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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 羊城文脉千年一贯

龙虎际会各领风骚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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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馆向东 700 余米， 到文明
路与越秀中路交界处， 来到今天中
图的主要馆舍所在地。这里 1989 年
才全面竣工，因而被称为中图新馆，
在地缘上与中山先生渊源最深。

从 1684 年开始，这一带就是举
行广东乡试的广州贡院所在地，康
有为、梁启超就是在此中了举人，中
图至今保留的那一段斑驳“龙虎墙”
（当年贡院用于张贴广东乡试榜单
的一堵老墙）上，或曾有过他们的名
姓。随着清末废除科举，此间历经两
广速成师范馆、 两广优级师范学堂
等新式教育阶段， 办学不辍。 1906
年学校建起了标志性的钟楼和东、
西堂。 1923 年孙中山平定陈炯明叛
乱回到广州时， 它已更名为广东高
等师范学校， 中山先生多次来到钟
楼礼堂发表革命演讲。 1924 年,他
颁布大元帅令， 将该校和广东省立
法政大学、 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一同组建广东大学（1926 年正式更
名为中山大学 ， 沿用至今 ）。 1924
年，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
在这个礼堂召开，孙中山、李大钊、

毛泽东等人济济一堂，开创历史。
那座通体明黄的钟楼建筑，依旧

美丽。 鲁迅先生 1927 年任教于中山
大学，曾在二楼住过数月，因此今天
钟楼成为了广州唯一的鲁迅纪念馆。
与它相邻的旧日中山大学其他斋寓，
都已逐步成为中图新馆的组成部分，
换一种方式，滋养地方。 特别值得一
提，新馆院内竟还有一片绿草地荣登
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革
命广场旧址。 作为当时广东大学的操
场，这里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重要的集会场所，1924 年孙中山
曾亲临此地向群众宣讲，1926 年国
民革命军也从这里誓师北伐，被称为

“革命广场”当之无愧。
除了战乱时曾短暂闭馆和避走

粤北，中图基本是在西起文德路、东
到越秀中路、南至玉带濠、北往中山
四路， 方圆不足半平方公里的广州
越秀老城里， 走过了 118 年。 流转
间，它牵引着历史脉动，以文化人，
更掀起思想和政治的波澜， 传递出
属于岭南的魅力。

一则新发现的珍贵史料，
解决了一个有意思的历史问
题。

今日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以下简称 “中图 ”），是目前
全国大型公共图书馆中唯一有

“中山”二字冠名的，这自然是
为了纪念———广东是孙中山的
故乡，且民国时期的“广州市
立中山图书馆”为该馆源流之
一。 但一直以来，没有任何文
献或史料记载能够证实中山先
生曾到过这里。 虽然这座华南
最早的现代公共图书馆，在民
国初建的 1912 年便已创立。
几乎正好距今 99 年前 ，1921
年 1 月 19 日，新加坡《新国民
日报》在第六版“广东要闻”头
条刊登了一条消息 ， 标题为
“孙总裁参观图书馆” (见 上
图 )，讲述中山先生与当时多名
粤籍国会议员参观“广雅书院
图书馆”一事，还提到馆内“抗
风轩”是他青年时与兴中会同
志一起图谋革命的“会议场”
———这条 200 余字的小消息，
当时就不惹眼，更不用说还经
历了一个世纪的岁月尘掩。

直到 2019 年， 广东省社
科院研究员张金超偶然得见这

篇文字，觉得“眼生”，相询于
中图副馆长倪俊明， 再经一番
研读，才据此断定：1920 年 12
月 29 日， 中山先生确曾来访
过这座与他别具渊源的图书
馆！

倪俊明告诉记者，这条史
料非常珍稀，不仅目前可见的
该日期前后其他民国报刊未
录入此事，有关孙中山先生的
全集、年谱长编 、大事记乃至
《民国广东大事记》，也都没有
记载。仔细推敲新闻描述中涉
及的时间、人物、场合等之后，
他们确认这次参观就发生在
孙中山 1920 年 11 月回到广
州重举护法旗帜、组建军政府
之后一个月。 只是文中的“广
雅书院图书馆”当为“广雅书
局图书馆”之误 ，后者是中图
最早的前身，位于今天文德路
62 号大院及南侧“玉带濠”街
巷一带（后称 “南馆 ”）。 中山
先生念念不忘的抗风轩，也是
原馆址所在的“南园”名胜，从
元明之际就承载着岭南清刚
雄直、抗御外侮的文风。 后来
中图又先后在广府学宫、番山
故地上办起“北馆”，藉广州贡
院、广东大学的旧址办“新馆”
……辗转腾挪，终未离千年古
城的文脉之根。

