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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山色线

穿行湖光山色  
感受绝色美景

06
从贝里的灯笼坑村往东区的福获村，一路山清水秀，长江水库的美景尽

收眼中，山坳间，还可看到凯茵新城的楼房。黄春华 摄



128 129

贝外村—贝里村—福获村—长江水库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及逸仙大队部旧址（贝里灯笼坑 9 号）

★三山虎山抗击日军战斗遗址 （贝里灯笼坑村三山虎山）

阡陌蜿蜒，鸡鸣狗吠，桑榆鸣蝉。这并不是在影

视剧中才能出现的画面，这几个村落便是这样一个

安谧的“世外桃源”。这条线背靠五桂山，怀抱长江

水库，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风格鲜明的湖光山色

景观与生活方式，让人流连忘返。

抗战期间，日本人在此地附近大“扫荡”。如今

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看不到丝毫痕迹，这些村落也

早已在青山的掩映中恢复了宁静。

贝里的灯笼坑村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及逸仙大队队部旧址，建筑上的一个精美灰塑。
黄春华 摄

每间紧锁着门帘的老房旧屋，都如同一本掩卷的书。余兆宇 摄

线路

推荐理由

红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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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外，因村背有山，状如贝壳，称贝壳山。

该村在山背首部，故初名背头。清道光初年

改称贝头。从前，贝里只是贝头的一个里，后

有外人迁徙至此，故以“里”“外”区别。

说到贝外村的特产，竟然是“寿星”！据

介绍，小村现居民以老人居多，其中 80 岁以

上的老者占了 10%。而且，即便是移居别村，

也常常是当地的“头老”。

根 据《中 山 地 名 志》，明 洪 武 年 间

（1368 ～ 1398），蔡姓人从珠海淇澳迁至贝外

定居。但听村里的老人说，早在宋朝，这里便

居住了高姓、余姓的人家，明成化年间，高姓

人家迁居大环，余姓又多去了港澳。如今的

村民多是蔡氏的后裔。

说起自己的祖宗，村民自豪地讲述了第

五世祖蔡奇岗的“威水史”。他 15 岁时来此

地读书，明洪武年间，升官至贺州典史，永乐

年间，又被调往北京修建皇城，还曾在“郑和

下西洋”的历史壮举中有所贡献。

可惜，辉煌一时的蔡氏宗祠如今睡在野草

丛中。在去祠堂的路上，可以看到许多间上了

年纪的古老大屋。有的老建筑外精美的灰雕、

壁画依然呈现旧时模样，没被人为破坏，但大

门深锁，透过门缝往里探望，但见其中杂草丛

生，庭院幽深，幸得头顶着明晃晃的阳光。

蔡奇岗之父行一祖的祠堂被一群民居

“包围”了。要找到祠堂的大门，还得穿过私

人庭院，绕过兰圃。祠堂大门贴着一副对联，

红纸、金字，新得扎眼，与斑驳的外墙形成强

烈的对比。据闻，祠堂大门的对联本写有“漳

州启派”、“淇水分枝”，暗示本族来自福建。

但如今难寻其踪迹。

祠堂内，破损的建筑部件、神台、香炉与废

弃的农具随处散落，上面落满了灰尘、凝结着

蛛网。天井的野草长得比人还高，挡住了眼前

的路。环顾四周，依然可以感受到这座“三进

遗落在大山褶皱里的珍珠

贝外村

式”古建筑的大气派，内墙上残留着公社时代

的标语，这里曾作过粮仓。有村民从祠堂尽处

发现一个神秘箱子，打开一看，里面竟是旧时

的花轿和八音锣鼓架。另有好奇者将一石香

炉上的灰尘抹去，上面刻字 ：光绪十二年。

村中常有些苍郁老树，挺过了悠悠岁月，

即便在隆冬，依然是枝叶繁茂，与树底下孤寂

的石狮雕刻相映成趣。一路走出贝外村，身

旁的田园意趣仍是淳朴，被拴在溪边的老牛、

矩阵般的甘蔗林等次第出现。远远地看见那

划破天际的轻轨道下，农户正烧着稻田准备

种下一季的蔬菜。那烈烈火焰燃得烟雾缭绕，

迷蒙地融进了夕阳的余晖里，竟为远山与村

落妆成一片薄媚。

看蓝天听水声想遥远的心事。贝外村古

老、沉寂、静谧，像一颗珍珠被遗落在大山的

褶皱里，朴实，恬静，悠远的独特韵味让人流

连忘返。
进入贝外村的路上可看见广珠城轨的高架

桥，在广阔的田野上画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
黄春华 摄

贝外村的村道。黄春华 摄

贝外村内几层楼高的房子，在老宅群中像雨后春笋般冒出。余兆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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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外村是中山抗日根据地

