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九江侨乡博物馆，相信

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而对于

九江人来说，他们还是会亲切地

唤这间博物馆为“吴家大院”。吴

家大院由越南华侨吴赓南及其兄

弟吴畅如于1887年所建，距今已

有133年历史。九江自古便是商

贸繁华之地，出了不少大户人家，

吴家大院是九江现存的19世纪

末20世纪初华侨兴建规模最大

的院落。

吴家大院内既有极具广东传

统特色的雕花木趟栊、木门窗，也

有饱含西方元素的意大利瓷砖、

雕花玻璃门窗、圆拱飘窗露台，是

近代岭南建筑文明与西洋文化元

素的完美结合。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莫过于镬耳大屋和碉楼式洋

房。九江镇政府以吴家大院为载

体，建成九江侨乡博物馆，设有八

个特色展馆，全面展示九江侨乡

深厚的文化底蕴。

城市钢筋水泥、车水马龙之

间，这个地方门外是现代都市的

繁华，门内则是历史的遗珠。一

百多年足以物是人非，吴家大院

还依然保留着绝世风华，诉说着

佛山侨胞数百年的岁月沉浮。

发现
A02

2020年5月24日 星期日 责编陈为彬 美编徐文霞珠江时报微信号：prtimes 新浪官方微博@珠江时报

地址：佛山市南海大道北57号 邮编：528200 传真：83873205 新闻服务电话：81212532 发行服务电话：83872000 广告热线：81212629 互动网站：www.nanhaitoday.com

互动微博：t.sina.com.cn/zjsb 互动微信：珠江时报（微信号prtimes）广告许可证号：440600100003 佛山珠江传媒印务与发行有限公司印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港口路17号

海
南

近日，第一批广东省历史文

化游径名单公布，佛山有3条上

榜，分别为佛山桑园围历史文化

游径、佛山功夫历史文化游径、

佛山粤中抗战历史文化游径。

据介绍，广东历史文化游径

是由广东省内地级以上城市依

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将当地的

革命历史文物、文化遗产资源、

南粤古驿道、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古村落、古街巷等串珠成链

而推出的游憩通道，旨在实现文

旅深度融合。

其中，佛山桑园围历史文化

游径就在南海区内，贯穿西樵与

九江。桑园围是珠江三角洲著

名的古代大型基围水利工程，始

建于北宋徽宗年间，合围于明洪

武年间，历经近千年，现今依然

保障着6.29万亩农田的灌溉供

水和防洪排涝安全，较好保存了

历史格局和文化肌理。今年1

月，桑园围成功入选2020年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申报推荐名单。

那么这条游径有哪些景

点？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本

期带大家走读佛山桑园围历史

文化游径的各个景点，感受南海

历史文化的脉络和气息。

被誉为“珠江文明灯塔”的西

樵山，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与自然风光，集农耕文化、工业

文化、武术文化、龙狮文化、翰林文

化等岭南文化元素于一体，孕育

出康有为、詹天佑、陈启沅等一批

时贤俊杰，及粤剧、南狮、桑基鱼塘

等大批优秀的文化成果。

自然风光是西樵山的另一大

特色，从白云洞沿山拾阶而上，视

野逐渐开阔。一路上，苍松指路，

山花伴行。忽而，会瞧见好鸟高

枝鸣，忽而，会听到风起古松林。

当来到半山的“观瀑亭”，凭栏俯

瞰，一道垂虹倒挂青嶂，这就是飞

流千尺的中段云外瀑。外瞰白云

洞，只见古木参天，花树锦簇中露

出重檐飞角、碧瓦灰墙；洞外烟村

绿亩，远山如黛，好似一幅鱼米之

乡的风景长轴。

西樵山上七十二峰峰峰皆

奇，四十二洞洞洞皆幽，更有湖、

瀑、泉、涧、岩、壁、潭、台点缀其间，

成为这座死火山的旷世佳作。丰

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汇聚成西樵

山包括天湖公园、白云洞、桃花园

等各具特色的景区。炎炎夏日，

不妨到西樵山避暑览胜。 文/珠江时报记者洪晓诗

水韵悠扬的百年古村、明清水利设施遗址、风光迤逦

的理学名山……西樵以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着

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时值初夏，让我们一起走进西樵，

感受仙山灵气、品味人文特色。

松塘村-民乐窦-吉水窦-西樵山

探仙山灵气 品人文特色

“细雨人归芳草晚，东风牛藉

落花眠。”清代诗人黎简笔下的岭

南乡村让人向往，如今，走进松塘

古村，你仍然能感受到这份悠然

的古意。

“松蟠朱顶鹤，塘跃锦鳞

鱼”——当走进松塘村那一刻起，

你就能理解村口“松塘第一门”上

这副对联的含义。距今有近800
年历史的松塘村于宋代开村，自

明清以来，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明

清两代至少走出了20多位进士、

举人等，其中4人进入翰林院，因

此松塘村也被誉为“翰林村”。

松塘村倚岗列建，以“奉直”

