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家祠与广州近代城市发展史
许瑞生

   

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以红色之旅赋予古驿道之
新动能为己任，从歧澳古道群英故里杨匏安故
居出发一直追溯，进入广州城，修缮活化利用
杨家祠。从歧澳古道的翠亨村，孙中山先生也
是绕了一大圈再进入广州城。无论是杨匏安还

是孙中山，广州历史街区留下了无法磨灭足迹，
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的重要内容。



杨匏安出生于1896年，32年前的1858年英国随军记者
插画“一群炮舰成员在珠江上祈祷1858年1月18日。
英国旗舰抵达虎岛，珠江平面图展示英国炮舰的分

布。” ，进攻广州就是在歧澳古道前的珠江口开始。
在歧澳古道的英烈，更对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恨之深。

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仅过去6年。



1858年英军随军
记者发表的插图描
写的广州包括：黄
埔古港和琶州塔，
广州旧城墙、城墙
的东南角、从东南
看广州、广州越秀
山的镇海楼、、广
州城北门、潘氏花
园等。这些景观代
表着19世纪末的

各种



推测杨匏安1911或者1912年至1914年在广州上学，广雅学堂
在1912年10月21日改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1907年德国人制
作的省城内外全图表现了杨家祠的周边环境，西侧为两广部
堂，巡抚部院长条形的用地是1918年将使用的中央公园和市
政厅用地。社仁坊在杨家祠对面有标注，此处称为局前街与
司后街联接。杨家祠与大小马站书院群为广州府。杨家祠是
广州行政中心众多书院之一，书院包围着贡院和学宫，是广

州近代城市研究被忽略的课题



1918年－1927年杨匏
安在广州居住工作之
时，正处于广州市政
大变革年代，如果将
杨匏安在广州近10年
居住和工作生活场景
组织起来，基本体现
上世纪20年代广州市
政大变革的脉洛。而
广雅中学从1907年至
1938年的地图分析，
依然是孤立的在西北
角，周边还是农地。



广州文明路孙中山留下了足迹，杨匏安也留下足迹：
拆墙于1922年建成，前为南面边城墙，贡院前为文明
门，图中西面城墙内注明，路名由此得来。1875年建
立的广州机器局处于聚贤坊，也是杨匏安后来活动发

展党员的石井兵工厂前身。



1921年历史地图已经注有“杨家祠”，孙中山纪念堂位
置是“旧总统府”1938年地图杨家祠旁边的国民政府改

为省政府、民政厅。



杨匏安1918年到达广州的第一份职业是“时敏学堂”
任教，现在留下唯一印记仅是“时敏桥”跨越了荔枝
湾河涌，直接往黄沙珠江，现在统称为多宝路。对这
一带非常熟悉，1923年在黄沙海旁街杨匏安开“北江
商运行”为共产党筹措经费，他非常熟悉铁路工人，
建立粤汉铁路局黄沙地段党支部并任书记。因为粤汉
铁路的终点在此，从这一系列历史地理空间中可以找

到答案。
 



时敏桥因时敏学堂而名，
时敏意为敏于时务，时敏
学堂创建于1898年，为广
东首家民办私立学校，

1912年改名为私立时敏中
学。1922年校舍为国民大
学使用。从1949年前出版
的地图上均可以找到“国
民大学”的位置，国民大
学为上世纪20年代利用原
时敏学堂校址建立起来的
私立大学，1951年并入广
州各高校中，现在原址是

省水文局办公楼。 
 



上世纪末时敏学
堂附近颇为洋派，
南面的柔济医院
遗址、多宝路的
豪宅可以佐证。



杨匏安后期搬到
社仁坊居住，杨
家祠继续作为共

产党的活动场所，
现在广仁路社坊

里民居已经拆除，
仅剩下一栋宿舍

楼22号。



杨家祠作为共产党活动场所与广州重大事件关系

• 共产党广东区委活动场所

• 1924年，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央
通知：“黄埔军校招生时，应考的中共党员先到
杨匏安处报到，再由杨匏安介绍给周恩来。”

• “罢工委员会常在杨家祠给罢工工人发各界捐
款。”

•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邮寄广东团委收件处。

• 中共三大会场外的活动点。

• 党干部临时住处，如秋白先生曾居此并写作。                                                                                                                                                                                                                                                                                                                                                                                                                                                                                                                                                                                                                                                                                                                                                                                                                                                                                                                                                         
• 为外地来共产党员熬药调养…….。



1912年5月4日孙中山在“东园”出席省港新闻界欢迎会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召开



