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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村秀色线

   浓墨重彩绘画卷
“醉美”乡村入景来

05

红花醋浆草，五桂山一带常见它的倩影。（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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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外—合里—白企
千顷良田傍海涌，水村绿道古民风。尽管

城镇化让许多乡村变成工厂，失去了最初的淳

朴，但庆幸的是，这里依然保持着它的清丽与

自然。绵延眼前的葱翠给人无限的遐想。

漫步在村中，移步一景，妙不可言，犹如行

走在一幅乡村画卷里。关于这里，一个叠句浮

现在脑中 ：毓秀山川，生趣盎然。

据相关资料显示，白企、合里、贝里地势连

体于五桂山的山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

中山抗日根据地，是革命老区。如今，行走在

这里的狭窄街巷，仍可以依稀感受到历史的沉

重与岁月的沧桑。

★白企村政务委员会旧址（白企村李斌祖居）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暨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机关旧址 （合水口里剑门牌村 15 号）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暨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机关旧址   （白企村合里瓦屋村 3 号）

从山上俯瞰白企村。黄春华 摄

线路

推荐理由

红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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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明朝成化年间，合水口村开始在这里扎

根繁衍，由最初在塘基山脚下的区区几户人

家，到现在的 400 多名村民。到目前为止，这

片与村民世代相伴五百多年的风水林，虽几

经沉浮，但依然保存着南亚热带季雨林特有

风貌。

虽然是“扁担”村，虽然没有出过孙中山

这样的名人，但是村里人自得于环绕着整个

村子的风水林，只要谈起这片风水林，每个村

民的脸上便露出自豪的笑容。

进村要过一道小桥，桥下的溪水像护城

河一样，护卫着这片家园，让它免受了现代工

业的侵蚀。桥下河涌水虽浅，但清澈见底，时

见成群的小鱼在水里游动。河涌两岸边，高

大的树木沿岸矗立，岸两边清一色的绿绵延

而去。靠近岸边的大树根下，河水渐深，鱼儿

更密集。

村头一棵 20 多米高巨大“身躯”的木棉

树分外亮眼，胸径有 80 到 90 厘米，树上粗壮

的枝干比旁边小树的树干还要粗得多。村子

的保安亭就在桥尾木棉树下。保安队长李耀

成告诉记者，58 年前，一位村民在这里种下

了木棉树苗。每到木棉开花时，满树耀眼的

花朵成为村头的一道风景线。当年种树时这

里还不是村口，后来修桥的时候，村里就把桥

修在了木棉树旁边，这棵巨大的木棉也就自

然而然地成为了村头风水树，成为合水口村

的坐标。这个时候，突然让人想起孟浩然的

诗句“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村口木棉树旁的康真君庙和村里的李家

祠堂，是村里较为古老的建筑。康真君庙据

说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曾被拆除两次，最近一

次重建是在 1996 年。如今的庙宇只剩写有

" 康真君庙 " 几个大字的石门是仅存下来的，

其他部分都是后来修建的。石门的门楣左侧，

刻着 " 光绪十七年孟冬重建 " 几个大字。

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

合水口村（合外村）

合水口村旁有一大块菜地，村民淳朴好客，刻苦耐劳，大清早，就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黄春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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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1 月，