这番话引起了记者追寻文
史的兴趣。 图书馆本就是保存
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 但像中
图这样， 单从它一百余年来主
要馆址的地理变迁， 便能勾连
起岭南文教的兴衰传续、 折射
时代大潮的，并不多见。

从广州越秀区中山四路向
南，拐入德政中路，直行约五
百米， 东边就是一条小巷，起
首的仿古门楼上有“玉带濠”
三字。 入内，除了觉得似比寻
常老城巷陌略宽，并没有太大
不同。 实在难以想象，这条玉
带濠开凿于北宋，是数百年间
广州重要的城中河涌，最盛时
河 面 宽 度 超 过 二 十 丈 （60
米 ）。 两岸商贸繁密， 佳木缤
纷，自元代后期还形成了广州
城南厢最有名的园林南园。元
末明初，孙蕡、黄哲、王佐、李
德、赵介等五位诗人结“南园
诗社 ”于此，开岭南诗坛“雄
直之风”， 在广东文学史上地
位尊显。 当时已有抗风轩，到
明代又加建了三忠祠祭祀忠
臣，还有“南园后五子”“南园
十二子” 等才俊继起。 如今，
玉带濠已是民居连片，附近只
有聚仁坊、聚贤北街的地名隐
约可见史迹，“文章忠孝两臻
绝”的南园故事则被铸入道边
院墙的铜版浮雕 ， 供人凭吊
了。

数百年来， 随地形与城居

的变迁， 玉带濠几度淤塞又数
次疏浚， 这一带直至清朝的同
治年间还可走轮船。 今日小巷
深处的一块“广州机器局旧
址”纪念石，讲的是 1874 年广
州第一家洋务军用企业在这里
建立， 广州机器局除了制造枪
炮等武器装备外， 还能生产小
型内河巡艇。 风雅悲歌难敌外
侮时， 岭南的现代军工业开始
顽强生长。

到了 1886 年，机器局已成
“旧址”，以办洋务见长的两广
总督张之洞， 又选中了南园故
地开办广雅书局以彰文化 。
1912 年，广东首任都督胡汉民
命冯愿、 李茂之等人筹办广东
图书馆，7 月，一座现代公共图
书馆的雏形就在广雅书局原址
上建立起来， 故又称广雅书局
图书馆， 南临玉带濠， 与抗风
轩、 三忠祠相对。《新国民日
报》 那条新闻里所记， 百年前
中山先生“游览良久”，并殷殷
道“此等图籍，乃国宝之一种。
君宜谨慎保管 ， 乃设法扩张
……以为新文化之一助”，正是
在此寄望。

广雅书局图书馆（中图南馆）已
在上世纪 80 年代被逐步拆除，从
它的旧址西面， 沿路北上不过三百
余米，至文德路 81 号，则是中图北
馆。 1927 年，广州市政府派专员伍
智梅、 黄谦益到海外募得华侨捐款
美元十余万元，1933 年建成这座广
州市立中山图书馆。 一条街道坐拥
一南一北两大省、 市图书馆， 诚见
民国年间的广州文化新气象。 1955
年， 两馆合并为广东省中山图书
馆。

北馆主楼有重檐庑殿的传统形
制， 饰以明艳而不失端丽的斗拱、
额枋， 在南国天色下衬得格外动

人。 这是岭南建筑大师林克明首次
设计的中国固有式建筑。 他以重檐
绿瓦攒尖顶的八角高庭居中、 四方
回廊环绕兼有对称亭楼的独特构
思，科学地解决了藏书与阅览、办公
的关系。 数十年来， 北馆先后承担
了中图的主馆、孙中山文献馆、少儿
部等职能，静静地守护羊城书香。

此地值得记取的还有几处。 北
馆主楼北侧， 有四十级台阶可上高
坡，上有一小亭名为“番山亭”，这里
就是古代广州城内主要山岗之一的
番山，南汉开辟新南城时被凿低。 但
直到明代，水木丰美的“番山云气”
仍是“羊城八景”之一。 而今，楼宇环

伺，人潮如织，道不尽沧海桑田。
“番山亭”悬有一副对联：“崇广

府千年道统，接学宫一脉书香。 ”看
北馆主楼前那一泓碧水， 翰墨池原
是有着“岭南第一儒林”之称的广府
学宫遗迹。 1167 年北宋乾道年间，
广府学宫中建起了御书阁收藏皇帝
御赐图书， 这是有文字记载广州最
早的藏书之所。 广府学宫历宋元明
清四朝而不移， 一直是广州学子攻
读圣贤之书的官办最高学府。 只要
看看今天在其故址上一字排开的广
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文德路小学、
中图北馆和广州市第十三中学，就
不难想象当年宏大的规制。

