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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狮山镇博爱东路转过富

强路，就进入高边社区的璜溪

村，古朴的巷道、书社，百年的

祠堂、精美的灰雕、民宅。璜溪

村的每座建筑都是一个故事、

一个时代的印记，它的每一处

都有其独特的风格。

“咱们村的历史啊！可以

追溯到800多年前。”陪同珠江

时报记者采访的璜溪村导赏员

孔姨，熟悉村里的一草一木，也

了解村里历史。

据村史资料记载，璜溪古

村由一条半壁形的河涌包围，

开村之初在涌内挖出大量黄

泥，故该村曾被称为“小黄泥”

和“大黄泥”，民国后改称“璜

溪”。也有另一个说法，最早

有人在村中河涌钓鱼，钓上来

半块碧玉，取其意义起名“璜

溪”。

跟着孔姨的脚步进入古

村，恍若闯进了时光隧道。中

西合璧的小洋楼、民国时期牌

坊式小楼、镬耳屋……古村依

然保留着70%以上林林总总

的明清建筑。这片古色古香

的明清古屋群，由“一纵十三

横”14条街巷组成，保留特色

岭南砖雕、灰塑、壁画，昔日的

繁华，在这浓浓的广府传统古

建筑中娓娓道来。

据初步统计，村内共有明代

建筑5间、清代建筑119间、民

国时期建筑15间。璜溪村集岭

南广府古民居建筑之大成，集科

学价值、艺术价值与历史文化价

值于一体，堪称“岭南古建筑博

物馆”。

璜溪村曾先后被评为“南

海十大最美乡村”“南海十大古

村落”“广东历史文化名村”“中

国传统古村落”。此外，璜溪村

还被称为“华侨之村”。

相传800年前，为躲避蒙

古骑兵，璜溪村村民的先祖从

浙江临安县南迁至此，之后便

在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清

末民初，为了谋生，璜溪人陆续

远赴海外。据历史资料考据，

璜溪村第一个下南洋的村民叫

李寿南，他在印尼开了一间影

楼。之后更多的年轻人跟着李

寿南漂洋过海去了印尼，从事

摄影、橡胶、商业等工作，并在

当地落地生根。几代之后，村

民也大多跟着迁往新加坡、印

度尼西亚等地。目前，移居海

外（东南亚、澳洲、美洲）的璜溪

人已超过千人。

明清古屋群诉说岭南故事

一路倾听，古风徐来。

这里最显眼的是村口的

“炮楼”，这个百岁炮楼，是璜溪

村的标识，历经风雨沧桑，依然

屹立不倒。门楼上依稀可见“民

国贰拾贰年 梁造记建筑”的字

样，这里过去装有射灯、机枪、铁

丝网等，守卫村庄的安全。

现在，炮楼变身为村史

馆。里面存放着村史介绍资

料，以及上世纪80年代华侨捐

赠的飞利浦彩电、“宝餐椅”的

前身禄钴床、南洋客常用的皮

箱……从明清时期到民国时

期，几百件藏品有序安放在4
层炮楼的合适位置，一件件历

史物件，见证璜溪古村曾经的

繁荣兴盛。

璜溪村最引人注目，也是

最引以自豪的，是曾出过两个人

物，一个叫李聘臣，清末民初做

过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据说为官

清廉；一个叫李紫屏，当过抗日

名将薛岳将军的秘书，解放后

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李聘臣祖

屋、李紫屏故居”的牌子醒目地

悬挂在巷口。

炮楼旁的李氏大宗祠，始

建于明朝。每逢正月十四，李氏

一族，包括很多港澳同胞，都会

回到祠堂叙乡情。平时，村内人

的嫁娶，也在这里。历经多次修

缮，祠堂仍保留着原有的形态

和韵味。

璜溪古村将原本败破荒芜

的德深李公祠注入“武术血

液”，将此复活为一个免费学习

咏春武术的学堂，还将村里各

个闲置地改造升级为以二十四

节气命名的主题小公园，吸引

了大批村民前来，凝聚了村民

的归属感。

穿梭于璜溪村，于古巷深处

见人家，于青石板中寻历史，于

古建筑群里探风情，放慢行走的

脚步，觅得一处宁静。

旧貌换新颜古今特色相辉映

从三水西南镇往广州方向

9公里处，北江河下游东面的河

堤边原有座山冈，其山形不论

你从哪个方位看，均如一头威

武雄壮的醒狮屹立在北江河

边，它雄视西南方的绿洲，背倚

东北方的大片山冈福地。

传说这头雄狮在夜间或遇

到刮风下雨，都会跃过对面的

绿洲残害农夫所种的桑叶、甘

蔗。当地农夫对它怨言甚大，

于是便请来号称“赖布衣”的风

水大师，制止这头猛兽

的恶行。

某日，“赖布衣”来

了，农夫带着他上到这

座山冈。他看了看四

周，觉得这座山冈很有灵气，不

忍心伤害雄狮，但为了对面绿

洲的农作物不受其害，“赖布

衣”只好告诉农夫，用根大钉钉

住它的尾巴，它就不会跳过来

破坏农作物了。

农夫依照赖大师所说，在

雄狮尾巴处建了一座呈六角形、

三层高的文笔塔。自从这座文

笔塔建好，这头雄狮再也没有跳

过对面绿洲破坏农作物了。自

那时起，人们为此山取名为“狮

山岗”，后来把方圆70多平方公

里的地方称为“狮山”。

这座传说被用来钉住尾巴

的文笔塔，抗日战争期间遭到日军

的烧毁，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有塔

基，1958年后荡然无存。但当地

人认为，狮山能出这么多文人墨

客，都是“文笔开花”的结果。

清嘉庆至光绪年间，狮山文

人大兴登科。有年夏天，雷雨交

加，雷电击中了文笔塔顶，乡人称

之为“文笔开花”，被视为科举及第

好征兆。果然，那一年秋天，黄边

村黄锡麟以进士入选，授之以知

县；不久后神溪村邓宝琦，罗洞村

罗贞元、罗殿元、罗衍，都以举人入

选；狮山华平李可端、李可藩、李可

琼同胞三兄弟同入翰林；狮岭黄

张业南考取全国会试第十五名进

士、殿试二甲第一名钦点金殿传

胪；狮山紫岗村麦鹰扬以翰林入

选，授庶吉士。

狮山为什么叫狮山？

文/珠江时报记者戴欢婷通讯员蒋素媚熊奏凯 图/珠江时报记者章佳琳
■璜溪村古炮楼。

2022年3月，原告王某认为佛

山某五金商行侵犯其实用新型和外

观设计专利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许

诺销售侵害原告实用新型和外观设

计专利权的行为，销毁库存侵权产

品，同时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费

及维权费用合计25万元。南海区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受法

院委托，对该案进行诉前调解。

调解员沟通了解到，被告认为

其仅是销售商并非生产商，而且并

不清楚涉案产品是专利产品，因此

不构成侵权行为。

