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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好在哪？这是个似浅
实深、抽象又具体的命题。 要
如何更好地提供素材与 tips
给热爱这座城又诗兴大发的
市民们呢？ 我们还是从“人”
入手吧，看看这里记录的“广
州一天“，也许你会从中找到
创作灵感，继而热切投稿。

清晨 6 点，广州北部从化
山区秋凉初至，河长白峰校来
到安山河。 他脱掉鞋，卷起裤
脚， 一边小心翼翼地踩着河
滩，一边仔细张望是否有垃圾
……300 多名河长全面上线，
广州母亲河———流溪河流域
战略备用水源地 30 条一级支
流，在近日已全部达到Ⅱ类以
上水质，下游千余万广州市民
用水也更安全了。

9 点，香港来穗创业青年
叶正乔正为即将开始的几何
魔术小明星课程做准备。 从
2017 在广州创业至今，25 岁
的叶正乔已经涉足了艺术展
览策划、少儿教育、宠物互联
网 + 物联网等多个领域。 叶
正乔说，广州是个极具活力的
城市，在建设粤港澳大湾背景
下， 他希望能抓住这个机遇，
与广州共成长。

下午 5 点， 一批孩子走
进位于越秀区北京路上的潮
州汇馆， 潮绣第五代传承人
陈泽瑶正准备开课， 从一针
一线中延续城市的非遗情
结。“传统手工似乎与我们渐
行渐远， 但我希望葆有它的
活力 。 希望更多人一起参
与！ ”陈泽瑶说。

晚上 9 点，家住番禺区祈
福新邨的 50 岁退休居民刘敏
华正准备“下班”，将供居民洗
手用的水桶， 擦手用的毛巾，
以及垃圾钳子等放回工具间。
一个月前，广州最大型社区祈
福新邨正式实施垃圾分类“楼
道撤桶”， 刘敏华也成了一名
垃圾分类督导员。 她忽然感
叹：“最近的景象真和一个月
前不同，很多人不仅没了怨气
和不解， 还乐呵呵地积极参
与，真好。 ”

……
这些镜头，只是城市生活

中的千千万万分之一。每一天
的分分秒秒， 广州的不同角
落， 都有热爱她的人为之努
力。 这些独有的风
景，我们希望，您能
记录下来， 并写入
新时代的《望江南·
广州好》之中。

广州到底好在哪？
一城素材可入诗！

公元 837 年夏天 ， 白居
易 65 岁了 ，望着窗外浮云翩
翩， 想起江南的风景与故人 ，
潸然泪下。

白居易当年曾是 “宦游
人”，在苏杭担任刺史 ，在那留
下了 “白堤 ”，并写下 “乱花渐
欲迷人眼 ， 浅草才能没马蹄 ”
的名句。江南的风景镌刻在他
心中。 回到洛阳十二年后 ，白
居易于苦苦追忆中写下三首
著名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
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
蓝。 能不忆江南？ ”

追溯起来 ，这 “忆江南 ”其
实来自于唐朝的另一位诗人
李德裕 ，他曾做过宰相 ，被李
商隐称为“万古之良相”。被贬
崖州后 ，李德裕的宠姬谢秋娘
去世了 ， 李德裕旧情难释 ，写
下名为《谢秋娘》的词。

对创作敏感的白居易很
快发现了这首形式别致的新
词 ， 但是觉得词牌名不够雅
致，于是在抒写对江南的怀念
时，就改为《忆江南 》。 这个词

牌于是成为文坛的新星 ，这就
是后来大名鼎鼎的 “望江南 ”。
之后 ， 文人骚客纷纷出手 ，用
重量级作品为这一词牌加分 ，
如温庭筠 《望江南·梳洗罢 》、
李煜《 望江南·闲梦远》、苏轼
《望江南·超然台作》等。

1959 年 ， 珠江边 ， 花城
畔 ，满腹才情的朱光市长欣然
赋词《望江南·广州好 》五十阕
刊载于《羊城晚报 》，一时传为
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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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阕
词是五十种深情 ，记录了前辈
对南粤大地的深情 。 而今 ，我
们要接过朱光市长的笔 ，写下
我们对广州的热爱。