羊城晚报：您能谈谈这则新发
现史料的意义吗？

张金超： 新加坡 《新国民日
报》 是当时中国国民党南洋支部
的机关报， 非常关注来自广东的
新闻。 孙中山与时任馆长谢英伯
的谈话内容， 是目前所有孙中山
著作中关于图书馆功能的唯一论
述，立意高远，对当下的图书事业
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文中提到的
抗风轩， 是兴中会时期孙中山等
革命党人在广州从事秘密活动的
重要据点。 国民党元老冯自由若
干年后在《革命逸史》中曾指出 ，
孙中山于 1892 年在广州行医期
间，与革命同志在抗风轩议事。 但
除了冯文外， 后人对此事记载者
不多见。 而这则新闻则证明，孙中
山亲口承认了这一事实。

羊城晚报：中图今日落户的文
明路这一带 ， 孙中山先生来得更
多？

张金超： 应该是这样。 1924
年， 国民党一大召开后，1 月至 8
月，孙中山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
堂连续系统地演讲了十六次。 其中
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各六讲，民生
主义四讲，全面阐述自己的新三民
主义，深入浅出，听者无不动容。 在
国民党“一大”上国共两党首度合
作，这里也见证了孙中山晚年对国
民党的重大改组，揭开中国近代民
主革命的新篇章，实现了伟大的历
史转变。 自此，广州更加成为国人
瞩目的革命运动中心，国民革命运
动蓬勃展开。

羊城晚报：从中图三个主要馆
址的文脉流转 ，我们似乎能看到一
种历史的必然 ， 新旧文化交锋 、社
会更替 ，都在这方圆不大的区域内
展现无遗。

张金超：这一块地方的确集中
了文苑菁华 ，有学宫 、贡院、书局
等，虽历宋元明清四朝，几经兴废，
但作育英才、刻藏图书、承传文脉，
厥功至伟。 同时，也可以看出广州
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名
不虚传，革命思想酝酿激荡，新旧
民主主义革命在这里自然接续。 这
不仅仅是文脉，还是一条浓缩了历
史与社会进步的脉络， 种种新旧、
中西、左右思潮的碰撞，都有或多
或少的体现。张之洞、孙中山、毛泽
东、李大钊等历史人物相继在这里
有所作为……种种风云际会的因
缘，不断推陈出新、声震全国，折射
出岭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特殊
地位。

珍贵老报纸记载孙中山
曾参观中图，学者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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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今天中山图书
馆这块宝地上溯， 从明
代南园到清代广府学
宫、 广州贡院、 广雅书
局，民国广东大学，数百
年间弦歌不辍

中图“北馆”的主楼与中山先生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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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通讯员 荔
宣报道：1月15日， 羊城晚报记者获悉 ，广
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龙溪立交经过6个多
月的紧张封闭抢险施工 ， 定于今年1月18
日零时开放交通。

花地大道龙溪立交桥位于花地大道南

与龙溪大道交汇位置， 是荔湾东西方向通
行及连接佛山的交通枢纽。去年6月23日，
桥梁下部结构突现险情，桥梁实施交通全
封闭，开展抢险加固工作。 龙溪立交的提
前通车，极大地缓解了春运期间的区域交
通压力。

龙溪立交修复
本周六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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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报
道：1月15日，广州市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在官网发布《广州市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设置指引
（ 试 行 ）》 （ 以 下 简 称 “ 试 行 指
引”），此举让此前加速推进的“楼
道撤桶” 工作， 有了更明确的指
引。

该试行指引分为适用范围与

编制依据、规划选址与设置、配套
设施、管理维护等章节，基本囊括
了广州居住小区“楼道撤桶”后有
关分类桶点设置和管理的各方面
安排。个别广州居住小区在“楼道
撤桶”后，因“邻避效应”各方都不
想垃圾桶点靠近自己。 试行指引
除了就桶点设置提出指引性建议
外， 对有争议无法落实设置的桶

点，设置“投放点的设置因争议无
法解决的， 由所在地街道办事
处、镇人民政府协调解决”条文，
并要求物业管理小区原则上每
300-500户设置一个定时投放
点， 服务半径不宜超过70米，社
区化管理的区域， 可按照网格化
管理范围参照物业管理小区要求
设置投放点。 非物业管理小区、

单位自行管理小区、 城中村可因
地制宜， 参照物业管理小区要求
设置。

对于目前个别社区已投入运
营的真空垃圾收集管道， 试行指
引建议安装该类管道的居住小区
实行垃圾分时段投放， 餐厨垃圾
定时定点楼下投放， 其他垃圾定
时于楼道投放口投放。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
报道：1月15日，广州市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对此前发出
的《广州市餐厨垃圾就近就地
自行处置办法 （试行 ）》（以下
简称 “试行办法 ”）发出解读文
件。 根据解读，居民家庭安装
厨余粉碎机的行为，暂不在该
办法管理范围内。