之一。据说，在炮火纷飞的战争

年代，村中小石桥还曾作为抗日

义士躲避飞弹的遮蔽处。

   贝里村里的景致，清新淡雅的绿，层层叠叠、

深深浅浅的，田埂处是那萝卜的叶子，簇拥着

长得轻盈，迷迷茫茫地连绵出一片婆娑 ；至于

冷幽幽的远山更不消说了，如一抹抹幽影般

地拓在荒然的天幕间。若站在缺些人声的地

方，便更觉萧瑟。

倒是近处的田景是要更活泼些，那一地

稀疏错落的芳草间，常缀满了星星般的淡紫

或雪白的小花，凄凄然的像是那些小清新摄

影爱好者极爱的迷离。偶尔有村中的小伙子

挑着扁担路过，看似随意地蹲在地上，便铺开

做买卖。满箩筐的橘子，看着如灯光般和暖

亲切，倒为这风景增添了些踏实的生活气息。

圩市里常有卖的、俗称“五代同堂”的黄金果

也就扦插于这些草丛中，沿着木杆往上爬，橙

黄的果子憨态可掬，伸着几根笨拙的手指似

的。有草色衬托，自然也不像市场里成盆堆

叠的金黄般艳俗，倒像是精心配插上蕨叶、蒲

草的别致盆栽。

山脚那些火红的树，长在绿油油的田边，

颇为耀眼。那一树秾姿簇满干褐的枝头，虽

绝无半分俗媚，却又如花般开得如火如荼。

走近一瞧，树下片片坠落的枯叶犹是那骄纵

的红烈，却约略泛黄。叶底隐隐渗透着的青

翠，远看时并未察觉，但此刻仰头张望，便觉

微妙。那花树映衬着前方橙黄的油菜花、青

绿的果蔬，织就了诗情与生机，更为这乡野渲

染出一身艳美。

近年来开通的贝里至南朗镇区的公交线

路，载着村民们如常出入，又把街外的文化休

闲活动引进村来。同时，随着绿化升级计划

的进一步实施，深山间的苍翠绿意绵延出来，

又为附近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增添了盎然的自

然之美。

清幽离尘的世外小村

贝里村

贝外村中心的一棵大朴树。黄春华 摄

132

幽林古屋。黄春华 摄

村中有很多大小不一星罗棋布的方方池塘，
城轨从此穿行。缪晓剑 摄

秀美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道路、农舍星罗棋布点缀其间。缪晓剑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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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6 月，中共南番中

顺中心县委成立，将中山的组织

划分为两个片区进行活动 ：中

山本部和中山三、九区。中山本

部县委机关就设在贝里上徐村，

梁奇达（后为关山）在此开展工

作。中山本部县委成立后，立即

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贯彻中央和

中区特委的指示，并提出中山敌

后斗争的四项任务。

在东区长江三溪社区，与凯茵新城林立

的高楼仅一山之隔的福获村，清幽宁静、虫鸣

鸟叫，一直保留着“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的古村原生态，远离尘世喧嚣，被称为传说中

的净土、中山版“世外桃源”。 

“沿一僻静小路直入，路至尽头，便见一

山。山壁如刀削，垂直九十度。山有小口，仿

若有光。驱车前行，初极狭，仅容一车通行。

路有树阴，几无阳光洒下。右岸是水库，掩映

在绿树之下。复行数百米，豁然开朗。土地

平旷，屋舍俨然，有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黄发垂髫，怡然

自得”，这是去过福获村的驴友模仿陶渊明的

《桃花源记》白描福获村的句子。

福获村村口立着一块牌匾，牌匾上详细写

有该村村名的由来。据牌匾上记载，1939 年之

前，该村还不叫福获村，而是叫“破锅村”。

抗日期间，日本人在此地大“扫荡”。有

山水环抱
一村宁静

福获村

贝里徐刘村。黄春华 摄

贝里灯笼坑村。黄春华 摄

南番中
顺游击区指
挥部及逸仙
大队队部旧
址。黄春华 
摄

一 位 骑
电 动 车 的 村
民 穿 行 在 窄
窄的村巷中。
吴飞雄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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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得知游击队在破锅村一带活动，于是日

