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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拍檔顧嘉煇 荔灣故居間隔出租

▲顧嘉煇的姐姐，著名歌星、畫家顧
媚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廣州舊居門前
留影。

省港澳如何成為粵港澳？

香港TVB曾經播過一部名為《西關大少》
的電視劇。其實，現實中很多香港明

星也是從西關大屋走出來的 「大少」 。麻石
板鋪成的幽靜小巷，充滿歷史痕跡的青磚
牆，獨具嶺南特色的趟櫳門……西關是最能
感受廣州煙火味的地方，也是當下遊客到廣
州旅遊必到的網紅打卡點之一。唐宋的張九
齡、蘇東坡等大詩人曾在此流連，舊時的名
伶小生芳艷芬、張活游曾在此居住，後來的
文藝大家黃霑、楚原從這裏走出。百餘年間
「省港澳」 往來互動的樁樁舊事，粵港澳大

灣區城市之間的淵源脈絡，都凝結於西關的
街頭巷尾。如今，像黃霑在荔灣的故居，已
列為廣州文物保護單位受到保護。

不少香港名人祖居在西關 霑叔故居成文保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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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 「省港澳」 ，也就是 「省城」 廣州和香
港、澳門，同時也是今天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的
最核心城市。粵港澳三地的聯繫在歷史上就已經極
為緊密，直到本世紀初，商舖仍喜歡用 「馳名省港
澳」 來進行宣傳。

曾是頂級富人聚居地
顧名思義，西關因為地處廣州古城西牆而得

名，範圍包括現在廣州荔灣區大部分地域，一直以
來都是文化和商貿的交匯點，是聞名古今、享譽全
國的廣州商行 「十三行」 、百年商街 「上下九」 等
地的所在地，同時也是昔日廣州頂級富人的聚居
地。被譽為 「香港四大才子」 之一的黃霑，就出生
在廣州西關。作為香港華語流行樂壇的傑出代表，
黃霑才華橫溢，冠絕詞曲，一生創作超2000首作
品，是一位充滿中國氣質的樂壇大師。1941年，黃
霑出生在位於廣州市寶華路十六甫東四巷14號的一
所西關大屋，並在這裏度過童年時光。日後，黃霑
在電台訪問和自己的演唱會上，都曾多次回憶起和
父親黃國新居住在西關舊居時的種種往事。

從廣州地鐵一號線長壽路站出來，沿着人聲鼎
沸的寶華路前行，兩旁是一個個清靜小巷子，經過
十六甫路路口轉進去，喧鬧的叫賣聲和人群逐漸消
失，一間外牆噴上五彩繽紛塗鴉的幼兒園隨即出現
在眼前，這裏便是黃霑舊居之所在。騎樓、細蓉、
雞公欖……牆上塗鴉都是一些充滿 「西關」 風情的
風物；抬頭往上看，廊柱和陽台也被塗成了彩色，
整個院子顯得格外童真；歐式山花裝飾的屋頂，多
邊形仿角亭設計的兩側，西式洋樓風情在一眾西關
大屋中顯得格外搶眼。

街坊冀建「黃霑紀念館」
根據《荔灣老街》記載，黃霑在十六甫東四巷

14號成長至八歲赴港。黃家舉家遷往香港後，委託
房管部門代管大屋，後來房管部門將該大宅租給廣
州市化工公司作附屬幼兒園。隨着內地經濟發展，
因公司轉制，這座1000平方米的豪華大宅又被私人
承包。2001年，黃霑還曾經回廣州舊居 「尋根憶
舊」 ，還曾親自處理過房子事宜，表態願意捐給政
府，不過指明只做慈善用途。

記者在建築正門看到兩塊牌子，一塊牌子寫着
「廣州文物保護單位（內部控制待公布），舊民居
建築」 ；另一塊牌子寫着 「廣州市荔灣區登記保護
文物保護單位，十四巷東四巷14號民居」 。據了
解，1994年廣州市政府將黃霑的故居列為市級（內
控）文物保護單位，目前這幢民居已得到了保護。
不過，黃霑於2004年逝世之後，一直有街坊建議，
應將這所西關大屋改建成為 「黃霑紀念館」 ，盡可
能保持原貌，將之轉化為一個懷念 「霑叔」 的場
所，或許更能發揮歷史建築的作用。

提起黃霑，
不得不提他 「煇

黃」 的好拍檔顧嘉煇。在香港樂壇黃
金時代， 「煇黃」 二人曾產出無數佳
作。和黃霑一樣，顧嘉煇也是出生在
廣州，長於荔灣的地道 「西關大
少」 ，他的故居在今天的廣州市多寶
南橫40號，顧嘉煇一直在這裏生活到
青年時期，才隨家人遷往香港。

在一個陰雨綿綿的上午，記者來
到顧嘉煇故居探訪。這是一棟三層歐
式風格小洋樓，臨近荔枝灣一側的
二、三樓外飄兩個窗台，1個為長方
形、1個為五角形，非常搶眼。從側門
進入建築內部，只見樓梯間的木窗
套、鑄鐵窗花、實木樓梯扶手及鑄鐵
護欄鐵花均保留着原樣，二樓地面保
留明黃色花階磚依然光滑，圖案清晰
漂亮。行走其中，記者依稀還能感受
到當年的富麗堂皇。

