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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一名，较早出现于明朝永

乐六年（1408年）编修的《永乐大典》

中，至清朝同治时，所有史志记载均

为“大历堡”，同治十年所修《南海县

志》也是称“大历堡”，光绪朝中后期

有“大历”“大沥”两称同用，民国起统

一称“大沥”。

有口传为大沥因有唐代“大历十

才子”后人徙居而名。大沥在唐代和

北宋未有形成村落衍居状况，或有个

别人等暂居。当时的这里属于珠江

流域下游地带，为自然冲积地貌，地

势接近海平面，水网密布，荆棘满途，

交通不便，潮水涨退落差大，其时还

不适合大面积开垦耕种和人群居住，

仍为大自然景状。

而年号的“大历”与地名“大沥”

不同字不同音，官方史志年号多用

“暦”，大历堡则为“歷”，现代简体通

为“历”而已。唐代“大历”年号的

“历”，粤语读音同“力”，与现实大沥

地名的实际读音大异。无论“历”

“沥”，在粤语发音都是同“力”音，与

现实大沥地名读音不同。

可见口传因唐代大历年间（766

年~779年）“大历十才子”其子孙衍居

而得名“大历”似没有关联。那么“大

沥”的地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据现存《大德南海志》（元朝大德

八年即1304年修）记载，北宋末南宋

初，因战争、动乱、饥荒等因素，大批

岭南以北先民经唐朝张九龄修成的

岭南古道南迁入粤，他们初居南雄保

昌县（今南雄珠玑巷附近岭南古道沿

线），随后陆续往南迁至广南东道中

心广州城（当时的南海、番禺县城），

但由于人口剧增，大城大镇难以容

纳，因此只能分散到各地州县谋生，

凭机缘择地而居。

根据原大历堡各自然村所存世

的旧族谱、家史文本记载，基本各村

庄开基祖都是始于南宋落籍大沥，很

多的还是南宋末元初，再有部分村庄

是明清两朝北人继续南下，以及在珠

三角各地互相分衍散居而成。

在粤语字典以及网上带发音的

《粤语发音词典》查看，唯一与大历或

大沥现实读音相符的只有“坜”（粤语

发音lik6），从大历堡到大沥镇，无论

字怎样改变，民间对“坜”字的读音没

有变化。由此可知早期口语土名是

“大坜”，即使远至省港澳和广西粤语

人，口语说到大沥都是“大坜”音。

对早期入粤的先民而言，荒芜的

土地需要自己开垦耕种，粤人称掘

坜，即将土地平整，每行为一坜于上种

植，坜与坜之间为坜坑，用作排水储

水。因此大沥一名源于口语的“坜”，

到后来成文时，乡间农人为求方便，简

写为“历”，传至清末民初改为“大沥”，

其读音均延续“坜”字发音。

至于“大”，是当时开垦土地耕种

的坜特别宽大，这是相对其他地方的

坜而言，民间容易记住这个特点，久

而久之大家都称该地土名“大坜”，可

知世间土地本无名，民间叫惯了，就

约定俗成。又如平地泗沥村，在明、

清二朝的《南海县志》记载原名为“四

坜”，也是经过时代的演变而成“泗

沥”，但保留“坜”字的读音。

原来，“大沥”只是一个简单而朴

实的土名，但这也并不影响大沥的传

奇。

一条老街，一座古桥，相隔10多里，牵起一条
“省佛通衢”古驿道的故事，承载着几代人的记
忆。立夏时节，风暖昼长，《写在大地上的历史》栏
目摄制组来到大沥盐步。

从明末清初至20世纪70年代，第一条连接
广佛的陆路“省佛通衢”，不论繁华、沧桑都屹立在
时光的长河里，述说岁月的故事，记录城市的变
化。跟着记者的脚步，第七期《写在大地上的历
史》走进盐步，了解地名背后的故事，找寻“省佛通
衢”那精彩的过往，感受盐步直街的“烟火气”。