“培元”“致和”“忠心”等古老坊巷

为肌理，宗祠家庙、家塾书舍、镬耳

屋民居、古井古树等点缀其间。

由于读书风气盛行，松塘村街巷

的名称也别有韵味，桂香坊、华宁

街等，街街得号；逢源巷、和顺巷

等，巷巷有名。如今，松塘村内规

模较大的祠堂超过10座，大大小

小则不下20座，明清两代修建的

民居和宗祠相互辉映，加上村内

祠堂、庙宇、家塾上的精妙对联

……这些都为古村筑起一道道靓

丽的人文景观。

“松塘处处是美景”这句话并

不足以完全概括松塘村的魅力。

800年岁月静好，松塘村留存的

各种“节气”，正是岭南民俗千百年

来的文化结晶。近年，村内的孔

子诞也升级为“翰林文化节”，吸引

八方学子及宾客体验博大精深的

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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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即窦闸，是一种水利设

施，用于防涝和灌溉。桑园围内

最古最大的石窦是西樵山旁的吉

水窦，较大的还有民乐窦、九江惠

民窦等。

位于西樵下北老街的民乐

窦水闸，始建于明末，清光绪四

年重建。曾是西樵“水上丝绸

之路”的起点，见证了西樵丝绸

业的发展。当时民乐是广东最

大的丝织品集散地，各地丝织

品云集于此。“民乐有个窦，家

家纺织声”的谚语，便由此唱遍

南海。

如今，民乐窦水闸已停用，但

从这里走出去的西樵纺织业，并

没有因此而衰落，反而成为了西

樵的一大支柱产业。

位于西樵吉水涌的吉水窦始

建于宋代徽宗年间，清光绪甲午

年（1894年），民族企业家陈启沅

捐资重修。吉水窦的结构采用中

国石拱桥的建筑原理，重修至今

仍坚固如初。

吉水窦对研究桑园围水利发

展与古窦闸的建筑有一定的历史

价值，2006年被佛山市政府列为

市文物保护单位。

九江依西江而生，是国内远近驰名的鱼米之乡。这

里不仅有地道的九江美食，有古村美景，还有浓郁的侨乡

文化……让我们走进九江，开启一段访寻历史之旅。

烟桥何氏大宗祠-下北石塘闸-
探花桥-吴家大院

游岭南古村 访侨乡文化

广东水乡众多，唯独它的名

字，总是给人一丝烟雨朦胧的感

觉，它便是九江烟桥村。

何氏大宗祠是烟桥村6间祠

堂中唯一保存完好的一间。祠堂

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重建，

光绪十八年（1892年）重修，祠内

有咸丰九年（1859年）探花李文

田题匾“惇叙堂”。虽历经风霜，但

祠内木雕、砖雕及灰塑精巧，手工

精细，人物、花鸟等栩栩如生。

“一入烟桥，必行正道。”行正

道，做正事，树正气，是当地村民历

代相传的古训。几百年来，何氏大

宗祠记载了族人的丰功伟绩，见证

着烟桥世代人才辈出的风光。

作为典型的岭南水乡古村

落，烟桥村保存着大量的清代建

筑群，历经数百年仍规划严整、肌

理尚存。如今漫步古村，烟桥正

道、国事榕、兰桂坊、旌表节孝牌坊

等都是值得一看的打卡点。走过

古老烟桥，穿过烟桥古道，流连水

乡，凝望青砖瓦舍，除了能深深地

感受到这个西江畔鱼米之乡的富

足与古朴，更多了些乡愁。

九江何以能够成为鱼米之

乡？当然少不了大量的水利设

施，窦闸就是其中较为有代表性

的一种。重建于清光绪十五年

（1889年）的下北石塘闸是一个

方形花岗岩双闸单门窦闸，上置

大石板为栏板，兼具桥梁功能。

经过岁月的洗礼，木门已破

烂，但双闸的闸槽依然清晰可

见。虽然石塘闸的功能不复存

在，但它见证了九江这个岭南商

贸重镇“九市十三墟”的繁华。

据清代《九江儒林乡志》记

载，九江共有65座明清古桥，其

中10座是明朝建造的，建于明万

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探花桥

便是当中最有名气的一座。

这桥看似普通，却蕴涵着浓

厚的儒家文化。“明末三忠”之一的

陈子壮幼时在九江下西居住，自

小受儒学思想熏陶，才学过人。

他凭借才学考中探花，出仕为

官。这座桥正是陈子壮中探花

后，乡人为他修建的。探花桥是

九江崇文重教的缩影，以前的学

生会特意走一遍探花桥，祈求学

业进步。如今探花桥已成佛山市

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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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山天湖公园。（景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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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烟桥何氏大宗祠。 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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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下西探花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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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松塘村。

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摄

■吴家大院内的龙舟文化展品。

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