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权户代表周伯信遗失佛山市南

海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户内股权及

成员证，集体经济组织名称：佛山市

南海区西樵镇崇南村第十四股份合

作经济社，证号：60553003010-

004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黄镇不慎遗失华南电光源灯

饰城内D区 2路 15号用电担保押

金单单据，单据号码：5933108，金

额：1500元，现声明作废，由此引起

的一切责任和经济纠纷由本人承

担。特此声明。

声明人：黄镇

202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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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婷 美编彭珍

“先有官窑，后有佛山”。千年官窑，承载了一

座城市珍贵的记忆。这里是最有烟火气，最能看见

本土基因的地方。

这座旧时的繁华圩镇，曾经的“十里长街”，见

证的不仅是商贾往来与商贸繁华，更是岭南人的生

活日常与奋进拼搏。历史深深地烙进了官窑人心

中，难以割舍！

8月23日，处暑。跟随记者的脚步，第十四期

《写在大地上的历史》摄制组走近官窑，在一砖一瓦

中，找寻岭南独特的气息与印记，感受千年古驿的

“变”与“不变”。

在狮山官窑，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话——

“先有官窑，后有佛山”。“官窑”，顾名思义，就

是官办的窑。据说，旧址尚存有陶瓷残迹，官

窑历史文物馆曾保存有古窑所烧制的陶瓷器

皿，碟底刻有“官窑内造”字样，由此推算官窑

有1100多年历史。

官窑起源于唐朝末年，自宋代以来商旅频

繁，相当兴旺。其兴建在河堤上的墟市，全长

10华里（5公里），商业在清代达到鼎盛。当

时，官窑街呈“一”字形东西走向，最繁华时，

圩内人口过万，故有“十里长街”之美称。

日前，记者跟着狮山镇驿园社区干部廖丽

君来到曾经喧嚣热闹的十里长街。静悄悄的

巷道里，偶有老人闲坐家门口喝着茶。“十里长

街具体位置是街头村牌坊一直到七甫牌坊。”

廖丽君说，旧时凭着毗邻西南涌与芦苞涌的优

越位置，官窑成了连接北江、西江两大水系的

一个重要节点。鼎盛时期的十里长街曾有经

营杂货的店铺300余间、茶楼9间、织布厂5
间、晒布场地8处。

行走在十里长街，明清时期长长的“三石

板”路被埋在水泥路面下，唯有供销社、官窑粮

仓等旧招牌，遗留着许多旧时的印记，能窥见

一些历史的影子。“十里长街十里商，繁荣兴旺

不寻常”。听着老街坊讲述长街往事，虽时间

久远，但还能隐约感受到南来北往的客商、沿

街叫卖的热闹景象仿佛穿过时空隧道，重现眼

前。

时代变迁，长街带着昔日的荣光归于沉

寂，一些老屋已无人居住，却迎来了新的“住

客”——各种生机蓬勃的绿色植物，不经意间，

造就了另一种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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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发展与传统文化互动融合，是延

续、提升城市文明，彰显城市魅力的重要路径。

当前，南海正在全面深化“三带三区”文化

发展新格局，全面推动“水上南海”建设，“十里

官窑”正是“三带三区”中郁水官驿文化带、大桃

园产城活力区和“水上南海”的重要载体。

目前，“南粤古驿·十里官窑”项目已启动第

一期共三里的文化项目提升改造，未来将规划

结合水乡肌理、广府商贸、民俗特色，建设一条

集文化体验、娱乐休闲、商业居住等多功能业态

为一体的儒商文化古驿道与民俗文化街区。这

条旧街将保旧貌换新颜，以期来客熙熙攘攘，讲

述官窑文化故事。

项目首期启动建设五里“古驿禅院”、六里

“榕荫古渡”、七里“马步南拳”。其中，六里“榕

荫古渡”的沿江路景观提升改造工程现已基本

完工，骑行绿道、游步道蜿蜒于文化长廊和绿树

浓荫之间，市民可静心漫步，享受休闲生活。同

时，摸仔岩公园、驿观园、马步头公园三处游园

将重点提升，驿园路上的历史建筑拟将复原改

造成富有岭南风情的商铺。

项目在景观提升改造的同时，拟把衣、食、

住、行、玩、学等功能进行融合，以“文化+多元化

商业+配套服务+办公+居住”综合型发展，为游

客提供周末及小长假的“治愈”场所。这也将促

成当地实现业态重组融合，激活低效用地，成为

富有文化吸引力的宜居宜游文化带。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十里官窑’的每一段

路、每一座桥、每一个码头，都将成为公共艺术空

间，让大众感受生活与人文艺术的无缝连接。”这

是狮山官窑人的心声，也是官窑人的期待。

采访结束时，正值夕阳西下。一抹余晖正

透过旧瓦檐照射在街道，一条条金黄色的光束

把旧街的身影拉长，散发着古朴的气息……南

粤古驿，十里官窑，正迈步走向乡村振兴之路，

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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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十里长街”一路走，可以找到不少的历

史印记。

一座气势宏伟的皇帝赐建“恩荣”牌坊，一

排雕刻精美吉祥图案的8米长石栏杆，还有一

汪碧波粼粼的风水塘……有一座五百多年历史

的陈氏宗祠，街坊称其为“栏杆祠”。这座始建

于明朝弘治年间的古宗祠以独特的建筑布局，

成为岭南宗祠的佼佼者。这是一座皇帝赐建的

宗祠，在岭南地区尤为稀有。

传说，宗祠是为纪念七甫村先祖——明朝

举人陈度而建。陈度在任扬州府如皋知县时，

平定匪乱，深受百姓拥戴，然因其廉洁得罪权贵

受到排斥，于是提前告老还乡。皇帝为表其功

德，加赐金银为他建造祠堂纪念，名为陈氏宗

祠，并赐誉“恩荣”牌坊。

穿过小巷，凤山古庙映入眼帘——官窑生菜

会旧址。以前每逢开春之时，村民进完香摸过“生

仔石”，便席地坐在古庙石阶前，大口大口地吃着

生菜包，祈祷年年顺景、生生猛猛。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传闻：据说民国22年，广

东总督陈济棠的七姨太莫秀英到官窑拜神时摸到

螺，十分高兴，赠给当时的进香者每人一银元，回

家果然生下一子，从此官窑生菜会名扬海外。

2007年，“官窑生菜会”被佛山市定为首批“非

遗”；2009年，又被广东省定为第三批“非遗”。

为保留、纪念这一民俗，自2013年起，官窑

开始筹建生菜会会馆，展馆面积近300平方米。

除陈列历史文物、图片等资料外，馆内还有不少与

生菜会相关的生活物品、影像等，更以木雕的形式

生动、立体地再现了当年官窑生菜会的盛况。

生菜会会馆一旁，就是近年来重新修建的同

人善堂。1896年，官窑一带疫病流行，陈沛然、

刘凤翔、黄梓林三人在官窑驿市后街创办同人善

堂，扶贫济困、施粥赠药，“儒商”文化广为流传。

岁月如斯，官窑正在经历着新旧交替。十

里长街见证了南海的文化底蕴，一代又一代传

承下来的烟火气，将延续官窑温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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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古墟码头。

■走进官窑陈氏宗祠，

感受深厚的文化底蕴。

■同人善堂承载官窑人的明德文化。

■满天落霞下的西南涌，是旧时官窑古驿道的水路。

■修建后的官窑古街道。

■陈氏宗祠有着500多年历史。

跟随记者

走进官窑■官窑古墟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