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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這座最具嶺南特色的城市，也藏
着最富學識的名人故居和最享譽中外人
物的舊居。位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丹
灶鎮的康有為故居，曾居住過康氏家族
五代人，是真正意義上的「百年舊
宅」。
康有為故居還有一個古色古香的名

字—「延香古屋」，這間一廳兩房兩
廊的青磚鑊耳屋，是珠江三角洲典型的
清代民宅。「延香古屋」採用青磚牆椽
木結構，大廳用黑色木板搭建了閣樓，
兩廊中間留有天井，古屋採光足通風
好，冬暖夏涼，環境非常舒適。在這座
故居中，康有為飽讀中西書籍，初步形
成了維新思想體系，並在此處撰寫了至
今仍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論著《大同
書》初稿。

「延香古屋」兼會客之所
在故居的正廳，正門上方懸掛有康有

為弟子劉海粟題寫的「康有為故居」匠
額，一樓正廳安放了一座康有為塑像。
正廳對面是客房，也是康有為的會客之
所。房中的陳設都為紫檀螺鈿傢具，據
說是恭親王奕訢之孫博偉赴遼寧大連後
留給康有為的。房西角落的「哥倫布石

像」是康有為在「百日維新」失敗後流
亡海外時所帶回的。牆上掛有康有為生
前作品：「南生北來何事蕩 湘雲楚水
目及傷」，這是康有為變法失敗後動盪
後半生的心情寫照。
樓上的書房則被康有為命名為「解慍
軒」，房內有他用過的六角櫥，和一個
跟其輾轉南北的書箱。牆上掛有他青年
時寫下的詩句「天地誰開闢，江山此玉
據」。
除了康有為，佛山還有一位享譽世界
的名人故居，那便是李小龍故居。位於
佛山市順德區均安鎮上村鄉的李小龍故
居雖僅51平方米，確有一房一廳一廚一
天井，真正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這座傳統磚木結構的民居是李小龍的祖
父李震彪所建，房屋的質量和傢具的陳
設都較簡陋樸實。客飯廳的牆上懸掛着
一幅千餘字的李小龍生平簡介和七八幅
李小龍主演電影的大幅劇照，廳內還陳
列着一座木人樁和一座香案。天井相對
較大，約有20平方米，可以在此練功和
演練一些簡單的套路。
李小龍故居雖小，卻因其生前在國際
影視圈的知名度，至今仍有不少中外遊
客慕名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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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隆水上樂園日場門票長隆水上樂園日場門票「「買一送一買一送一」」優惠優惠
時間： 2017年

9月1日-10月8日
地點：廣州長隆水上樂園
票價：憑印花

190元人民幣/雙人

印花

如果你看過奧地利猶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

《人類群星閃耀時》，你一定會被書中那些改變時代的人物和瞬間所震

撼，而在中國的近代歷史進程中，尤其是清末民初這一紛亂卻又人才輩

出的時代，廣東誕生了不少傑出的人物，他們或對國家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或是憑着一支鐵筆拯救人

民，更有讓中華傳統武術享譽世界者。本期的「玩轉粵港澳」，將帶你走進那些坐落在嶺南大地上的名

人居所，探尋這些改變時代的中國人是在怎樣的環境中成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孫中山故居：翠亨村磚木洋房
說到廣東的名人故居，首屈一指的當

屬位於中山市翠亨村的孫中山故居了。
如今的孫中山故居在原建築的基礎上，
已擴建為佔地面積2,500多平方米的孫中
山故居紀念館。
走過一片幽靜的榕樹林，可以看見綠
蔭下一幢磚木結構、中西結合的兩層樓
房，樓房外還有一道古樸的磚牆圍繞着
庭院，這便是孫中山故居了。故居坐東
北向西南，正門南側掛有宋慶齡手書的
「孫中山故居」木刻牌匾。步入庭院
中，一棵參天榕樹為半個院落遮風擋
雨，據說孫中山年少時常常在樹下聽參
加過太平軍的馮觀爽老人講述太平天國
將領反清的故事。
院內右邊設有一口水井，水井的周圍
（約32平方米）是孫中山誕生時的舊房
所在地，而庭院南側的一棵酸子樹，則
是孫中山從美國帶回並親手栽種的，如
今仍長勢茁壯，院北則是磚砌的花台。
在庭院中遠觀，可以看到樓房二層各
有七個赭紅色裝飾的拱門。屋簷正中飾

有光環的灰雕，環下雕繪一隻口銜錢環
的飛鷹。走入樓房正門，首先會看到一
副對聯：「一椽得所，五桂安居（寓意
以一間屋為滿足，安居於五桂山）」，
是樓宇落成後孫中山親筆撰寫的。細看
屋內陳設，會發現與故居鮮艷的歐式建
築風格截然不同，房內設計卻是中式的
古色古香。正門進來便是正廳，左右分
兩個耳房，四壁磚牆呈磚灰色勾出白色
間線，窗戶在正樑下對開。

曾在此草擬《上李鴻章書》
據說正廳內的擺設均為孫中山親自佈

置。台上的兩盞煤油燈是1883年孫中山
從美國檀香山返鄉帶回的紀念品。後座
是孫中山母親臥室，正廳南側為孫中山
的大哥孫眉與夫人譚氏的臥室。北邊耳
房是孫中山與元配夫人盧慕貞的臥室，
當年所用的大木床、梳妝台和凳等仍舊
擺放着。二樓南邊，是孫中山的書房，
牆上掛着孫中山17歲時的照片。室內有
孫中山日常使用過的書桌、枱椅、鐵

床。1893年冬，孫中山曾在此書房研讀
古今書籍，探索救國救民真理，並曾在
這裡草擬《上李鴻章書》，提出「人能
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
能暢其流」的主張。
距離故居不遠處，還有一座孫中山文