據介紹，目前這座小洋樓被間隔

成多個房間出租，整體保養較好。有
在附近住了20多年的老街坊告訴記
者，以前從沒聽說過顧嘉煇曾在此居
住，直到最近陸續有不少年輕人找過
來詢問，才知道該信息。目前，多寶
南橫40號並沒有 「歷史建築」 或 「傳
統風貌建築」 的身份，考慮到其為名
人舊居，有民間保育人士建議有關部
門對它進行評定，並予以保護。

從黃霑故居
離開，記者在騎

樓下穿行，不遠處就是永慶坊。這裏
曾經是廣州最繁華的核心城區，後隨
城市中心東移，建築逐漸變得年久失
修。直至2016年政府開始 「微改
造」 ，才成就了今天歷史文化與現代
街區相映成趣的永慶坊。

走進永慶坊，第一個巷口的盡頭
就是李小龍祖居。這是一座主體磚木
結構的建築，典型的西關大屋建築風
格，為李小龍的父親、粵劇名丑李海
泉所建，早年李海泉在此居住，後移
居香港，將此屋出租，如今成為探尋
李小龍精神源頭和成長歷程的地方。

進入祖居，是西關大屋正廳，
「戲武世家」 牌匾高懸。內設展覽由
「李氏家族」 「少年得志」 「功夫巨
星」 等13個主要篇章和3處過渡空間構
成。李小龍曾拜葉問為師，在許多關
於 「詠春拳」 的影視作品中都能看到

的木人樁，也在李小龍祖居出現。
在李小龍祖居參觀逛展，記者認

識了不一樣的李小龍：他文藝浪漫，
喜歡寫詩；他熟習書畫，多才多藝。
黑白照片中的他風度翩翩，溫文儒
雅，和影視作品中的形象大相逕庭。
如今，李小龍祖居融合了更多的現代
科技手段來提升遊客的觀感體驗，尤
其是全息投影技術的使用，讓遊客有
機會與李小龍來一次 「隔空交流」 ，
重新認識這位功夫巨星。

「省港澳」 連在一起講的說
法，最早很可能來自19世紀60年代

在香港開設的 「省港澳輪船公司」 。到晚清時，
「省港澳」 特別是 「省港」 一詞，在官方文獻、報
刊，或是通俗小說已經比比皆是，加上商人在各城
市以聯號分支的形式創辦企業、製造貨品、營銷服
務， 「馳名省港澳」 成為清末以來各種商業廣告常
見的宣傳語句。

西關，在省港澳中具有獨特的地位。材料顯
示，清末以來人們心目中正宗的廣州話是 「西關
音」 。遲至20世紀30年代，來自英國的香港政府公
務員，都要來廣州學習 「正宗」 的廣州話。由此可
見廣州和香港的關係之密切。

省港澳的聯繫，至20世紀50年代隨着中國政治
進入一個全新局面而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直到
1979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粵港合作又日趨頻
繁， 「省港」 一詞，自上世紀90年代至千禧年交替
之際，幾乎全面被 「粵港」 取代， 「省港澳」 也變
成了 「粵港澳」 。從 「省港澳」 到 「粵港澳」 ，不
僅僅是地理名稱的變遷，更是區域合作與發展的嶄
新篇章。

話你知

李小龍祖屋 現戲武世家風采
追本溯源

▲李小龍祖居是前來永慶坊打卡的遊客
不會錯過的一站。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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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

隱於市井

寶華路

恩寧路

永慶坊

荔枝灣涌

荔灣湖公園

荔灣博物館

廣州西關Citywalk路線

功夫之王

李小龍

•祖居地址：荔灣區恩寧路
永慶一巷13號

•昔 日：西關大屋

•現 狀：區級文物保
護單位 「李小龍祖居」

西關
特色
美食

走出鬼才黃霑

舊時影人

張活游

•舊居地點：

荔灣區寶華路十六甫西二巷
23號；
荔灣區恩寧路永慶一巷（李小龍祖居
對面）

•昔 日：中西合璧洋樓

•現 狀：前者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後
者掛牌廣州市傳統風貌建築，
內部已打通

胡楓

•舊居地點：荔灣區和平中路85-1號

•昔 日：聯排建築之一，大屋進
深很長

•現 狀：空置，或為倉庫

早餐
腸粉、雲吞麵、
水菱角等

正餐
榮華樓、陶陶居、廣州
酒家、泮溪酒家等

小吃
雙皮奶、馬蹄
糕、牛三星、
和味蘿蔔牛雜、

豬腳薑、老西關砵
仔糕等

港星廣州舊居祖跡（部分）

「煇黃」組合
黃霑

•故居地址：荔灣區寶華
路16甫東四巷14號

•昔 日：兩層半建築

•現 狀：改建為幼
兒園，掛牌 「廣州文
物保護單位」、 「荔
灣 區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顧嘉煇

•故居地址：荔灣區多寶南橫40號

•昔 日：三層歐式風格小洋樓

•現 狀：被間隔成多個房間出租

▲位於廣州西關的黃霑故居，已經改造成為一家幼兒
園。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