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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轶闻》

内容概要

《广州轶闻》内容简介：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色鲜明、灿烂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
，其开发利用已引起社会的重视。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虽已有《岭南文库》作
为成果的载体，但《岭南文库》定位在学术层面，不负有普及职能，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不
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现象。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
的内涵有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出版《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的初衷
盖出于此。因此，《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可视作《岭南文库》的延伸。
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选题广泛，覆盖面广，力求文字精炼，图文并茂，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
，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与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共同策划、编辑，岭南文化
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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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轶闻》

书籍目录

羊石西来五羊神话在黄埔上演蛋家女杰郑一嫂班禅不曾到羊城有个人物叫金光澹归和尚飘零记“斗零
”源出张之洞将军撰联镇海楼客上天然居周老十传奇江家旧物在北园“宝汉”楹联藏秘史李我讲古怪
才何淡如岑学吕题联六榕寺东方特洛伊道士与秦代造船场炮打瘦狗岭话说观音楼大北火车站与广州回
族人巴斯人在穗、港、澳广州牛杂“嚓嚓嚓”唔使问阿桂粤俗语记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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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轶闻》

章节摘录

插图：此联的作者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其撰作，缘于中国海军史上一桩里程碑式的大事。西洋海
军，至19世纪中叶，使用的都是木质风帆战舰。1860年，法国在木舰两侧开有炮门的部位嵌上钢板，
开创了“铁甲舰”的新时代。此后短短十余年，战舰由全木制而至全钢制，飞速更新换代。中国海军
的初创期，与铁甲舰的面世同步。1862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席大臣恭亲王奕诉向英国购买战舰6艘
，但这是法国式的改装木质舰，在西方正被淘汰，于是折价退货。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立福州
船政局，自造战舰，无奈质量不佳。不久，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自1874年至1879年
，他陆续向英国购买新型铁甲舰11艘，为日后的北洋舰队奠定了基础。1879年夏，被清政府聘任为中
国税务总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李鸿章透露：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火炮公司研制出一种名叫“巡洋舰”的新
式战舰，比此前的各种铁甲舰都要先进。赫德建议中国购买。李鸿章决定订造两艘，分别定名为“超
勇号”和“扬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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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轶闻》

编辑推荐

《广州轶闻》是岭南文化知识书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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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轶闻》

精彩短评

1、配有图画,对广州的讲解细致,有味,适合外省人了解广东
2、作者文笔很好，有可读性！
3、好书！值得所有在广州居住过的人看看~~
4、这本书介绍的故事非常有趣，都是一些我以前没听过或版本不一样，如果你想知道广州的旧事，
这本书会告诉你很多。
5、唐宁看的，人家今天去买65折书，我去看书，下楼的时候看见等着进去的队伍老长了！我真是贱啊
。
6、由于我系广州人，所以对广州的历史都非常感兴趣。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满族的老广州，根据他
儿时和年轻时对广州的认识与认知而写的。

Page 6



《广州轶闻》

精彩书评

1、五代以前，我的祖先已经居住在广州，我应该算是地道的广州人。但是，非常惭愧，长期接受普
语文化教育的我，对广州的轶闻掌故却知之甚少。工作以来，长时间缺失粤语交流的环境，我的思维
和表达方式也变得极为普语化，以至于生活中交谈，有一些词语竟然想不起粤语应如何表达。祖先闻
之，恐怕于九泉之下也要摇头叹息了！所幸我们还有文字的记录。不知从何时开始，《羊城晚报》的
“花地”和“晚会”两版成了我每天必读的功课。有段时间，“晚会”版不时有一作者名“杨万翔”
，讲述广州古记，从镇海楼的名联，波罗神庙的传说，到大佛寺的典故，内容皆是我闻所未闻，在杨
先生妙笔之下娓娓道来，别具意趣。此后每天看《羊城晚报》，都第一时间翻翻晚会，看看有没有杨
先生的大作，有则兴奋不已，细细读之，并剪下留存。当是时，每次读到杨先生的文章，我总是向爸
爸感叹：“这些掌故，如果杨先生不写，我们就不会知道了，多可惜啊！”看得多了，不禁胡思乱想
，如果杨先生的文章能结集出版，这些宝贵的财富便可以流传下来了。转眼若干年过去，某天在卓越
上闲逛，惊喜地发现杨先生的部分文章竟然真的出版了——就是我刚看完的这本《广州轶闻》（广东
人民出版社出版）。《广州轶闻》一书，收录杨万翔先生作品凡24篇，重点回顾广州之古人古迹故事
。古人概有张之洞、彭玉麟、丁汝昌、何淡如、岑学吕、江太史、郑一嫂等，每个人都曾在广州画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如张之洞，创办广雅书院和广东水陆军学堂，修建广州第一条马路——长堤大马
路，置办洋务，现代广州之雏形，张之洞功不可没，而粤语“斗零”一词，源自此公于广州试铸银元
。又如彭玉麟，中法战争时督师广州，镇海楼之名联正出自此人之手，在此联之先，乃有丁汝昌登楼
撰联，巍巍镇海楼，五百年默然安在，却令英雄泪满襟。又如郑一嫂，这位疍家女英雄曾一统珠水上
众海盗，单枪匹马与清朝将军谈判，投诚清廷后，扶助丈夫张保仔驻守澎湖，最后因得罪林则徐，被
褫夺命妇衔，在广州悄然离世，其人生之起伏跌宕，是疍家历史一个不可磨灭的剪影，也为后人如我
等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古人故事总是或多或少留下痕迹。书中讲述古迹记有波罗神庙、大佛寺、镇
海楼、六榕寺、观音楼（妙吉祥室）、瘦狗岭、回族先贤古墓等，古迹沧海桑田之变幻，见证着广州
城的变迁。这些古迹，有不少因应近年广州的发展重新焕发光彩，如波罗神庙、南越国宫署、城隍庙
等，但是更多的古迹，却带着它们的故事，湮灭于寻找巷陌中。虽则事物之生灭自有时，但若不留下
一鳞半爪，或者没有如杨先生等人的考证记录，我等居于现代石屎森林之后辈对着广州城事、广州城
史一头雾水不知宗，这广州城悠悠二千载之文化，何谈传承？只怕连想一发思古之幽情也没有机会了
。杨万翔先生显然文史功底深厚，其所记之人之事，无不包含严谨的历史考证，对悬而未决之谜团，
根据自己掌握之证据细细推敲，客观推断。其文字活泼通俗，饱含粤味之幽默睿智，可谓发千钧笔力
于毫端，浅尝之能得其知识、得其意趣，深挖之则能敲开广州文化之大门，引导读者初窥门径，启发
后学者细细推究每篇之主题，演绎成学术论文。庄谐并重，雅俗共赏，是我对杨先生文字的八字评语
。作为五层楼下的子孙，如果要选一本书开始了解广州，我想《广州轶闻》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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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轶闻》