物展覽館，館內藏有一幅「後來居上」
橫額，是孫中山1921年題贈翠亨學校手
跡的原件，反映了他對家鄉教育事業的
關心和支持，這也是孫中山唯一一幅為
故鄉的題字。

1. 「夢緣乞巧」2017年黃埔乞巧文化節
時間：8月25日至10月3日
地點：廣州市黃埔區文化館

2. 廣州石門國家森林公園2017第二屆稻草文化節
時間：8月17日至9月26日
地點：石門景區桃花源景點

■■詹天佑故居內部。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鄧世昌故居正殿放置其巨像。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魯迅故居白雲樓鮮為人知。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李小龍故居「麻雀雖小五臟俱
全」。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康有為故居「延香古屋」。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孫中山故居：從深圳
灣口岸出發，上廣深沿江
高速行駛50.7公里，在
威遠立交轉至莞佛高速行
駛16公里，然後進入廣
澳高速行駛46公里。下
高速沿翠亨大道行駛3公
里可到。

鄧世昌故居：從深圳
灣口岸出發，上廣深沿江
高速行駛50.7公里，在
威遠立交轉至莞佛高速行
駛16公里，然後進入廣
澳高速行駛7.6公里，轉
入廣州繞城高速行駛18
公里後，再進入東新高速
行駛24公里，下高速沿
昌崗中路行駛2公里，轉
入寶崗大道行駛1.4公里
即到。

康有為故居：從深圳
灣口岸出發，上廣深沿江
高速行駛50.7公里，在
威遠立交轉至莞佛高速行
駛16公里，然後進入廣
澳高速行駛7.6公里，轉
入廣州繞城高速行駛70
公里，下高速沿樵丹北路
行駛5公里，轉至銀豐路
行駛700米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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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名人故居：
從鄧世昌到詹天佑

廣州可以說是名人故居的聚集地，首先要從位
於廣州寶崗大道龍涎里2號的鄧世昌故居說起。
在鄧世昌壯烈殉國後，鄧家宅院以清代中晚期南
方大祠堂的形式重建。
鄧世昌故居佔地4,700平方米，主體建築為鄧氏

宗祠，始建於1834年，整座建築以長條花崗石為
基礎，高出地面一米後再用水磨青磚砌牆，以進口
坤甸木為柱和樑架，屋頂是灰塑瓦脊、碌筒瓦面。
遠觀這座氣派的嶺南祠堂，碧牆灰瓦，掩映在

尋常巷陌的榕蔭中。庭院呈船台狀，三路兩進三
院的格局風情典雅，通敞透亮，移步換景。花園
存有鄧世昌手植蘋婆樹一株，枯木逢春的靈芝兩
枚，古樹婆娑數棵。
步入祠堂，正門門額上書「鄧氏宗祠」字樣，

兩側掛有「雲台功首」、「甲午名留」的楹聯。
整座祠堂分為前後座，用兩廊廡相連，並在四角
各建一座閣樓。在正殿「英光堂」，正中豎立着
鄧世昌的銅製坐像，正殿左側上方則懸掛着一塊
寫有「保國衛民」的橫匾額，為甲午初秋威海漁
民敬獻。
廣州另一座值得一提的，是位於恩寧路十二甫

西街芽菜巷42號的詹天佑故居。整條恩寧路便是
一條騎樓林立的寧靜古街，故居古樸的青磚、木
趟櫳和滿洲窗，詹天佑故居便是一座原汁原味的
西關大屋。故居旁邊，是一所以詹天佑名字命名
的小學，一個綠色小花園將故居和學校連接在一

起，花園內建有微型的「人」字鐵路和「八達嶺
長城」，這是對「中國鐵路之父」的偉大傑
作—京張（北京至河北張家口）鐵路的紀念。
詹天佑故居雖為後來復原，卻是按照當年真實

照片中來還原的，清末民初的民居樣式，不過百
餘平米的建築內，擺放有八仙台、几凳、睡椅等
老傢具，並用屏風把廳堂和睡房隔開。此外，一
側牆上還懸掛着一副對聯，上寫「幽芳淡冶仙為
侶，傲骨嶙峋世所稀」，這是詹天佑的故友給他
的語句，也是詹天佑一生的寫照。
詹天佑故居紀念館還收藏了大量遺物，包括京

張鐵路鋼軌、京張鐵路使用的銅鈴、認購鋼料的
樣板盒、詹天佑生前用過的畫圖儀器、字帖、墨
碟，以及詹天佑自書履歷、袁世凱抄給京張鐵路
修路人詹天佑的札文等仿真文件等。

魯迅故居白雲樓鮮為人知
其實，廣州還有一座鮮為人知魯迅故居，位於

廣州白雲樓的魯迅故居，是一棟建於1924年的鋼
筋混凝土結構3層樓房。西南和北面牆壁上刻有
多處用水泥製作的「白雲樓」匾額。
這裡原為郵政部門職工宿舍，1927年魯迅租賃

了西側第一道門2樓的一廳3房，在這裡居住的短
短半年時間裡，卻編訂了《朝花夕拾》、《野
草》，寫下了《可惡罪》、《小雜感》、《略談
香港》等30多篇富於戰鬥性的雜文、散文。

3. 2017南沙首屆「自郵行．水上嘉年華」
時間：7月28日至10月8日
地點：廣州南沙大酒店

4. 2017年廣州國際戶外藝術節
時間：9月1日至11月31日
地點：廣州花城廣場

佛山宗師梓鄉：
由康有為至李小龍

■■孫中山故居正廳掛滿文墨。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遊客在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留影遊客在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留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孫中山孫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