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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桂茂林山景线

山路盘旋丹桂飘香
找寻历史缅怀英烈

04

翠山公路被称为中山最美公路。叶劲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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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山市唯一一个以山系命名的镇区，五桂山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和旅游资源。这里青山连绵，层峦叠翠，飞瀑流泉，四季花香，是中山市天然氧吧，

有中山“市肺”的美誉。走进五桂山，就如同走进了古朴、美丽的画卷。一处处

富有浓郁岭南特色的村居掩映在青山绿树之间，人在村中，村在景中，景在画中，

浑然天成。

这里不但有恬静秀丽的农村风景，更有激动人心的抗战历史。这里曾是抗

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留下了众多红色古迹，其中的古氏宗祠，就曾经是南番中顺

游击区指挥部、中区纵队司令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部活动的旧

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你可以尽情缅怀先烈们当年那段光辉岁月。

南坑尾—石莹桥村—槟榔山村—翠山公路沿线

线路

穿行在五桂山中的城桂路，像一条玉带。缪晓剑 摄

线路
推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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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南坑尾一带仍是原

始森林，四面皆山，南北向的小溪穿山流

出。溯溪上行，拐进森林，地形复杂，易守

难攻，抗日游击队经常在此地活动。山

边一处洞穴，当年欧初等不少革命前辈

曾在这里打过游击，还在这个洞穴住过。

该洞穴藏身于几块巨石之间，面积不是

很大，掩映在翠山绿竹间，尤显神秘。

    南坑尾，五桂山办事处南偏东 6.8 公里处，

为南桥行政村辖下的一个自然村。村民多姓

甘，客家人，人数近百，其祖先于清康熙元年

从（河源市）紫金县南塘村迁居于此。因有山

沟自南坑村（同属南桥村）向南延伸至此，村

子建于山沟之末端，故名南坑尾，聚落在蟾蜍

塘山北麓呈微弓形线状分布。从地理位置上

看，南坑尾算得上五桂山最为“深邃”的一个

村庄，四面环山，山林成片，过去还是中山抗

日根据地之一。更难得的是，这里还自然生

长着 10 多棵目前极其罕有的沉香树。

     南坑尾四面环山，小得简直让人难以置

信，二三十间客家民居纵向散落其间，不用两

三分钟即可环绕一圈。时值下午两点，阳光

变得耀眼，不少村民吃罢午饭三三两两聚于

树阴下乘凉，拉起了家常。村子周围不但山

脉连绵，沟谷纵横，而且林阴蔽日。看着眼前

的稻田，四周的枫林，吸着山里的新鲜空气，

那感觉甚是空灵。

     明清时期，战乱不断，一批中原人辗转迁

徙到中山，当时大片平原沃土已经被先来者

占据，只剩下群山林立、树木遮天的五桂山地

区，他们依靠勤劳的双手在此安家落户。有

学者认为，由于数百年来极少与原居地联系，

五桂山地区的客家人受到广府文化的影响较

多，但保存下来的客家文化（客家山歌、客家

菜等）与梅州、河源等纯客家地区一样朴素和

原始。

山水环抱桃花源

南坑尾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政治部暨中区纵队政治部旧址 （南桥村槟榔山 5 号）

★中区纵队成立旧址暨珠江纵队司令部活动旧址 （南桥村槟榔山 14 号  古氏宗祠）

★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成立遗址（石莹桥村文化中心）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卫生站旧址 （南桥村槟榔山 13 号）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南桥村槟榔山 8 号）