罗章有、黄智（黄

衍枢）奉命带领一

支 18 人的先遣队

进入五桂山区合

水口、石门一带，

摸清民情、社情、

敌情、地形，为建

立根据地打前站。

先遣队进入五桂

山后，在地方党组

织积极支持、密切

配合下，在群众中

展开了防匪保家、

抗日救国的宣传，

帮助群众生产劳

动、治疗疾病，镇

压与人民为敌的

匪霸，深受群众的

拥护，很快扎下根

基。2 月，欧初带

领第二主力中队

六七十人进驻五

桂山，与罗章有的

先遣队汇合。3月，

卫国尧带领第一

主力中队十多人

也转移到五桂山。

如今的白企村是个行政概念，自北向南

地串联起贝里、白企、合里、合外这些村落，但

这里讲述的是白企自然村。白企村、合水口

里村连在一块，隐藏于大山深处。所谓世外

桃源，自是人们想象中理想僻静的生活之处，

是那种不理世事纷扰的安乐美好。若是在深

山之中恍惚间闯进如此这般原生态的小村庄

里，大抵也不觉突兀新奇，但在毗邻都市现代

文明的咫尺间，白企村、合里村的静谧清新却

是难得。

白企、合水口里村呈握拳侧放之势，散落

的村居洋洋洒洒地贯穿着几处起伏的丘陵。

进村的路，则像是繁华的延伸，一径笔直的大

道，宽阔平坦地铺陈眼前，不见坑坑洼洼，也

没有随着车轮扬起的碎石与土壤。路边的树

不似城中的那样，愈发枯黄的枝叶本该焕发

些许视觉上的暖意，但镶嵌在冷冷的凝翠中，

便霎时生出些微凉气息。冬景深沉，沿路驶

进村内，越是往里走，便越发渺无人烟，直至

蜿蜒到达合里箭竹山水库处，那波澜不惊的

水色更是寂寥。片刻前，列车驶过稻田上凌

空架设的轻轨道时轰隆隆的呼啸，省道 111 线

上的车水马龙，邻近城市的商品房区的嬉闹

扰攘都早已消失在一片青山绿水中了，只剩

那冬日的阳光，和煦依旧。

有灵气的村子，从来不乏水的滋养。但

走至水库边，已是离白企村民的聚居地有段

距离了。箭竹山上，越过那工整秀丽的主坝，

便可望见那碧绿如玉般的水库。山上的自然

环境优美，作为五桂山区东北部最高的山峰，

地名志中以“巍峨崇峻，傲立于群山之中，东

眺珠江”的气魄来形容。但这座隶属于白企

行走在一幅乡村画卷里

白企村、合水口里村

1、牛拴于树下，悠然自得。2、一个小水闸，水如瀑布。夏天丰水期，这里
可以沐足戏水，堪作一景。黄春华 摄

怡然耕种，乐也融融。明剑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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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行政管辖范围的水库却是清婉，如岭

南的女子般，在山色中掩面含羞，任清风拂动

那缕缕新凉。

事实上，这也只是个小型水库，为邻近村

民们敛藏着清澈的水源。在山的东北坡，隐

匿于青葱群山间的横迳水库则更具规模。从

上空鸟瞰，尽是一潭深碧，乡间的朦胧烟霭夹

着柔风似有若无地轻抚水面，逗弄起粼粼的

漪澜。据资料记载，横迳水库于 1957 年动工，

1974 年基本建成，集雨面积 3.44 平方公里，

总库容 332 万立方米，以灌溉为主，兼发电功

能，并从 1985 年起向南朗镇居民供水。

如今，这两处水库也成为城中驴友酷爱

的郊游之处。在记者走访白企村和合水口里

村时，便常常偶遇那些装备齐全的专业骑行

者从身边滑过，直达近水的幽静处。若是在

季节恰当时，更有年轻人在横迳水库的开阔

坝面上玩动力滑翔伞。那腾空而起的伞面如

飞鸟的羽翼，展翅空中，便为山间平添了一抹

明艳活泼的颜色。

除人工修建的水库外，白企村里更到处

流淌着细细的清溪。在风水林深处，有一名

为“龙井”的水井，一年四季都难见干涸，且

经过山林的过滤，水质更是透彻甘美。村中

安装了引流的自来水管，并设取水台基。那

儿聚满了附近村落的居民，他们提着几只庞

然的桶罐，携老扶幼，边闲聊边接水。也有孩

子好奇地伸出稚嫩的双手捧一掬清泉，美美

地舔饮着，满脸映着得到礼物般的喜悦。村

中的汩汩溪水，则绕着田边润泽土壤。先是

湍急地洗刷着浑圆石子上的青苔，淙淙不息。

流到平地后，便柔和了许多，任蓝天白云树影

鸟迹投进那波心里。及至尽头处，才凝滞了

脚步，长起成片的水葫芦来，密密麻麻的，绿

得心慌。

除上述旧址外，根据《中山市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在白企村、

合水口里村的范围内，还有石门路 2 号中山

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部活动旧址，以及合里瓦

屋 3 号的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暨抗日民主政权

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机关旧址，被列为近现代

重要史迹及代表建筑。这些故地与历史资源

也将被整合到被冠以“战地黄花”之名的南

朗白企村、合里村革命传统教育红色线路里。

位于合水口里剑门牌
村的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
部暨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
委机关旧址。黄春华 摄

道路把民居和田
地分开，比别处更静谧
闲适。缪晓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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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起食粥，普通人可能不知道，有些年份的觅食老手都能找

到南朗鸭粥。南朗粥风味独特，它讲求粥底靓，真材实料，价钱便宜，

不少人特地开车去光顾。南朗柴桥街的南朗鸭粥不稀不稠，由头吃

到尾都不会变水，深受食客欢迎。南朗鸭粥做得好，一是鸭肉鲜美，

二是粥底香滑，和着鸭肉送一口粥，肉质紧致嫩滑，粥底浓郁咸香。

这都需要讲究火候。

白企、合里地势连体于五桂山的山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的中山抗日根据地，是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

五桂山区抗日游击队转战打击日、伪军和消灭国民党顽军的战略要

地。粉碎日军“四路围攻”、“十路围攻”等战斗都发生在此一带山区。

在合水口里瓦屋村，至今仍保存着建于 1923 年的碉楼，曾为中山抗

日游击大队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机关旧址。

从白企碑角头村往石门路村的方向，沿路有
小溪相伴。溪水在冬天水量不多，但很清澈，流淌
在细沙之上，泛起了鳞状的波纹。黄春华 摄

村民居住条件现在已经得到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改变。缪晓剑 摄

★红色记忆

★美食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