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9 年那一年，我父亲
特别忙。 除了日常公务，他花
了极大的精力去组织创作五
羊雕像和写作《广州好》。 ”虽
然时间已过去整整六十年，
但朱光的大儿子朱燕南对于
那段日子仍印象深刻。 他说，
父亲大概是从春节前后开始
集中写作《广州好》的，恰好
尹积昌等几位艺术家的雕像
创作也进入了关键时期，父
亲常亲自参与意见， 还不时
去越秀山实地探看。

1956 年， 朱光就提议在
越秀山上以古老的“五羊传
说” 为原型作为广州塑像，
1959 年时已接近完工。 而他
写的第一首《广州好》，正是以

“山立五羊仙” 结句； 因此在
《羊城晚报》上刊发此词时，画
家的配图上便已有了显著的
五羊雕像景观，这也是雕像最
早公诸大众的形象。

一段图文相映、情景交融
的佳话，今天看来格外珍贵。

“《广州好》见报的这一
年， 我父亲到广州工作正好

十个年头。 从 1949 年广州城
解放起，他就担任新中国主管
广州工作的主要官员，先是主
持工作的副市长、 再到市长，
他对广州的建设投入了全部
精力， 对这座城市有无限深
情。 ”朱燕南说，后来这五十
首《广州好》结集出版时父亲
所写的自序，最能体现他的创
作心曲：“在这十年当中，我
和广州市同胞朝夕相处，甘苦
共尝……广州的一草一木，一
事一物，都使我无限热爱。 我
要赞美它，歌颂它。 大家都说
广州好， 我同样要说广州好！
……兴来调寄《望江南》，写成
《广州好》 五十首， 以抒缱绻
之情……”

朱燕南还提供了一个有
趣的细节：1960 年底，朱光因
工作关系调往北京后，北京报
界曾有人慕名前来拜访，还提
出请他仿照《广州好》的形式
写一写北京，朱光婉拒了。 后
来他笑着对家里人说，这不是
个单纯的文学创作，非要有深
切的感情和了解不可啊！

朱光与五十首《广州好》
跨越一甲子的羊城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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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好 ， 追忆红花
岗。 血荐轩辕垂万古，松涛
陵 上 问 穹 苍 。 血 谊 永 难
忘。 ”

“广州好 ， 忆旧访流
花。 桥畔象山迎盛日，湖开
新 翠 舞 飞 霞 。 春 色 遍 天
涯。 ”

“广州好 ， 人道木棉
红。 落叶开花飞火凤，参天
擎 日 舞 丹 龙 。 三 月 正 春
风。 ”

…… ……
《望江南》本是长盛不

衰的词调，它节奏明快、富
有音乐性， 以白居易一首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最
为知名。 吟咏广州的诗词
自古有之，但如朱光的《广
州好》这般，以博古通今的
视野、 继往开来的建设者
情怀和深挚的岭南情思来
书写的作品， 内容又如此
丰富， 辞采明丽而朗朗上
口，实属杰作。因此当年五
十首《广州好》还在《羊城
晚报》陆续推出，就已是满
城争诵，不久即结集出版。
其中很多词句在景点、舞
台、宣传品等处频繁出现，
其流行程度一点也不亚于
今日的畅销读物。

有学者曾对《广州好》
组词五十首作过统计分
类 ， 其中追溯历史的 9�
首，吟咏名胜古迹的 6 首，
描摹风景的 12 首，状写民
情风俗和传统的 11� 首，
还有歌颂祖国建设新成就
及英雄人物的 11� 首。

如此丰富的内容 ，不
仅与朱光深厚的文化底蕴

分不开， 而且也鲜活地展
现出共和国成立后， 广州
城的巨大变化：筑路修桥，
绿化荒山； 今天游人如织
的麓湖、流花湖、荔湾湖、
东山湖，都在彼时开挖；广
州起义烈士陵园、 三元里
抗英斗争烈士纪念碑 、黄
花岗七十二烈士公园等，
也都开始建设……对于这
一切而言， 朱光既是挥汗
如雨的劳动者、领导者、创
造者， 又是由衷礼赞的市
民和诗人。

胡希明的女儿、 诗人
胡区区说， 直到现在还有
不少人将这批词作当成练
字文本、 填词的样本，《广
州好》 为羊城增添了历史
厚重感， 同时又以浓郁的
生活气息， 点醒人人可知
可感的热爱， 堪称一笔宝
贵的文化财富。

甲子回旋， 五羊雕像
守护着的这座城市万象更
新，但《广州好》的题中之
义依然鲜活———回望七十
年建设成就， 热爱并礼赞
羊城新貌， 保育更光大岭
南文脉， 再一次唤起全城
的记忆与激情， 今日正当
其时。