刚刚过去的五一，大沥盐步

“省佛通衢牌坊公园”这个网红打

卡地，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

从明末清初到20世纪八九

十年代，盐步一直是南海最亮的

一颗“明珠”。

盐步的起名有一段历史故

事，盐步在宋代时因地形如蟾

蜍，称为蟾浦或蟾溪。清朝同治

年间，人们易“浦”为“步”，名蟾

步。清朝光绪年间曾在此设过

盐务局，专司盐管事，“蟾”与

“盐”的粤语读音相近，故后改称

为“盐步”。

盐步的繁华，始于明朝崇祯

年间启动的一项巨型工程——广

州城西度海陆路。这条以广州芳

村秀水五眼桥为起点，向西最终

通向西樵、九江乃至顺德、新会、

中山等地的陆上通道，其初衷是

广佛两地人民为规避水寇，保持

人员、商贸往来而修建，盐步段正

是这条道路最繁华的组成部分，

清朝同治年间，官方文献将该段

命名为“省佛通衢”，见证了350
余年广佛同城历史。

“省佛通衢”中的“省”指省城

广州，“佛”指佛山，“通衢”则指四

通八达的道路。“省佛通衢”全长

约20公里，大部分位于现在的大

沥镇，曾经有大大小小的桥梁16

座、渡口8个，途中还建有许多供

行人纳凉休息、免费提供茶水的

茶亭。

改革开放后，因城市经济腾

飞，“省佛通衢”慢慢被新的城市

路网替代，原来的石板路面几乎

荡然无存，仅留存广州芳村的五

眼桥、盐步河东的三眼桥，以及盐

步河西的一眼桥这三座古桥，诉

说着古道的往事。

旧时，“桥”就是南海人去往各

地的重要途径之一。20世纪60
年代，三眼桥依然是盐步人出入省

城的主要路桥。三眼桥建于明末，

用红砂岩石砌筑的墩拱式石桥，长

28.2米，宽3.2米，高5米，两墩

三孔。

如今的三眼桥，变成了三眼

桥公园，焕发着新的魅力，且多了

几分热闹，成了街坊日常休闲的

好去处。

与充满喧嚣的三眼桥相比，

河西溪头的一眼桥卧在溪头村里

如此安静。蜿蜒流淌的小河穿过

村子，两岸的老榕“鬓发”垂落，桥

上是休闲聊天的居民，到处散发

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在榕树头下，有一块通衢大

路的路标石屹立在此，这一块路

标石是历史的见证，也在诉说着

一眼桥的重要性。

沿着“省佛通衢”牌坊公

园往里走，一眼就能看到“省

佛通衢”上重要节点之一的盐

步直街，现在依然人气爆棚。

一条老街，长约千米，沿

街老店林立，人车川流不息，

似乎是它鼎盛一时的凭证。

“当年盐步直街的繁华堪比广

州的‘北京路’，那时基本不用

出远门买东西，这条街是各种

货物最齐全的地方。”回忆当

时的繁华，在不少大沥人心

中，盐步直街一直是他们的乡

愁所在。

早在1930年，盐步就有

了商会，而盐步直街吸引了各

行各业的商人在这里做生意，

烟酒酱油、药材杂货、五金陶

瓷、茶楼当铺，应有尽有，繁盛

一时。即使经历过抗日战争

等变故，1953年，直街保留

下来的商铺仍有157家。

随着时光流转，今天的盐

步直街，两旁那些享誉江湖的

老字号美食保留至今，守护着

盐步一代代人的记忆，生活气

息依然浓厚。超过20年历史

的红星甜品店，更是让人尝到

熟悉的家的味道。褪色的红

漆招牌、简单的厨房、充满历

史感的转页吊扇、墙上琳琅满

目的价格表……看似简陋的

老字号店铺，流露着最自然的

味道，存留着街坊们最初的情

怀，是不少街坊谈天说地的好

地方。

能记的烧腊依旧是街坊

们熟悉的味道。每逢过节或

者周末，能记门前都会有一大

批拥趸排队买烧腊，里里外外

的烟火气，无一不诉说着街坊

们的“集体回忆”。

“省佛通衢”见证350年广佛同城史

文化是决定城市活力、

潜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因

素。虽然“省佛通衢”的历史

使命已经完成，但它所承载

的历史和依托这段历史形成

的文化，远大于当初修建的

初衷。

目前，佛山正全力争当传

承岭南广府文脉领头羊，南海

扛起文化发展的大旗，强调文

化是现代化活力新南海的刚

需，提出要加快推动本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

分发挥文化引领作用，推动产

业活力、城市活力、人的活力

全面迸发。

2022年，南海区委区政

府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全力构

建南海“三带三区”文化发展

新格局，依托“郁水官驿”“桑

园围”“省佛通衢”三条文化

带，融合数字科技、文化创意、

音乐艺术、户外休闲等各类元

素，着力建设千灯湖中央活力

区、大桃园产城活力区以及环

樵山水乡活力区，打造南海文

旅产业发展的极核。

“省佛通衢”文化产业带

正是“三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此，2022年，大沥镇

提出构建“一带一轴两廊四

区”文旅体空间发展格局，其

中“一带”就是“省佛通衢”文

化带，它以省级非遗盐步老龙

礼俗文化为核心，串联起三眼

桥、一眼桥等地标，盐步、六

村、直街等社区，打造示范文

化产业带。

展望未来，以“省佛通衢”

文化带建设为抓手，大沥将结

合沿线历史文物活化和专业

市场改造等工作，把文化创意

融入铝型材、有色金属、内衣

等大沥传统优势产业，擦亮大

沥品牌，促进城市影响力的进

一步提升，打造大湾区商贸文

旅新极点。

老字号守候记忆 老街承载情怀

“省佛通衢文化带”深度融合城产人文