本人带着几千人马赶来围剿。

后来，在破锅村一座山神庙处，日军指挥

官见到庙上面写着“福获民智阅书报社”，于

是认为这里是福获村，“那破锅村在哪里呢？”

遍寻无果只好收队。

破锅村的村民认为是福获两个字救了他

们全村，从此改名为“福获村”。

站在该村村口高地，可以看到，该村南

面与长江水库堤岸毗邻，另三面与五桂山诸

岭相连。其间，一座座黄泥砖瓦砌成的老旧

房舍庭院散落点缀于一片片遮天蔽日的山林

间，而高低错落的山林又与山间梯田呈层叠

状竞相辉映，加上阡陌交错、上坡下岭的泥巴

小路，以及大小不一星罗棋布的方方池塘，使

得该村有着不同于寻常村落的别样美。

走进福获村，除了一路高耸的树木外，首

先引入眼帘的是背靠着一簇毛竹林的废弃公

社大楼，以及门前篮球架已锈迹斑斑的偌大

篮球场。据称，一到农收时节，该篮球场便是

村民们绝好的晒谷场。

沿着狭长的水泥石板路往村子中央走，

该村的房子清一色的低矮老旧，而村民也多

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据称，该村只有 70 多户

人家，原来有400多人，后由于村子交通落后，

出行不便，且需要搬迁，近几十年内不可报建

新房，因此陆续有人搬离出去，现在只剩下

100 多常住村民。不过，村民的生活却是过得

很悠闲自在。

该村有几样东西特别多，一是村里狗特

别多，几乎家家户户都养有狗，二是村民家门

前堆放的柴禾特别多，三是村子山林里的鸟

儿特别多，叽叽喳喳，四是村间地头翩翩起舞

的蝴蝶特别多。这许多的原生态“乡味儿”

时时刻刻都让人感到一种“世外桃源”般的

清幽宁静。尤其是驻足山林间，空气清新，山

风拂面，虫鸣鸟叫，花香扑鼻，让人心旷神怡。 

绿水长流，青山常在。 而近在咫尺的长

江水库和福获村两者在岁月里互相依托，相

得益彰，有了“长江叠翠”的美名传扬。

近看水库，是松林蔓延，红杉婀娜，石立

水中，水流石上，鱼翔击波，飞鸟掠空……

从高空看，是山环水绕，岛浮水中。墨绿、

深绿、浅绿，在黄土水岸的勾勒下，成一幅油

画。那无形之水，无名之草，无声之根，都在一

片翠绿里。

当然，这山这水，远没有鄱阳湖的肥美，

更没有西湖的妩媚。但这山水间的一片淡定，

有如淡妆的母亲更让孩子亲近。 而对于无

数的中山人来说，那寄托的又是 “美不美家乡

水”的深情。

水库的另一端，有摄影发烧友们最爱的

采风地点大寮。若是在春日里，那一排排红叶

片片的水杉树，定能让你惊讶于南方城市那

反季节的微妙美态。除水杉外，深林里的树木

也都展现出一派秋色，草叶微黄，衬托着微蓝

的天光。而在秋天，这片迷人之景因水库蓄水

而被淹没，需等至 10 月底水干时才会显露出

如春天般的风景来。但游客们还是可以借假

日的好时光前来垂钓，与自然亲密接触。

长江水库如诗如画的景致让不少游
客流连忘返，陶醉其中。缪晓剑 摄

穿过这道山口，就进入了福获村地界。明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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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抗日游击大队举办各种训练班，培养骨干力量。1943 年 3 月下旬，游击大队在

五桂山合水口举行第一期中小队干部参加的军事指挥技术训练班，称“海燕队”，以后又连

续在长江福获村、大寮村等地办了第二、三、四期，每期有 30—40 人参加，直至 1944 年止。

1943 年夏，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又在五桂山建立了交通总站，总站长容海云、副总站长容耀

华。同年 10 月，中山抗日游击大队交通总站扩编为南番中顺指挥部交通总站，分站分布在

五桂山区通往平原地区的主要出口处和乡村据点各交通线。其中，五桂山区的分站包括长

江、石门、合水口、灯笼坑树坑村、福获筲箕环等村庄，这些村庄均为五桂山区通往平原的

主要出口处。

长江水库及五桂山脉，堪称中山空气质量最佳的地区。夏升权 摄

水库边时常有人垂钓。缪晓剑 摄

村中鸡犬相闻，生活很是悠闲自在。吴飞雄 摄

★红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