为此， 中共广州市委
宣传部、 羊城晚报报业集
团联合主办续写“广州好”
特别策划，诚邀广大市民、
文学爱好者参与，沿用《望
江南·广州好》体例进行再
创作， 让我们用浸润着传
统智慧的形式， 共同发现
新时代的城市之美、 文明
之光。

昔日
江上渔火点点
“当年的珠江渔火如点

点繁星，是另一种味道。 ”57
岁的李叔家住广州荔湾，是
一名老广州人。 他告诉记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广州城
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 珠江
上的水上人家则在帆船桅杆
上挂上风吹不灭、 雨浇不熄
的马灯， 以供生活、 捕捞之

需，行人从岸边眺望，可以看
到珠江上有点点渔火， 与澄
澈江面上的倒影连成片，正
是“微微风簇浪， 散作满河
星”的现实写照。

“夜深了，水上人家要靠
岸休息， 他们就会在码头扎
堆，帆船首尾相连，船头挂上
马灯，防止碰撞，也便于停泊
较远的水上人家能跨过一条
条渔船上岸。 所以，很多时候
都能看见渔火密集地在珠江
岸边亮着。 ”他回忆道。

今日
两岸光华夺目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后，用电开始普及，越来越多
水上人家上岸定居， 珠江渔
火也渐渐消失了。 ”李叔说。
渔船越来越少， 游船却越来
越受欢迎。

珠江两岸的灯饰越来越
丰富， 珠江夜游游客逐渐上
升。 2011 年，第一届广州国
际灯光节开幕，那一年开始，
从花城广场， 一直延续到珠
江两岸， 广州国际灯光节用
最闪耀的姿态呈现城市文化
与城市面貌， 这样的盛景已

陪伴市民走过 8 年。 广州国
际灯光节也早已从文化活
动，逐渐成长为与法国里昂、
澳大利亚悉尼灯光节齐名的
“世界三大灯光节” 之一，也
成为一张代表广州城市形象
的新名片， 珠江也因此更加
璀璨。

其中，“一江两岸三带”
核心段景观照明提升项目
西起珠江白鹅潭、东至东圃
特大桥，涉及越秀、海珠、荔
湾和天河四个区 ， 包括约
700 多栋建筑 ，10 座桥梁 ，
海心沙和花城广场 2 个广
场 ， 以及珠江南北岸约 40
公里岸线，共安装景观灯具
约 50 万盏。

9 月 12 日， 夜幕拉开，

华灯登场， 珠江两岸亮起来
了。 虽然下着小雨，但仍然有
不少市民参与珠江夜游。 以
广州新中轴线和城市地标广
州塔为原点， 往西经过广州
亚运会开幕式举办地海心
沙、 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
的大学中山大学等， 往东走
过风情独特的琶醍啤酒文化
创意艺术区、 正在崛起的琶
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 现代
化气息浓郁的广交会会址
等。

这座城市开放、创新、年
轻的气息 ， 随江风徐徐吹
来。 羊城市民也从这一束束
灯光变幻中， 读懂今天的
“广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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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他深情礼赞这座城
盛世今日，邀您续写《广州好》

若非今日这番追寻，岁月已几乎轻轻掩住了行迹：作为广州
城头号地标的五羊雕像，与现代人咏叹广州最知名的词作《广州
好》、同植根于这座古城的《羊城晚报》，竟是如此紧密相连！

在通往雕像的山坡下，游人拾级而上的起步处，左右有两
块如门户般的大石。人人可见，勒石而刻的红色大字，右面标明
“五羊雕像”，左边则是一阕词作：“广州好，城古越千年。 饱阅
沧桑消劫烬，缅怀缔造接前贤。 山立五羊仙。 ”落款为“朱光 一
九五九年十月”。

这不是普通的点题之作。 朱光，时任广州市长；1959 年 10
月，日后的广州城标五羊雕像正在加紧兴建；而这一首以《望江
南》词牌创作的长短句，为至今脍炙人口的五十首《广州好》词
作开篇，刊载于 1959 年 7 月 12 日的《羊城晚报》。

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从 1959 年 7 月 12 日到
9 月 9 日 60 天期间，《羊城
晚报》以每次一篇 ，国画配
词句、文图分置于一本翻开
的书页两侧的形式 ，在“花
地 ”副刊陆续刊出了朱光所
作的五十首《广州好》。 此事
更为直接的当事人 ， 应属
《羊城晚报》的创始人之一、
时任副总编辑的老报人杨
奇 。 今已 97 岁高龄的杨奇
与朱光私交甚笃 ，他称赞朱
光市长是一位全心为公、襟
怀坦荡的领导 ，且有极深厚
的文化情结。

“朱光市长非常爱看《羊
城晚报》， 他亲口对我说过，
每晚必看，哪怕到深夜也不会
落下。 所以，当他说起打算将

《广州好》 陆续交付报社来发
表，我并不感到吃惊。 ”杨奇
介绍， 这五十首词作如何谋
篇、取材落笔全都是朱光自己
确定，但配画事宜由副刊部当
时的负责人杨家文协助进行，
方人定、关山月、黎雄才、赵崇
正等名家都欣然参与过。