大沥点解叫“大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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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省佛通衢门楼。 ■三眼桥在车来车往的穗盐路中间，见证广佛变迁。

广东国锤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于2023年5月17日上午10时至5月18日

上午10时（延时的除外）在中拍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
公开拍卖以下财物：

1.罚没河砂一批（约1734.3m3）【粤佛南建水罚罚字
[2022]57号】，起拍价：164759元，保证金：32000元。

2.罚没河砂一批（约1227.5m3）【粤佛南建水罚罚字
[2022]73号】，起拍价：61375元，保证金：12000元。

3.罚没河砂一批（约1319.9m3）【粤佛南建水罚罚字
[2022]78号】，起拍价：71935元，保证金：14000元。

存放地点：南海区九江河清砂场，展示时间：2023年5月
12日、15日（电话预约）。

保证金缴存账户：广东国锤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01138800023657，开户行：顺德农商银行大良支行。

竞买资格确认：有意竞买者须于拍卖会结束前一天下午
5时前交纳保证金（不得以现金存入）并登录中拍平台注册后
报名参拍，我司审核合格后予以开通网络竞价权限。注：若需
授权委托的双方须在拍卖前一同到我司办理委托手续。

联系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桂中路君御花园88号铺三楼，
电 话：0757-22308668、17322702431、17328012431。

▲我局现有一批涉案车辆(数量为 15 辆)需要拆解销
毁，经佛山市禅城区价格认证中心评估，报价底价为
人民币 1285 元 / 吨，以实际的称重吨数核算总价，欢
迎有资质 （广东省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资格认定
书）的企业报价。 公示期：七天，联系人：李警官，联系
电话：0757-83218607。

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
2023 年 5 月 8 日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横江社区向阳股份经济合作
社于 3 月 17 日遗失 《南海区大沥镇集体组织收据》
空白手写收据一份（包括第一联存根联、第二联交缴
款单位联、第三联财务记账联），号码：1195850，现声
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横江社区向阳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3 年 5 月 8 日

招标公告

遗失声明

▲本公司佛山市南海区正东照明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华南电光源灯饰城内 C 区 2 路 15、17、19、21 号、
3 路 16、18、20、22 号三楼铺位按金单单据， 单据
号码：1942951，金额：33264 元，现声明作废。 由此
引起的一切责任和经济纠纷由本公司承担。 特此
声明。

声明人 ：佛山市南海区正东照明有限公司
2023年 5 月 8 日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里水派出所不慎遗失编
号为 EC03332391 的《广东省暂时扣留冻结、财物收
据》第二联、第三联，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规 划 调 整 公 告
现有佛山瑞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办理佛山瑞

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鹏瑞三龙湾壹号广场项目9#住宅

楼，14#-17#、21#-24#商业楼，裙楼及地下室建设项

目调整批前公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和《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现进行批前公

示，公示内容详见设计图纸。

利害关系人对许可或审批事项提出异议的，应在公

示结束前向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禅城分局提交书面意见。

公示附件：公示图.zip

公示时间：2023/05/06~2023/05/16（共10天，首

日不计）

意见反馈的部门：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禅城分局

联系电话：83139625

电子邮箱：zrzygs@chan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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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章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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