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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入林线

田园风情大美景致 
蒂峰山下白鸽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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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峰山下处处田园美景。吴飞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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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塘—东桠—蒂峰山（大车村）

★中共中山本部特派员活动旧址（东桠村民乐街五巷 24 号）

★白鸽队队部旧址 （关塘村东桠大同街 2 号）

     关塘、大车地处京珠高速公路南朗中段附近，繁忙的高速公路并没有打

扰到这两个村庄的宁静，隐藏在山脚依然安静祥和，各有特色，都能让人从

原本的生活里暂时跳脱开来。慕名而来的人在这里品尝古村落里的文化，

吸取天然氧吧的新鲜空气。

    附近的蒂峰山也造就了一道天然美景，步入其间，幽静迷人，山清水秀，

林木茂盛，完全没有了尘世的喧闹。蒂峰山一带也是当年抗日的战场之一，

倾听着历史的回响，值得去细细品味。

处处田园步步景致

关塘村

    如今的关塘村是个行政概念，离城区也不

远。据村口地图介绍，它位于南朗镇西北面，

东边与大车村接壤，南邻白企贝里村，西接中

山市东区，北与火炬开发区相连，辖关塘、新

村、土草朗、井溪、东桠、贝外六个村小组。

     关于关塘的名字，有说是因为最早开村的

居民姓“关”，地理位置山环水绕似“塘”，故

此得名。也有记载说最初居于此地的先民，

在村边挖鱼塘养殖为生，故一直以来称此地

为关塘埔。直到明朝弘治年间，周姓人从新

会迁入，仿效前人挖鱼塘养鱼、开山植树、垦

地辟园种植，从此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即便是如此平静

的小村庄亦难以置身事外。有村中老人回忆

道，如今村尾处的迎龙门原为关塘村的正门，

多年来以其坚实的麻石门框与泥土围墙守护

着村里的安逸生活。门口处那树荫蔽日的道

路连接着石岐和南朗，从前建有凉亭，为路人

供应茶水。据记载，1945 年 5 月，游击队员曾

诱日本兵从这条路上深入邻村灯笼坑，让埋

伏在灯笼坑三山虎山的 24 名游击队员迎战，

成功击退千余敌人，史称“三山虎血战”。 在

这一带，还曾出过不少为保家卫国而英勇奋

斗的战士。这些历史，如今埋藏在这沉静无

声的一砖一瓦间，却也从不曾被遗忘。

关塘村中有一处泥碉楼，仅剩残垣断壁，

今人已无缘得见。每次途经这些碉楼，抬头探

望着那投下一抹长影的建筑，总会注意到其女

儿墙上细凿着的花鸟诗词、灰塑壁画。据说女

儿墙这种城墙上筑起的墙垛，原是仿照女子睥

睨之形态而建，然而之于从民房间拔地而起的

碉楼，总觉得那是游子们的殷切凝望。尽管独

在异乡为异客，但是一驻足、一回眸，将故乡的

风景尽收眼底，便也足以慰藉身心了。

岭南的村落向来清新，树木芳香从山野丛林间弥漫出来。缪晓剑 摄

线路

推荐理由

红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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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5 年

“五九扫荡”后，

国民党军呼应

日、伪军向关塘

埔、灯笼坑等地

大 举 进 攻。 关

塘村属于抗战

时期五桂山区

开展民主建政

的滨海区。

秘境深处的小村庄

东桠村

     东桠建村已有 600 多年历史，因明朝初年

建村时在古小隐涌（现已淤塞）上游分叉处东

面，故名东桠。村内郑、麦、温三姓人家先祖分

别从番禺黄阁、南朗涌口以及良都 （石岐、南区

一带）迁入，多年来共聚一堂，和睦相处。

     岭南的村落向来清新，水的灵气与树木芳

香从山野丛林间弥漫出来，深呼吸一口气，就

让人感到身心舒畅。隆冬过后，初春的温柔最

是曼妙。在东桠，甫一进村，路旁两棵枝繁叶

茂的榕树便以四季恒常的生机迎接到访者，那

须须气根在烈日下侧影迷离，树桩前还蹲坐着

一位村民，悠悠地吐着烟圈，休憩于微凉的浓

荫下。

村里的田园景致同样迷人。田埂上种满

了生菜，引来满园的白蝴蝶翩然起舞。孩子们

戴着大斗笠在田间奔跑，亮色而稚气的衣衫成

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在中山，这里的白花番薯

也颇有些名气，粉糯的肉质，白花白皮，成长时

需要半沙半泥的特别土壤。广东人用它来煲

汤煮粥熬糖水，温润的滋味，让远在异乡的游

东桠村武
侯祠内的“国
泰民安”牌匾。
黄春华 摄

抗战时期的白鸽队队部碉楼。黄春华 摄

斑驳之中也显
示着建筑风格的婀
娜多变。余兆宇 摄

关塘村头曾经的大门。余兆宇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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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工作人员方群英到东桠村宣传抗日，发展温守仪女儿温若

萍、温建入党。此后，她们家的碉楼成为地方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1943 年夏，中山抗日

游击大队设立交通站，代号“白鸽队”。此屋和碉楼曾为交通站的重要工作点。白鸽队队

长容海云（欧初夫人）曾住于此。1938 年东桠乡党支部成立后，在发动民众抗日、配合党

领导的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战斗堡垒作用。

1938 年，当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中山进行狂轰滥炸时，东桠乡党支部积极宣传发动群

