艺
术研究会副会长）    假若我们任由说书消失，人类将会从此失去这份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我就会心
有不安。
真的希望颜先生的事业能不断壮大，继续将艺术传授给他的徒弟，并且继续将奇妙的故事告诉那些驻
足看他说书的贤才哲士。
    ——鲍勃·威尔金斯（英国说书艺人、英国职业讲故事社原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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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白云山有哪些神仙？
为什么越秀山又叫观音山？
西关大屋有什么“古仔”？
为什么说食在广州？
南海神庙为什么又叫波罗庙？
让我们跟随颜志图所著的《羊城讲古》讲古佬一起穿越广州吧。
羊城讲古佬颜志图入选了“省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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