章节试读

1、《广州轶闻》的笔记-第1页

        五代以前，我的祖先已经居住在广州，我应该算是地道的广州人。但是，非常惭愧，长期接受普
语文化教育的我，对广州的轶闻掌故却知之甚少。工作以来，长时间缺失粤语交流的环境，我的思维
和表达方式也变得极为普语化，以至于生活中交谈，有一些词语竟然想不起粤语应如何表达。祖先闻
之，恐怕于九泉之下也要摇头叹息了！

 

所幸我们还有文字的记录。不知从何时开始，《羊城晚报》的“花地”和“晚会”两版成了我每天必
读的功课。有段时间，“晚会”版不时有一作者名“杨万翔”，讲述广州古记，从镇海楼的名联，波
罗神庙的传说，到大佛寺的典故，内容皆是我闻所未闻，在杨先生妙笔之下娓娓道来，别具意趣。此
后每天看《羊城晚报》，都第一时间翻翻晚会，看看有没有杨先生的大作，有则兴奋不已，细细读之
，并剪下留存。当是时，每次读到杨先生的文章，我总是向爸爸感叹：“这些掌故，如果杨先生不写
，我们就不会知道了，多可惜啊！”看得多了，不禁胡思乱想，如果杨先生的文章能结集出版，这些
宝贵的财富便可以流传下来了。转眼若干年过去，某天在卓越上闲逛，惊喜地发现杨先生的部分文章
竟然真的出版了——就是我刚看完的这本《广州轶闻》（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轶闻》一书，收录杨万翔先生作品凡24篇，重点回顾广州之古人古迹故事。古人概有张之洞、
彭玉麟、丁汝昌、何淡如、岑学吕、江太史、郑一嫂等，每个人都曾在广州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比
如张之洞，创办广雅书院和广东水陆军学堂，修建广州第一条马路——长堤大马路，置办洋务，现代
广州之雏形，张之洞功不可没，而粤语“斗零”一词，源自此公于广州试铸银元。又如彭玉麟，中法
战争时督师广州，镇海楼之名联正出自此人之手，在此联之先，乃有丁汝昌登楼撰联，巍巍镇海楼，
五百年默然安在，却令英雄泪满襟。又如郑一嫂，这位疍家女英雄曾一统珠水上众海盗，单枪匹马与
清朝将军谈判，投诚清廷后，扶助丈夫张保仔驻守澎湖，最后因得罪林则徐，被褫夺命妇衔，在广州
悄然离世，其人生之起伏跌宕，是疍家历史一个不可磨灭的剪影，也为后人如我等留下无限的想象空
间。古人故事总是或多或少留下痕迹。书中讲述古迹记有波罗神庙、大佛寺、镇海楼、六榕寺、观音
楼（妙吉祥室）、瘦狗岭、回族先贤古墓等，古迹沧海桑田之变幻，见证着广州城的变迁。这些古迹
，有不少因应近年广州的发展重新焕发光彩，如波罗神庙、南越国宫署、城隍庙等，但是更多的古迹
，却带着它们的故事，湮灭于寻找巷陌中。虽则事物之生灭自有时，但若不留下一鳞半爪，或者没有
如杨先生等人的考证记录，我等居于现代石屎森林之后辈对着广州城事、广州城史一头雾水不知宗，
这广州城悠悠二千载之文化，何谈传承？只怕连想一发思古之幽情也没有机会了。

 

杨万翔先生显然文史功底深厚，其所记之人之事，无不包含严谨的历史考证，对悬而未决之谜团，根
据自己掌握之证据细细推敲，客观推断。其文字活泼通俗，饱含粤味之幽默睿智，可谓发千钧笔力于
毫端，浅尝之能得其知识、得其意趣，深挖之则能敲开广州文化之大门，引导读者初窥门径，启发后
学者细细推究每篇之主题，演绎成学术论文。庄谐并重，雅俗共赏，是我对杨先生文字的八字评语。

 

作为五层楼下的子孙，如果要选一本书开始了解广州，我想《广州轶闻》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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