众，组织东桠乡抗日先锋大队。1939 年 7 月和 9 月，日军先后两次入侵中山横门，东桠支

部在县委的领导下，组织该乡抗日先锋队奔赴前线，开展劳军、运输等战地服务，与中山军

民一道，齐心协力打退敌人的进攻。

子常常回味。

优越的自然环境，少不得绿树的庇佑。村

里的风水林宛如长廊，从村口向村尾延伸，青

翠之色触手可及。林子里既有参天的黄粱木，

也有果实如毛笔般的倒吊笔。而村民亦善于

把绿意引到房前屋后，在他们的庭院里，随处

可见精致的盆栽与娇艳的鲜花。即便在路旁，

也有人用空置的瓦缸栽种着丛丛姜花，漫不经

心地布置出一处旖旎的街角风光。

      在东桠村大同街尽头，那栋中西合璧风格

的三层民房便相当引人注目。青砖墙、木趟栊

门、正墙右侧的凹门廊以及外墙拱形窗楣处的

花鸟与狮子灰雕，经岁月的磨蚀，仍能隐隐约

约看见其最初的精致。不远处的碉楼则更具

盛名，那原是旅美乡亲温大川的祖居，属于市

不可移动文物。其门前的挂牌记载着，“1943

年夏，中山抗日游击大队设立交通站，代号白

鸽队。此屋为白鸽队工作点之一。”

东桠村武侯祠。黄春华 摄 碉楼、对联、剑花、街巷中转角
不经意邂逅的景色。黄春华 摄

东桠村。黄春华 摄

东桠村村头的一棵
大榕树，是村民纳凉午
休的胜地。黄春华 摄

★红色记忆



148 149

清代古寺藏山林

大车村（蒂峰山）

    大车位于南朗镇政府西北偏北方约 3 公

里，地形呈长方形状。南宋初，林小三从南雄

珠玑巷大车村迁此，为念此地，故名大车。村

委会辖下湖溪里村民小组，至 2010 年底，户

籍人口 1200 多人。蒂峰山位于村西北面，山

上建有清代古迹石仔庙，凡农历初一、十五及

重阳节，周边乡民多到此山登高游览。

     村子中央，坐落着几十栋别有特色的楼

房。它们多是新中国成立前漂洋过海的华侨

所建，糅合中西风格，亦中亦洋，村民们称之

为“西装楼”。“文革”前后这些楼一度充公，

后来落实政策又分回给了业主。如今，这些

大大小小的“西装楼”要么空置，要么是华侨

亲属后人居住。乍一看这些楼房，大多在岁

月的侵蚀中出现了外墙脱落、门窗凋零的问

题。可看仔细了，巨大的大理石柱子，弧线形

的阳台栏杆，楼顶像皇冠样的石块，窗棂门楣

凸显的梅花、马、鹿、菊等雕刻——斑驳之中

也显示着建筑风格的婀娜多变。这些楼虽然

夹杂了很多的西式风格，但是大门的上墙面，

总会题写着唐诗宋词里的名句，譬如“深林人

不知，明月来相照”，又如“开门面场圃，把酒

话桑麻”。建筑是人文的载体，大车村的老建

筑亦是当地人文风情的典型。

穿过田地尽头的小桥，在两旁全是树林的

路上走半个小时，就到了蒂峰山公园。春风拂

面，一路上很是惬意，林荫茂密，连阳光都透不

进来，脚踩在地上的“沙沙”声就是最大的声

响，间中有摩托车开过，都是附近的村民。事

实上，蒂峰山公园已经成了旅游景点。

一般游人都是从公园正门进入，拾级而

上，满眼望去，一片翠绿。路边的山花不多，

偶然一簇，开得灿烂，给山林平添几份柔情。

没过多久，即到石仔庙。石仔庙又称匡庐古

庙，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此庙不大，依山而

建，从崭新的墙体和琉璃瓦来看，应该是修复

过的。庙前有平顶凉亭和护栏，几棵苍老大

树，见证着周边风物沧桑的历史。

除了石仔庙，当地还新盖了不少庙宇，黄

大仙、袁大仙、关帝庙和土地山神庙都有，香

火颇盛。这些庙宇集中在蒂峰山的山腰，旁

边有路直通山顶的凉亭。据说有五百多级石

阶，听着不多，但兜兜转转几个圈，也挺累人

的，半程有个凉亭可供歇脚，意志不坚定的话

很可能就此裹足不前。休息一下再上一百多

级，便到山顶。

石仔庙的附近，还有一座林乡贤公家庙，

为国民党元老邹鲁的亲笔题名。该庙约 60

平方米，坐西北向东南，为三间一进布局，砖

木构筑，硬山式顶，镶绿色琉璃瓦，屋脊有二

龙争珠灰雕。庙门为单檐铺面式建筑艺术，庙

内尚存民国重建时的一座汉白玉石香炉和一

口铁铸“国泰民安”挂钟。庙宇一侧，缀点着

几棵树龄过百年的桂花、木棉、沙梨树。俯瞰蒂峰山。夏升权 摄

大车村中央，几十栋老建筑糅合了中西风格，
亦中亦洋，村民们称之为“西装楼”。缪晓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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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车村在抗战时期属于我们党建立的县级民主政权中山县

行政督导处下辖的滨海区，在其村口的岐关东路上，共产党领导

的游击队打过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位于南朗镇东方工业园内的嘉都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旗

下品牌“素礼坊”，目前是中山市最大规模的豆制品专业生产

企业，也是中山市重点扶持的菜篮子工程之一。豆制品制作，

除豆浆、豆腐花及豆干等产品外，还有“豆腐冰淇淋”。

蒂峰山公园入口牌坊。黄春华 摄

走在村中，呼
吸着平实的生活
气味，置身其中的
村外访客都倍感
安心。吴飞雄 摄

葱郁的山林间还有一口古井。吴飞雄 摄

★红色记忆

★美食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