南坑尾算得上五桂山最为“深邃”的一个村庄，四面环山。明剑 摄

石莹桥村的一处断墙，见证历史沧桑。文波 摄

石莹桥村的一片风水林。黄春华 摄

红色遗迹

★红色记忆



104 105

着山脚狭长布局，建筑大都很新，以前的旧房

老屋业已不现踪迹。村民世代在此承继香火，

村子发展到如今已百多人，据说村里的老人都

很长寿，皆因五桂山山好水好的赐福。村口的

鱼塘边，几个顽童趁着天空放晴在捞鱼，偶尔

又传来几声犬吠，挑着簸箕的老人也要去拾掇

柴火。

     没走多远，前方转入一开阔岔路口，往路口

左边望，只见远处一条约 3 米宽的小河徐徐

而来。坝上河旁，一片翠绿的竹林逐水而生，

竹枝俯身而下，轻轻地用叶尖抚摸着平静的水

面。小河右边则是一座苍翠的小山巍然而坐，

山势平缓，山上长满了松柏、灌木等，郁郁葱

葱。而就在这青山屹立、绿水萦绕之间，一方

100 多平方米颇为光滑的灰白色巨石横亘于

前，一旁四方台上一座约 7 米高的巍峨纪念碑

高高耸立，庄严肃穆，极为显目。1945 年日、伪

军围攻五桂山区时，在此杀害了 16 位抗日游

击队员。1992 年春，“烈士石”旁建起了革命

烈士纪念碑。在绿树环抱的山下，黑色的纪念

碑显得庄严肃穆。

此外，在石莹桥村东北面还有一处著名的

革命遗址——粉碎十路围攻主战场遗址。

     从城区出发，沿城桂公路一路走，于南桥村

委会对面马路左拐入槟榔山路即到五桂山革

命老区的核心地带。据介绍，五桂山的革命遗

址主要集中在南桥村委会一带，其中以南桥的

槟榔山村和石莹桥村最为集中。

    石莹桥村有 30 来户，100 多人，是清乾隆初

期古琪禄从马溪迁此建村。在村前小溪上砌

石墩架松木成桥，称石松桥。清道光六年改用

石英石筑桥墩，改为石莹桥，村以此得名。

     从槟榔山路驱车驶入，很快就进入石莹桥

村，一路上绿树成荫，鸟鸣山幽，一派宁静小山

村勃勃生机之态。石莹桥村像是一只长靴，依

古桥流水抱丰碑

石莹桥村

五桂山的革命遗址主要集中在南桥村委会一带，其中以南桥的槟榔山村和石莹桥村最为集中。文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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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山村仅 20 来户，不到 100 人。为清

乾隆年间古琪胜从马溪迁此建村，村前有山

状似槟榔，故名槟榔山。

曾为中区纵队成立旧址、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部活动旧址的古氏宗祠

就位于槟榔山村。推门而入，可以看到该宗

祠为硬山式顶，前进为砖木结构，中间有天

井，两边有回廊连接。后进为台梁式木架构，

是典型的祠堂造型。

    青山环抱中的槟榔山村，人烟稀少。矗立

于水泥路旁的古氏宗祠，于这静寂中，流露出

历经沧桑的华美。清道光年间，古氏族人古

腾芳兄弟为纪念开村先祖古琪胜，捐资兴建

这座宗祠，光绪癸未年 (1883 年 ) 重修。

除了珠江纵队司令部活动旧址外，槟榔

山村还有好几处革命遗址 ：包括在宗祠侧的

指挥部医务室旧址，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

政治部、中区纵队政治部旧址以及中山人民

抗日义勇大队驻地遗址。

槟榔山路通向的是我市著名旅游景点逍

遥谷，逍遥谷位于五桂山腹地的银坑，是一个

集休闲、度假、健身、娱乐与自然、人文景观为

一体自然生态景区，是中山市“休闲逍遥游”

的典型代表。逍遥谷内山脉连绵，沟谷纵横，

泉清石奇，林荫蔽日，气候宜人。景区内常绿

植物有 160 多种 ：有油松、云杉、白皮松、阴

香、青果榕、剑叶灰树、山杜英等植物以及众

多名贵中草药。

古氏宗祠觅英烈

槟榔山村

1944 年春节前，日、伪军 8000 多人，分兵十路围攻五桂山区。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

预先获得有关情报，于 1 月 23 日在石莹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作出“全面牵制、击敌要害、

歼其一路、动摇敌阵”的作战方针。 1 月 31 日清晨，指挥部派出主力队布防于石莹桥岭，

扼守敌军必经之路的大帽山制高点。日、伪军一路 1000 余人（其中 100 多骑兵）经牛爬石

进入石莹桥时，遭到游击队和民兵伏击。敌军的多次进攻均被击退。日、伪军进山后得不

到粮食，供给无法补充，于 2 月 4 日晚全部撤离五桂山区。1944 年 10 月，石莹桥村召开了

中山县民主政权成立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山县行政督导处。

槟榔山村古氏宗祠—中区纵队成立暨珠江纵队司令部活动旧址。罗新荣 摄

石莹桥与槟榔山两村交界的一条小溪，溪边是石莹桥十六烈士纪念碑。黄春华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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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白带蜿蜒逶迤于群山翠林之间，一

湾碧波藏闺掩映于蓝天白云之下。这里是五

桂山腹地，曾经的深山密林地，如今却为一条

堪称中山最美观光公路的翠山公路白带般蜿

蜒而过，而沿途久藏深山、清澈见底、风景秀

丽、少为世人打扰的逸仙水库，也因此显山露

水，一展娇容。 

　