望江南 ，如今成了 “望岭
南”。这一词牌兜兜转转，千年
传唱 ，终于 ，在我们广州又焕
发了新的诗意。 ·梁佐林·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甘韵仪 李焕坤 徐振天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羊城晚报发出“再赋新词《广州好》”征集令后，搅动了
一城诗兴，也让生活在这座城的人，借此停下来打量审视：
广州到底好在哪？

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千万个广州人眼
中也有千万种“广州好”。 征集活动至今不过 10 日，在投稿
的 200 多首词作中，广州的各种好如若以一言蔽之，仍避
不开“老城市新活力”六字。“五洲货物如轮转”“一城璀璨
尽妖娆”“六大枢纽齐开动”“智慧城市领风骚”“花海如潮
林木盛”“雄才俊逸赴征程”……

从词作到现实，我们由此再次窥见人们心目中的城市
精神气质。 那么，借着这个好时机，让我们再好好触摸这个
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 续写《广州好》的好素材，就藏在这
些日常点滴中……

羊城晚报发出“再
赋新词《广州好》”征
集令， 让很多市民得
以重新审视这座城

“广州好，永庆琼花深。
络水楼廊今肖古，粤城人语
古同今。夹岸荔枝新。 ”暨南
大学文学院学生闫碧萱走
过永庆坊，将所感所想写成
一首《望江南·广州好》。

“我听说，广州荔湾区
的名称来源是‘一湾溪水
绿，两岸荔枝红’，而位于永
庆坊恩宁路上的‘八和会
馆’，过去叫‘琼花会馆’，是
最早的粤剧行业组织，恩宁
路 也 因 此 成 为 了 粤 剧 之
街。 ”在文化溯源过程中，她
深有感触，“在这里，骑楼用
现代的方式保存着它独有
的面貌，古老的城市与新时
代的活力融会贯通 。 如果
说， 两岸的荔枝古已有之，
她芬芳清新的气息至今一
直都在”。

2018 年 10 月 24 日，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永庆坊，
留下“让城市留下记忆，让
人们记住乡愁 ” 的殷殷重
托。 永庆坊作为广州“老城

市焕发新活力” 的样本之
一，论“广州好”，永庆坊哪
能绕开？

“永庆坊就像微缩版的
广州城！”在沙面小学读四年
级的裘鑫茹告诉记者， 早在
4 年前， 她便读过朱光老市
长《望江南·广州好》 的词，

“他专门写广州好，我感到骄
傲。看到今天的永庆坊，我对

‘广州好’又有了新的领悟。”
裘鑫茹说，“永庆坊过去叫永
庆大街，有很多年的历史，饱
经沧桑后变得老旧， 现在又
变得很年轻了。 ”

10 月 20 日， 永庆坊街
巷中传来悠扬的吟诵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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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名羊城学子
相约走进永庆坊与一旁的粤
剧艺术博物馆， 追寻历史记
忆，吟诵心中的“广州好”，这
仿佛是一场穿越 60 年的对
话。古词新诵，致敬一座城市
的坚守与奋进。

“碴 、笃 、撑 …… ”10 月
21 日晚 8 时， 一出粤剧大戏
准时在荔枝湾大戏台上演，表
演者不是真人，而是经典戏剧
影像的全息投影。不少观众倚
在栏杆上，听得津津有味。 何
婆婆笑得合不拢嘴。她告诉记
者， 她住在荔枝湾附近 40 多
年， 目睹了荔枝湾很多变化，
灯光秀开始后，她的生活多了
不少乐趣。

今年 6 月，“荔枝湾·灯光
秀”开始常态化展演，利用声、
光、电技术，在荔枝湾多个节
点展现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
的精彩交融，比如在荔枝湾大
戏台，利用全息技术，大大增
强了影像 3D 效果，使观众产
生一种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
真实感，演绎了广东经典戏剧

《双飞燕》《彩云追月》 等传唱
度较高的作品。

晚上 8 时半， 灯光秀展演
结束，市民、游客渐渐离开表演
区域， 但荔枝湾的夜生活还没
结束。 虽然荔枝湾上已无叫卖
艇仔粥的疍家人， 但艇仔粥仍
是不少荔枝湾夜游人的选择，
不少人走进荔枝湾旁的艇仔粥
水店；除了艇仔粥，荔枝湾两岸
还有广式点心、马蹄爽、咸酸等
经典广府美食任君挑选； 在蒋
光鼐广场， 几个老人家凝神聚
气，悠悠耍起太极，还有功力深
厚的倚在一旁的栏杆上把腿举
过头顶；学生哥吹着秋风，借着
明亮的灯光探讨作业； 水上廊
桥游客停停走走， 拍到满意照
片便会和同伴相视一笑……好
一派新广州惬意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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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赋新词《广州好》”征
集令一出，收获满城诗兴。

