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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佛山一环向北前进，看到村

牌，就到了汤南古村。抬头见古迹，举

目皆诗画，村前荷塘环绕，村后山林守

护，灰青色的屋子整齐而立，祠堂、家

庙、晒坪、池塘兼备，几百年的古朴之

风扑面而来。

这里是南海较有代表性的清代村

落，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广东省古村

落、广东传统村落、南海区十大古村

落、南海区十大最美乡村。汤南古村

位于里水镇汤村，立村于宋、兴于明

清，因村民皆为汤姓而得名。

当地村民介绍，汤南村的祖先

建造了不少房屋、厅堂、庙宇、围墙

等，这些古建筑以砖雕、灰塑、墙画

为主要特点，建筑群均采用硬山顶

镬耳式封火山墙，内部布局采用广

东民居典型的“三间两廊”式。历经

岁月磨砺后，现仅存九条古巷，包括

兴仁里、桂兰里、中和里、居仁里、登

云里、福星里等，每条古巷都有门

楼，十分规整。

最让人赞叹的莫过于一座座清代

的书塾，记者粗略数了一下，村内一字排

开就有8个书塾，根据刻字可知，这些书

塾都建于清代的不同时期。明清以来，

山清水秀的汤南村便是鱼米之乡，尤其

到了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村里很多人

外出做生意，赚到钱后纷纷热心家乡建

设，除了建造全新的祠堂、房屋外，大家

都很重视后代的教育，建起一座又一座

书塾，共计39所。

村里的长者还记得当年书塾盛

景：“以前父亲和朋友天天泡在书塾拉

二胡，经常被母亲唠叨。”漫步其中，恍

惚还听到书塾传来的二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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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榕、祠堂、池塘……来到南海，你
能看到很多典型的岭南乡村，它们有着
明显的共性，不过如果你走近它们，会发
现每个村子都有其独特的风情韵味和厚
重历史。

“琴弹南吕调，风色已高清。”在这适
合秋游的好日子里，跟着记者的脚步，走
进里水汤南古村，这里建设年代可追溯
至明清时期，祠堂书塾连绵数万平方米，
一不小心，就能掉进百年时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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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学记》中说：“古之教者，家

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一间

书塾，犹如一个“泉口”，是当时学子们

汲取知识的地方。

如今，信祥家塾、师五家塾、大韶

书舍、乐堂书室4座书塾组成“汤南私

塾博物馆”，记录着汤南历史的变迁，

让我们依稀感受到书声琅琅的汤南书

塾盛景。

据介绍，汤南私塾博物馆藏品共

888件（套），展览总面积达6000平

方米，展出与书塾文化相关的老物件，

如文房四宝、教具教材、文珍文玩、陶

瓷艺术等，还原“古之教育”。

走进大韶书舍，就像是走进一间综

合性大学，能看到民国时期教认字的

《国民字课图说》、初中英语读本等文物；

在师五家塾则可以看到家塾的建筑、内

装与其他书舍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乐堂

书室里，则可以通过各种展品和文物了

解我国古典“礼乐文化”的内涵和意义

所在。

最为特别是信祥家塾。除了中西

合璧的建筑风格外，留存的“修凤楼”

牌匾证明了当时这里是族内女子接受

教育的场所。在那个信奉“女子无才

便是德”的年代，敢于冲破歧视和偏

见，足见汤南村人的魄力和“崇文重

教”的深入人心。

村内文人辈出，有明朝八世祖登

仕郎汤恩礼、九世祖正议大夫汤举公、

十世祖大理寺卿汤康显、十六世祖弘

治戊午科举人汤文蕚等，文风颇盛。

走在汤南村中，古代学子们求知若渴、

孜孜不倦的模样似乎依然呈现于前，

鼓励着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路上，也如

他们一样永不停歇。

每条古村都是一本厚厚的史书，记

载着时代变迁和当地人生活过的时光

轨迹。汤南村，地理位置上并不起眼，

却有着沉厚的过去，而私塾博物馆，像

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汤南古村之中。

作为岭南文脉的发源地之一，坐拥“亿年山川、万年水

脉、千年文化、百年工业”的南海，传统文化资源藏匿于200
多个村居的各个角落，这些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传统文

化，显示出深沉的乡土情怀。

自从里水开展乡村振兴后，汤村依托中国传统私学文

化，通过深挖村塾、宗塾历史，结合教育、体验、观览等，打造

里水最具氛围的研学智创集聚地。

每到周末，汤南古村都会迎来参观游玩的村外游客，有

一家大小前来休闲游玩、参观私塾博物馆的，也有市民特意

来探寻岭南古村的魅力。

看着村里环境越来越好，慕名前来的游客、研学游团队

越来越多，村里长者们总是围坐在村口的榕树下，由衷地感

到高兴和自豪，“我特意数了一下，游客多的时候，停车场停

满旅游大巴！”

在南海，还有许多像汤南村这样大大小小古村落，正乘着

乡村振兴的机遇和挑战，寻求自身发展道路，为南海乡村振兴、

基层善治持续贡献力量。

待更多的古建筑修缮完毕后，汤南古村还会开设乐堂、

书社等少年培训课程，引入中医、推拿、针灸等国学权威机

构，致力成为国学文化研学的发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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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塾里收藏的墨砚。

汤南村保存了古色古香的岭南传统建筑。

乐堂书室里，古时的“礼乐文化”在这里传颂。

祠堂祠堂、、家庙家庙、、晒坪晒坪、、池塘兼备池塘兼备，，

几百年的古朴之风扑面而来几百年的古朴之风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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