解读文件称，试行办法主
要对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

人或街镇在辖内组织餐厨垃
圾进行就地脱水减量处理、无
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用的行
为进行管理。试行办法中“严禁
将餐厨垃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
共排水管网”条款，主要是针对
上述餐厨垃圾处理行为需符合
环保要求，不得直接粉碎直排。
对于目前部分市民自购和已安
装使用的厨余垃圾粉碎机，解
读文件给出了“居民家庭安装

厨余粉碎机的行为暂不在本办
法管理范围”之内容。

据悉，广州不少家庭从方
便处理家庭厨余垃圾角度出
发已自购厨余垃圾粉碎机，个
别新入伙小区甚至把厨余垃
圾粉碎机作为住宅设备之一
交楼时已安装在各家各户中。
自“严禁将餐厨垃圾粉碎后直
接排入公共排水管网”条文出
台后，备受坊间关注。

在刚刚过去的 2019 年，“直
播带货”无疑是最火热的话题之
一。 这一年间，广州也成了一座
巨大的直播间， 服装、 美发、按
摩、旅游、美食等越来越多行业
的从业者，在直播间里找到座位
和源源不断的新消费者，“千年
商都”广州化身为“直播之城”，
迸发出了持续的经济韧性和产
业活力。

主播为“攒流量”
春节不回家

“90 后” 主播笑笑来自四
川， 三年前， 她接触到直播，觉
得这个行业会火，便给自己取名
“笑笑的单眼皮”， 义无反顾地
加入直播大军。 此后多数时间，
笑笑都待在广州沙河市场，对万
佳服装批发市场的街档如数家
珍， 对里面的情势也愈发谙熟。
她还记得，在前两年，在档口要
个样本，经常碰到爱答不理的情
况。 而现在，这片专业市场的档
口，几乎都在玩直播。

记者在万佳服装批发市场
看到，直播招募的海报、贴纸随
处可见。而笑笑也从一次又一次

的直播中， 逐渐掌握了挑货、谈
价、 安排节奏等等的门道。“他
们都着急清货，所以对直播更加
欢迎了。 ”笑笑认为，经过两年
的反复渗透和实战，众多批发老
板已经认可了这个新渠道。

而今年春节，笑笑不打算回
家。这已经是她第三年在广州过
年， 笑笑说：“春节很多主播休
息，但大家还是很喜欢在网上买
买买，这是攒流量的好机会。 ”

无独有偶，在广州石井锦东
服饰基地，“90 后”小夫妻王良、
鲁萍每晚 8 点会在各大批发档
口走播，他们每天要完成近百套
服装的推荐，工作时间持续到凌
晨一两点。 去年过年，夫妻俩休
息了数日， 损失了不少粉丝，今
年他们决定过年不休息，抓住春
节的机会加油涨粉。

直播“点亮”多行业
撬动更广阔市场
近年来，购物场景正不断发

生变化，从实体到线上，从与客
服交流到直接在直播间里提问
下单，技术的创新，使传统“货
对人”的销售模式变成了“人对

人”，商家可以即时与用户互动、
在线答疑，全面展示商品，甚至
在线试用，购物形式和体验都变
得空前丰富和有趣。

伴随着内容价值的不断放
大，直播带货的模式以深入产业
带、专业货品集散地的形式完成
线下货品和线上客群的对接，赋
能中小企业，并将间接撬动更广
阔的产业市场。

在广州，主业是导游的姚瑶
走进了飞猪直播间，将自己常跑
的旅游路线推荐给天南地北的
观众们； 在惠州白盆珠镇横江
村，60 岁的村委书记赖佛应亲
自上阵，在直播中推荐他们村里
山瑶柑，将农特产品带到了网络
前；在四会珠宝直播基地，当地
商户甚至用上了 5G 直播，将翡
翠的纹路、颜色更好地展现在观
众面前。

淘宝直播数据显示，全国使
用淘宝直播最多的商家中，广东
排名全国第一， 广州在省内排名
第一； 全国最爱看直播的消费者
中，广东排名全国第一，广州在省
内排名第一。 不管是从直播的源
头侧、受众侧还是带动的消费侧，
广东和广州的地位不容小觑。

“千年商都”化身“直播之城”
广州传统产业走上互联网线上带货致富路

羊城晚报记者 沈钊

“楼道撤桶”后垃圾桶设点有争议咋办

街道办事处和镇政府负责协调

城管部门就餐厨垃圾就近就地自行处置办法进行解读

家庭安装厨余粉碎机暂不在管理范围

层新新春春

经济活力在身边

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