一切始于 60 年前的一
桩美谈， 灵感来自对广州这
座城的热爱。

1959 年， 时任广州市长
朱光赋词《望江南·广州好》50
阕刊载于《羊城晚报》，引起满
城瞩目。 2019 年 10 月 14 日，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羊城晚
报报业集团联合发起再赋新
词《广州好》征集活动。

十天过去了，我们从各个
渠道征集到 200 多首《望江
南·广州好》。 经评委会选定，
第一期 30 首词作（20 首成人
作品、10 首中小学生作品）率
先脱颖而出，现邀请市民踊跃

投票，选择心水“广州好”。
10 年前， 同城媒体也曾

延续羊晚文脉，举办过“赋广
州好” 诗词征集活动。 十年
后，广州又是一番脱胎换骨，
新时代新面貌更值得记录。

“广州好” 已然成为羊城母
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眼中的

“广州好”， 城市情怀仍然值

得大写特写。
满城诗兴大发， 其中中

小学生组作品尤为出色，连
评委都不由感叹： 小朋友的
作品更见诗心，少年可畏。 可
见广州城中文脉壮大， 青少
年更是学诗成风、朝气蓬勃。

这，是文学之幸，更是城
市之幸。 ·甘韵仪·

续写《广州好》，新词出炉邀您投票

望江南·广州好
广州好，
最好是清秋。
澄江如练闲云远，
花树红浮镇海楼。
愿君多重游。

———贺雅南
(天河区天府路小学六年二班)

评委点评
此 词 以 “越 秀 远

眺 ”这一广州标志性景
观落墨 ，尤以中间两七
字句为佳 ， 诗中有画 ，
色彩清丽 ， 可圈可点 。
词律亦有小病 ，日后当
加以注意。

望江南·广州好
广州好，
信步倚曲栏。
两岸华灯燎夜宇，
珠江溢彩泛明澜。
月冷意犹酣。

———姚文桢
（退休工程师）

评委点评
此词抓住广州江水

抱城的特点着笔，小中见
大。尤以“月冷意犹酣”为
一词之眼 ，冷写景 ，酣写
心，这一反差，既是实境，
又意味悠长。词律稍有出
入，终是大醇小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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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湾上 几番变迁
风景不同 诗意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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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好，夜泛荔枝湾。 击楫飞觞惊鹭宿，啖虾啜粥乐余闲。
月冷放歌还。 ”60 年前，时任广州市长朱光如此描述夜泛荔枝湾
的惬意生活，字里行间引人遐想。

2019 年 10 月 21 日晚，羊城晚报记者来到荔枝湾，眼前既
无兜售艇仔粥的艇家，亦无受惊飞起的白鹭。 60 年间，荔枝湾河
道从宽阔到消失再到恢复，水质从清澈到浑浊再到复绿，发源于
艇仔上的艇仔粥早已上岸， 曾靠月色照亮的河道如今在灯光作
用下熠熠闪光……虽时光荏苒，岁月变迁，新老广州人在荔枝湾
的惬意生活却一直未变。

荔枝湾的历史可追溯到
广州建城之初的 2200 多年
以前。 公元前 206 年，汉高祖
刘邦派遣陆贾来广州向赵佗
劝降，当时陆贾以今天的西村
为驻地，筑泥城，并在河边种
植花、藕和荔枝，“荔枝湾”因
此得名。

家住荔湾的李伯回忆，过
去广州水系发达，大家出行基
本靠船艇，荔枝湾的河道尤其
宽阔，经常可以见到运货的大
船、载人的小艇来来往往，两
岸种满荔枝树，有“一湾溪水
绿，两岸荔枝红”之说。“入夜
的时候，就会有一排排的小艇