惠州会馆和红楼，无论是国民党党部、全国工人运动委员
会还是省港大罢工、廖仲恺遇刺，杨匏安均来往于此



查《民国广东大事记》：“1921年8月，陈公博由上海开完”
一大“回广州，在高第街素波巷宣传员养成所开会，传达
‘一大’决议精神，中共中央广东党支部遂成立，书记改
由谭平山担任，组织陈公博、宣传谭植棠。党部设在广州
太平沙谭平山宅，及在广卫路杨家祠杨章甫家活动。” 





杨匏安任教学的南武中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相继独立。
两广总督署多次更换主人，1925年7月2日国民政府
在广州成立，委员16人，1926年11月迁武汉，是杨

家祠相邻。



现在的旧址仍应为广州城市历史中
心城区重要一部分，与杨家祠遗址

结合共同展示。



孙中山领导下的国共合作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此召开，也是国共合
作正式开始，共产党任
职情况如下：谭平山是3
名常务委员之一，下设
立一处8部，8部中谭平
山为组织部长、林祖涵
为农民部长，杨匏安、
冯菊坡、彭湃为组织、
工人、农民部秘书。



• 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宣布“现在我们已有党员420人，
工人党员64人，妇女党员37人，另外还有10个同
志被关在监狱。”

•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
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

• 1922年英国领事馆的报告“在过去两年间，共产
主义活动在广州已经有明显的发展。”

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姚金果《解密档案
中的陈独秀》





1909广州大东门外广东咨议局会堂（今广东革命历史博物
馆），1912年4月27日临时议会召开，孙中山发表讲话。

1917年大元帅、1921年大总统，10月10日对面东较场阅兵。
杨匏安1926年国民党二大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毛泽东、恽代英等人在1924年上海与一些国民党高
层的合影



• 查《民国广东大事记》，1923年8月24日苏联
驻广东代表团鲍罗廷等抵达广州，孙中山委任
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旧咨议局侧楼原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办公楼，何香凝、邓颖超
主办的妇女运动讲习所设立于此。



• 1927年5月9日在武汉中共五大第一次提出设立党的监察委
员会，王荷波任书记，杨匏安、许白昊、张伏臣等7认选
为正式委员，阮啸仙等3人为候补委员。

• “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

• 中共六大1928年选出审查委员会，由刘少奇、阮啸仙、孙
津川任正式委员。

引自：刘蓉（中国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室副主任）住
《中共六大轶事》



杨家祠壁画评述，广州美术学院南粤古驿道
研究中心：胡斌、陈锴生和莫惠雯老师
• 这系列壁画现观基本以传统壁画的制作方法，工艺
程序是：批灰、打磨、描线、绘画。所用的工具是：
铅笔、排笔、毛笔、刷子、牛角刀、橡皮、泥塑刀
等。在壁面完成后，用毛笔蘸墨绘制，墨需要多调
一点胶，这能让墨色经久不衰。

 
• 民居可以选用各种题材，内容根据主人喜好选用，
不一定是岭南地区的题材内容，多选用典故或民间
故事。

• 因用单墨色的表现方式，没有使用重彩的表现方式，
较为少见，而且题材选用多为文人题材，可见民居
主人的格调较高，家里有读书人，尚文。



• 如从大众普及的角度来讲，从雁塔题名、东坡
笠履、“*贤弟孝”的典故，联系民居主人的
族谱关系，梳理出文人故事，进行传播，会让
大众更加接受，（看民居内部或本村祠堂还有
没有相关的壁画内容，联系研究较好）从技法
角度来讲的话之前的文本内容基本差不多了。



• 另外一张写有“东坡笠履”的作品作者似是“赖川氏”，最左
张的位置有“仿元章老人笔、樵西赖川氏”元章为北宋书画家
米芾的字，擅长山水和书法，有创“米点山水”，但这系列的
山水没有用米点皴，山体和树法接近米氏的画法，其中还有一
张疑题为“*贤弟孝”

•  
• “雁塔题名”
• 从壁画的价值来看，确定了清朝时期的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

且作品保存较为完整，但孤本的话，研究的价值不高，需要找
到更多这两个人所绘制的壁画，会有更高的价值。

• 从国画的角度来看，绘画水平会比一般的画工技术及审美水平
要高，从作品来看算是较不错的作品。其山石墨色的层次变化
丰富及线条表现力较强，树线条及结构稍弱，门结构有问题，
点景人物仍不够精到。



啼笑皆非的国保单位、省保单位和历史建筑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