“朱光同志非常谦虚，他
每次有了新作寄给我，总要我
和当时的省文史馆副馆长、作
家胡希明一起提意见，几经斟
酌才定稿发表，但实际上改得
很少， 最多一两个字的商榷。
我和胡希明都很赞叹，一位政
务繁忙的领导同志，拥有如此
出色的文才！而且他不是一时
热情，真的坚持创作了如此可
观的一系列作品。 ”

当年满城争诵《广州好》
深挚情思还待今日再续

听老报人杨奇追忆
羊晚结缘《广州好》

1959 年，值新中国成立
十周年之际，市长朱光赋词
《望江南·广州好》 五十阕，
刊载于《羊城晚报》，满城传
诵，至今脍炙人口。

今甲子回旋， 广州文脉
光大，万象焕新，为之再赋新
词，弦歌相继，正当其时。

兹诚邀广大文学爱好
者，沿用《望江南·广州好》
体例，续前贤雅怀，咏羊城
新姿。不负今时，传诸后世，
敬期诸君，共襄盛举。

征集令

《望江南·广州好》征集活动
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羊城晚
报报业集团主办， 并得到广州地
铁集团有限公司、 羊城晚报教育
发展研究院、 广州品读行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等大力支持。

羊城晚报将组织专业评审委
员会， 每十日对投稿作品进行阶
段性评选，每期选出 30 篇优秀作
品公开投票。 每期将有好作品脱
颖而出， 得以在羊城晚报全平台
推送， 包括经由评审委员会选出
的最优作品， 以及得票最多的人
气之作。 最终胜出者将获得“文化
大餐”以及万元奖金。 我们还将深
入探究这些好辞章背后的广州好
故事，为您一一讲述。

【征集时间】
2019 年 10 月 14 日 -2019 年

12 月 15 日
【作品要求】

每人投稿 1 份。 以《望江南·
广州好》为题目，依照词牌样式创
作，文字须为原创。

【投稿渠道】
成人组

网投 通过羊城派 APP，或微信公
众号“羊城晚报”投稿。
邮寄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黄埔大道中 315 号羊城晚报社广
州新闻全媒体编辑部；邮政编码：
510655。请注明“《广州好》诗词征
集”，并留下职业、年龄、姓名、联
系方式。

中小学生组
通过微信公众号“羊城晚报

校园达人”投稿。 作品以 word 文
档作为附件上传到平台， 文档命
名为“学校 + 年级 + 姓名 + 联系
方式”。

【奖项设置】
每期优秀作品将在网上展示

与公开投票。成人组作品在羊城派
APP 或微信公众号“羊城晚报”展
示与投票；中小学生组作品在微信
公众号“羊城晚报校园达人”上展
示与投票。各组别单期人气冠军分
别获得 300 元现金奖励。

通过评审委员会选定与网络
投票结果相结合， 活动最终评选
出前 50 名作品。 每位作者将获得
2020 年全年《羊城晚报》一份；中
小学生组作者另再奖励一套《小
学生必诵古诗词 360 首》和《小学
生必诵古文 240 篇》丛书。

前 50 名作品进入决赛。 由评
审委员会评选出一等奖 1 名，奖金
10000 元； 二等奖 2 名， 奖金各
5000 元 ； 三等奖 3 名 ， 奖金各
3000 元。 由网络投票决出最具人
气奖 1 名，奖金 3000 元。 获奖者
将获邀参加颁奖典礼并进行表彰。

活动解释权最终归羊城晚报
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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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珠江两岸风景如画，早已不是朱光词中旧模样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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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派 APP

微信公众号
“羊城晚报”

微信公众号
“羊城晚报校园达人”

欢迎扫码参与活动

羊城晚报记者 甘韵仪

从微微渔灯，到璀璨
灯火。

一江珠水可读广州
上下两千年。

60 年前，《望江南·
广州好》 用建设者的视
角， 记录了当时的广州。
今昔对比，时空变化一目
了然。

当时，作词人、时任
广州市市长朱光如此描
述当年的珠江两岸：“广
州好，月上试凭栏，银汉
繁星燎夜宇，珠江渔火照
明澜，俯仰几回看。 ”

2019 年 9 月 12
日，羊城晚报记者登上了
珠江夜船。 广州下着小
雨，未见“月上试凭栏”，
眼前的景象也早已不是
词中“珠江渔火照明澜”
的场景。广州人的母亲河
珠江， 两岸焕然一新，是
这座城市最靓丽的风景
之一，也浓缩了广州数十
年来的发展之路。

五羊雕像下，朱光所作《广州好》刻于石上
越秀山上仲元楼前立着朱光雕像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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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时任广州市长朱光赋词 50 阕刊载于羊城晚报，留下一段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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