调解员遂向被告进行普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

条第二款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被

授予后，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专利

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

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

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实用新型专利亦同理，即使不是生

产商，但有许诺销售、销售的行为，

即构成侵权。第七十七条规定：“为

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

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

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

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

责任。”

调解员查阅被告提供的证据

后，分析被告销售的涉案产品的合

法来源抗辩难以成立，判断败诉风

险较大，于是把相关分析结果以及

败诉承担后果与被告进一步说明，

建议被告争取与原告达成和解。

此外，调解员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权

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

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

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同时结合法院

判赔同类型案件金额，建议原告适

当下调和解金额。

反复沟通后，最终双方当事人

对调解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在调解

员的主持下，签订人民调解协议。

被告在2022年3月31前向原告

一次性支付和解

款48000元，并

立即停止侵害原

告涉案专利权的

侵权行为。

文/珠江时

报记者原诗杰

盐步内衣产业
景气指数快速走高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翠贞）4月
20日，中国·盐步内衣指数2023
年第一季度指数运行报告公布。

2023年一季度，内衣价格指数各

月保持涨跌交替运行，产业景气指

数则快速走高并回归高景气区间，

季末收报于135.35点。指数编制

方分析，这是由于生产成交复苏引

领产业景气向好，进一步提振了企

业家的信心。

具体来看，1月，内衣价格指数

环比下降 0.10%，2月环比上涨

0.07%，3月环比下降0.14%，整

体波动轻微，季末收报97.28点。

指数编制方介绍，为扩大销量，

2023年一季度，部分内衣企业通

过降价这一促销方式，缩减内衣产

品历史积压的库存，以降低库存成

本。根据消费对象分类，盐步内衣

可分为女士内衣、男士内衣、儿童内

衣三大类。其中，女士内衣作为盐

步地区的主导优势产业，生产和销

售比重较大，是引领内衣价格总指

数波动的主导因素。

相比之下，反映行业信心的产

业景气指数表现相当亮眼。2023
年一季度，内衣产业景气指数快速

向好发展。自2月起，内衣产业景

气指数达较高景气区间。3月，随

着春夏内衣新品上新，提振企业产

销类、效益类景气指数进一步回升，

指数最终收于149.57点。

南海普法

销售未经专利人许可
产品属侵权行为

■夕阳下，小朋友在村里的古榕树下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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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明清古建筑
探寻800年古村的守望
狮山璜溪古村街巷“一纵十三横”,堪称“岭南古建筑博物馆”,散发浓郁明清风情

春雨下，百谷生，从今人间更芳菲。在这春风和煦的日
子里，《写在大地上的历史》栏目摄制组来到狮山璜溪村。

穿越历史，经历风雨，在狮山镇高边社区，有一座名叫
“璜溪”的古村，由“一纵十三横”14条古街巷组成，至今已有
八百多年历史，散发着浓浓的明清风情，堪称“岭南古建筑
博物馆”，被称为“华侨之村”，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守望。

跟着珠江时报记者的脚步，第六期《写在大地上的历
史》走进璜溪，抚摸村落里的一砖一瓦，探寻村里的一人一
事，去寻找融入岁月里的乡土风情。

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

根与魂。留下时代的文化印

记，是古村的担当。

为了让这些文化遗存“活”

起来，前段时间，“物以载道

——中国与沙特非遗数字展”

在璜溪古村持续展览，中沙两

国的民族服饰、非遗美食、特色

建筑、医药珍宝、民俗文化等

300余件实物、图文、视频展

品，同步运用AR技术构筑3D
数字展厅，展示中沙两国优秀

文化遗产。

两国非遗在古村相融，传统

与科技碰撞，南海文化正在不断

创新的传承和传播探索中，焕发

出愈发鲜活的独特魅力。

南海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

底蕴，目前已形成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77项。接下来，南海

将持续深化非遗保护传承，推

动广府文化（南海）生态保护实

验区建设，建设一批南海区非

遗研学游示范基地，推动各镇

（街道）非遗体验馆建设等。

沿着璜溪村的古巷漫步，

村子宁静舒适，犹如闹市中的

“世外桃源”。璜溪村还有村

史馆、红色气质文创馆、名人

馆等各类主题展览馆，丰富璜

溪古村的文旅资源，激活着古

村无限的发展空间，让文化成

为最富魅力、最吸引人、最具

辨识度的标识。

一村明清古韵，这座正在

涅槃的古村，请你，细细品。

“活化”古村打造各类展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