靠岸，招揽客人吃粥，艇仔的
尾部还会插上写着‘粥’字的
旗子。 ”李伯告诉记者，以前
的艇仔粥有蛋丝、 瘦肉丝、葱
花、浮皮、生鱼片，十分有风
味。

随着城市人口增加、环境
污染加剧，1985 年前后，荔湾
湖至多宝桥的水道被覆盖 ，
1992 年， 泮溪酒家至逢源桥
一段水道也被覆盖，荔枝湾变
成暗渠。 2010 年，广州市相关
部门对荔枝湾进行揭盖复涌，
荔枝湾“重见天日”。 后又经
过河涌整治， 荔枝湾溪水复
绿，游客再度纷至沓来。

昔日：两岸荔枝 艇仔往来

今日：科技助力 依然惬意

《望江南》，千年流转望岭南

街
坊
学
堂

在永庆坊，你可以找到乡愁与诗意

孩子们在永庆坊吟诵朱光老市长的词作《广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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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姚文桢所赋新词颇有格调 ，“两岸
华灯燎夜宇， 珠江溢彩泛明澜。 月冷意犹
酣”意境大致如是 插图 / 杜卉

千年古城的活力
生生不息， 正如学子
裘鑫茹所说“历经沧
桑又变年轻”，生活在
这座城的人， 何尝不
是如此？ 经历风雨变
迁之后， 仍然淡定自
若笑对新的生活、新
的环境， 那种旺盛生
命力， 与某种城市精
神如出一辙， 也有力
诠释着“广州好”之一
种。

说到老城市新活
力， 眼下海珠广场是
绕不开的焦点之一。
今年国庆前， 海珠广
场及周边地区 1.3 平
方公里进行了升级改
造，面貌焕然一新，剑
指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客厅”。海珠广场片
区升级改造被称为城
市更新的“活力眼”。
近日记者特地围绕海
珠广场改造进行了走
访， 以探寻城市改造
中的市民生活。

在距离海珠广场
大约 5 公里远的北
边，三元里 O2O 国际
皮革五金城十分热
闹，商城外已挂上“广
州大都市鞋城” 的红
色招牌。“热烈欢迎大
都市鞋城全体商家入
驻”“欢迎回家” 的标
语显得很喜庆， 整栋
商场都在紧张地为
11 月底整体开业做
准备。 他们都是从原
来的海珠广场大都会
鞋城搬过来的。

商家刘大哥说 ：
“从老地方搬过来晚
了点儿， 就怕赶不上
开业的进度 ， 可急
了！”对门的王姐则淡
定许多：“整个店面已
收拾完毕， 就准备联
系以前的客户了。”她
旁边整齐地码着十几
双样品鞋， 还有一名
销售员在埋头整理。

虽未开业， 一些

鞋店已提前迎来了新
老客户。 从海珠广场
到三元里， 地铁二号
线串联的五站距离不
仅没有割断商机，反
而带来更多勃勃生
机。

大都会鞋城曾是
海珠广场周边一个标
志，它有着 20 多年历
史， 是许多首次踏足
这座城市的年轻人，
一头扎进去奋斗的热
土。“骑着自行车进
来， 开着奔驰出去”，
是这片土地上的传
奇， 世界上约有 180
个国家曾造访采购，
更别说其占有珠三角
地区 90%的鞋类零
售的市场份额了。

今年以来， 海珠
广场整体升级改造如
火如荼，8 月，大都会
鞋城商户外迁， 旧楼
拆除。 如今施工工地
旁， 挂在树上的蜂巢
突然被摘掉， 归巢的

“蜜蜂”还在原地飞舞
眷恋。 然而转身离开
的人， 早已到了更适
合他们生存的地方，
全力开始“二次创
业”，再续“大都会”的
繁荣。

商户王姐说：“不
管在国内还是国外，
客户在微信上‘滴’一
声， 我就直接发物流
过去，又几方便嘅。 ”
多年“广漂”经历，这
个东北女人说话时常
常蹦出一两句粤语。
告别大都会， 她很乐
观：“这边环境也好，
交通也方便， 而且有
两年免租的优惠。 ”

这座城市从来不
会停滞，人也一样。从
古到今， 从这里搬到
那里，时间流转，空间
变换，仍然焕发生机。

这， 只是我们巡
城中采撷到的“广州
好”的一个小小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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