山路蜿蜒绿色氧吧

翠山公路于 2002 年 9 月动工，次年底

全线贯通。该路西起五桂山镇桂南村，东至

南朗镇翠亨村，沿线经过田心水库、逸仙水

库、五桂山林场田心分场以及多个小村庄。

该公路的修建并没破坏道路两旁的风景，反

而将其完美地融进了这幅苍翠秀美的山水

画中。 

翠山公路一路驶过，平坦舒适、毫无颠簸

之感。且越往深处，该公路越是蜿蜒匍匐，登

高远望好似一条青白相间的小蛇逶迤而去。 

走一小段后，往右拐入田心村附近路段，满眼

滴翠的绿涌入眼底。田心村的田心森林公园

也值得一去，森林覆盖率超 95%。公园所在

林区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开辟为中山市林

场田心工区，主要功能是培育各类森林花木

种苗。因森林生态环境良好，空气质量高，翠

山公路开通后，近年来逐渐成为市民旅游休

闲的目的地。

公园规划分植物科普游赏、生态保育、健

身登山和管理 4 大区域，里边将分布百花园、

樱花园、杜鹃园、荷塘月色、彩虹桥、童趣园、

木栈道等 10 多个景点。公园目前有乔灌木

57 科 173 种，园内还有猫头鹰、啄木鸟、毛鸡、

麻雀、山雀、蝴蝶、蛇类、蛙类、鱼类等多种野

生动物。

中山最美观光公路
秀美山水融进画中

翠山公路沿线

1943 年，古 氏

宗祠是南番中顺游

击区指挥部经常办

公 和 活 动 的 地 点。

1944 年 10 月 1 日，

广东省委和省军政

委员会在此召开干

部会议，内部宣布成

立珠江纵队和领导

成员名单。1945 年

1 月 15 日，广 东 省

人民抗日游击队珠

江纵队公开宣布成

立，古氏宗祠成为珠

江纵队司令部举行

各种会议等活动的

场地。解放战争期

间，古氏宗祠仍为中

山人民开展革命斗

争的指挥部。现在，

祠 内 陈 列 着《五 桂

山 革 命 斗 争 史》展

览，是“中山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村民晒的腊肉，油
香油香的。黄春华 摄

当地民居墙
壁上精美的雕花。
夏升权 摄

逸仙水库“藏匿”于翠山公路的深处。叶劲翀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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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寮村已看不到人居的半点踪迹。大寮

