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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穿越記 

廣州不僅是一座具有現代化活力的年輕都市，更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主要的城

市之一，所以廣州是一個了解中國近代史頗為重要的窗口。這座位於廣州市中心

一德路的石室聖心大教堂就是其中之一。石室聖心大教堂位於廣州市區中心的一

德路，是天主教廣州教區最宏偉、最具有特色的一間大教堂。該教堂建於 1863

年，落成於 1888 年，歷時 25 年始建成，至今有 130 多年的歷史。教堂屬“哥

特”式建築。 

    1856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攻陷廣州，並把兩廣總督行署夷為

平地，當時羅馬教廷任命的兩廣教區“宗座監牧”傳教士明稽章看中了被夷為平

地的兩廣總督部堂地基，並要求劃給他建教堂，但兩廣總督勞崇光拒絕了他的要

求，於是明稽章請法軍司令出面，寫信威脅勞崇光如果 1 天以內不給土地給他，

法軍將實行全城戒嚴，於是 1861 年，恭親王奕忻與法政府鑒署附加協議確定教

堂的建立，鹹豐帝下詔批準了協議。 

 

石室聖心大教堂正面景 



逛完石室聖心大教堂，就順便來不遠處的沙面逛一逛。這座面積不大、被一

條濱江獨立在陸地之外的彈丸之地，卻聚集了多個國家的使領館，會聚了東西方

文化造就了一番別樣的風情。沙面是一個歷史蘊涵豐富、極富異國情調、風光旖

旎的地方，適宜漫步，東西長 900 米，南北寬 300 米，來回走上兩圈也不會累。 

宋、元、明、清歷代為國內外通商要津和遊覽地。鴉片戰爭後，清鹹豐十一年(1861

年)後淪為英、法租界。沙面像某些歐洲小城一樣，路邊有很多咖啡館、餐廳以

及酒吧，人行道上放滿了優雅的小桌椅。頗為有趣的是，日據時期的台灣銀行廣

東分行的舊址就在沙面，如今依然保留著帶有台灣銀行四個字的建築。 

 
沙面街景 

 

台灣銀行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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