村，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存在于一些老中山人

的记忆里。在五桂山的腹地里，确有那么一

个村存在过。特别是封山后，这里真正还原

了它的本来面目。

大寮村的历史大致有 400 年，明末清初

之时，梅县、五华以及福建人过来居住，在更

早的时候，因为广府人已占据了较好的地方，

因而后来的客家人就靠山吃山，在山里开荒

种地。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时候，政府开始注意到

了这样的情况，下雨的时候，从五桂山里流出

的水就将下面的田都淹了，不下雨时又干旱。

所以，建水库成了当时的重点工作。1963 年，

长江水库修好了。到 1978 年时，大寮村的人

全部迁出。现在，只有水库没有多少水时，有

些碉楼就露出了水面。绝大部分的时间，它

们都在水底。

大寮村里，野蛮生长的藤蔓缠绕在树间，

有的壮如手臂。林间的树木都是密密麻麻的，

都在竞相往上长，否则难以吸收到阳光。远

处，是一些水杉树，样子很好看，因为它们长

得直，一排排的站在那，像那个村庄的守护

神。低处是清澈的水流，里面的柳条鱼旁若

无人地游着，因为少有人打扰，它们都是不怕

人的。在那个可能曾经有房子的平地里长满

了高高的草，有时还露出一些小阔叶树。

一座消逝的村庄

大寮村

落日余晖鱼群游弋 

逸仙水库，又是这幅秀美山水画的精华

景致所在。该水库“藏匿”于翠山公路的深处，

悄然掩映在山林中，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水库，

因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得名。起初，该水库的

兴建是政府出于农业防旱抗洪的考虑，建成

后总库容达 599 万立方米。后还肩负起向石

门村、翠亨村、翠亨宾馆等多地的供水任务。 

环顾水库四面围坐的山峦，仍是层峦叠

翠，郁郁葱葱，只不过，临近夕阳西下，除了西

边山头云霞集聚，亮堂堂外，其他几个山头均

已暗淡下来。水库下游村落里，也已是炊烟

袅袅，倦鸟归林，倒是蝉鸣更甚。 

而逸仙水库湖面也是另一番风景。只见

落日的余晖将水库悄悄染红，清澈碧绿的湖

面显得更为细腻柔软，加之傍晚无风，湖面平

静如镜，湖水尽将周遭的残阳山色倒映于怀。 

而烈日下蛰伏于湖底的鱼群，开始在一片

清凉中浮到水面上来冒泡觅食。明明无风，湖

面却是时不时地荡起阵阵涟漪，仔细瞧来，才发

觉，原是聚集的鱼群四处游弋激起水浪所致。 

袖珍村落傍湖而居 

“白云深处有人家”，之前看地图时感叹，

翠山公路逶迤盘旋，逸仙水库深山藏闺，其间

竟然也还有住人的村落。白石岗村便是靠逸

仙水库最近的一个小村落。 

该村紧挨着逸仙水库下游，全村仅 10 来

户人家，现留守村中的村民也就 50 来人，其

余大部分人都已前往港澳或周边的一些城市

打工。目前留守的村民主要以种菜、种果树

以及出租土地营生。

翠山公路旁的桂南村、田心村是中

山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队活跃的地方，

也是多次反“扫荡”的战场。

111

大寮的水杉林。文波 摄

五桂山航拍。夏升权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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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建于 1860 年的岐澳古道全长

70 公里，曾是兴盛一时的官道和商道，旧时连

接香山县城石岐与澳门。成为联结中西方文

明的重要管道，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节点。林则徐禁烟时，曾沿古道前往澳门。

岐澳古道分“东干大道”和“南干大道”

两条。其中，南干大道是主要通道。根据地

方志记载 ：南干大道位于县城南面，是通往

澳门的主要通道，于清咸丰十年（1860 年）修

筑。从南门口经桂峰茶亭、双合山、石鼓、云

迳顶到良都和谷都交界处，转东入石莹桥、大

南坑、平湖沙岗、前山寨直通澳门。

南干大道是在百姓挑担货品去澳门走出

来的小道的基础上，加以修缮拓宽，可谓近代

香山到澳门的 " 茶马古道 "。当年，很多失地

农民或城中生计无着落的贫民，从石岐将瓜果

蔬菜等挑担到澳门关闸，再挑担回石岐紧缺的

洋火（火柴）、火水（煤油）、蜡烛等，换取生计。

辛亥革命后，珠江三角洲的民众，特别是

位于珠江口西部的香山、四邑（新会、开平、台

山、恩平）等地民众，大多利用岐澳古道到澳

门进行贸易或定居，或经澳门前往香港和海

外地区。

世易时移，沧海桑田，步行、担挑运货的

交通方式逐步淡出，岐澳古道逐渐没落，最终

泯然于连绵五桂山脉之中。2015 年 4 月，本

地媒体探访岐澳古道遗址时发现，途中仍能

找到数段保存较完整的古道石阶。

蜿蜒古道穿越群山

岐澳古道

“纽约桥”遗址位于东区长江水库内的大寮村周屋。20 世纪初，该村华侨周华胜赴海

外掘金，回乡后建了一座两层式砖石结构的房子。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中山抗日游

击大队常驻大寮村，周伯热心地支持游击队，常把自己的房子腾出给游击队员住。1944 年，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举办了多期训练班，培养抗日人才。“纽约桥”是中山人民抗日义

勇大队青年游击训练班的代号，“纽约桥”就在此举办。“纽约桥”先后办了三期，学员是

港澳青年和华侨子弟，后来大部分都留在游击队工作，其中几位同志在抗日战场上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

文波 摄文波 摄

大寮位于长江水库之源，山清水秀，绿叶
成荫，因其红色的水杉林而闻名。文波 摄

岐澳古道吸引了不少户外爱好者。文波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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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花巧，不做作，得益于当

地得天独厚的好食材，简单、真

味是五桂山美食最好的注解。

翠山公路桂南马溪村，树山香

樟公园的出口路段，锦龙美食

山庄就藏匿在此，出品的菜式

虽然没有豪华外表，也不用大

量的佐料，但材质都是出自附

近农家养殖或耕种的原汁原

味，比如四角豆、鸭脚包、腊肉、

腊肠等，非常的经济实惠。仙人

掌也能吃？实际上仙人掌含有

人体所需的 18 种氨基酸和多种

微量元素，对人体有清热解毒、

健胃补脾、清咽润肺、养颜护肤

等诸多作用。在仙踪龙园内，

就有一个以吃仙人掌为主题的

餐厅，这里以仙人掌为主料，烹

饪中国的传统美食。
腊鱼腊肠让人垂涎欲滴。吴飞雄 摄

用仙人掌煲的汤有多种功效。叶劲翀 摄

五桂山里的大型农业生态文化观光园仙踪龙园种植的仙人掌。付希华 摄

★美食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