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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隆都线

美食江景全接触  
独特乡音颂英雄

08

大涌青岗村背靠卓旗山，四季常青，得名“青岗”。缪晓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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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亭—龙聚环—港园—青岗—叠石—全禄

★中山抗日游击队二区中队队部旧址（沙

溪镇中兴村申明亭亭际社大街 5 号）

★中山二区青年抗日救亡工作队队部旧

址 （沙溪镇申明亭村大街 116—118 号的翠峰杨

公祠和杨玉维故居）

★黄石生中队队部旧址（沙溪镇港园村塔

园小组塔园大街 26 号元洞黄公祠（肇园）

★中共珠江特别委员会活动旧址 （沙溪镇

乐群村龙聚环兴隆街 30 号）

南中国海边，奔涌的西江、岐江好似两条

玉带，在伟人故里中山市西部优雅地围出了连

片沃土，见证香山沧海桑田的地质巨变。沙溪、

大涌两镇古称“隆都”。在这里，800 多年来的

族群迁徙，遗留下闽语方言的隆都话，昭示隆

都地区的独特禀赋。

隆都地区是中山重要的生态屏障，呈现出

绿心水岸的生活环境。申明亭、龙聚环、叠石、

全禄等村落保留着连片近代建筑，体现了“隆

都系”侨乡文化气息。独特乡音，产生了“沙

溪鹤舞”、隆都“三月三”大巡游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宝物，更与抗战遗迹、自然环境等共生融

合。漫步隆都，风物有别于珠三角粤语片区 ；

英雄辈出，不变的是爱国爱乡的情怀。

古老的“申明亭”制度

申明亭村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1372 年）创

建了“申明亭”制度，设立读法﹑明理﹑彰善

抑恶﹑剖决争讼小事﹑辅弼刑治之场所。设

立“申明亭”处﹐也必设“旌善亭”﹐亭上书

写善人善事﹑恶人恶事，以示惩劝。

“申明亭”的独特之处，在于由本乡人推举

公直老人并报官备案。民间纠纷小事，由老人

主持，在申明亭内调解。调解不能和息的，再

向官府起诉，这是我国古代民间调解制度的一

种独特制度。

现时，沙溪镇申明亭村除了保留申明亭

遗址外，村边“风水林”具有浓郁的珠三角特

色，留存了连片或天然、或人工种植的林木，昭

示着平安、长寿、福荫子孙的寓意。附近还设

有美食街，沙溪镇被誉为“广东十大传统美食

之乡”，九大簋、扣肉、焖洋鸭、沙溪粥、艾果、角

仔、芦兜粽 ……猛吃几轮，绝不腻口。

1941 年春，杨子江返回家乡申明亭，取得二区联防办事处主任的信任，打入该办事处。

后来，联防办事处被改编为国民党挺三纵队第六支队第二大队，杨子江任第二大队第一中

队队长，从而掌握了这支队伍的指挥权。

之前，1938 年，杨子江在这里成立中山二区青年抗日救亡工作队，发展到 100 人。申

明亭乡也成立了申明亭青年抗日救亡工作团，团长由从延安抗大学习归来的杨少希担任。

1939 年，日军突袭叠石青岗，救亡工作队驰援火线。

夕照申明亭。黄春华 摄

线路

推荐理由

红色遗迹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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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聚环村位于沙溪镇中心位置，是乐群行

政村下辖的 4 个自然村之一。

农历开春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隆都

“三月三”民间艺术大巡游即在这一带上演，盛

况空前，体现了隆都民俗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

文化基因。巡游从龙头环北极殿出发，围绕多

条自然村一周，再经过龙聚环牛王庙等地，返回

原点。整个巡游全程达8公里，历时4个多小时。

参加巡游的队伍由罗伞开道。50 多名黑

衣男子，扮演护送菩萨的角色，分别手提灯笼、

撑罗伞、掌扇等。为“三月三”特制的木船紧

跟其后，龙狮凤鹤、醒狮、飘色等民间艺术队伍

也一同出巡。此外，八仙贺寿乐队、妇女健身

队、儿童花篮队等数十支队伍逾千人，浩浩荡

荡地走村串巷。沿途爆竹声响个不停，队伍所

到之处吸引了众多村民和游客驻足观看，纷纷

拿起相机、手机等记录下这幕难得的场景。

近年，“三月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北帝

诞辰，更发展成内涵丰富的“全民欢乐节”，让

村民更加团结、和谐，共同展示隆都的历史传

统文化。

中西合璧，花满肇园

民间巡游依旧热闹，红色据点细述沧桑

港园村

龙聚环村

港园村位于沙溪镇西，距沙溪镇政府

１. ８公里，地处旧圩镇中心。由港头、塔园两

个自然村组成，各取一字为名。

在小村的众多祠堂里，中西合璧的肇园注

定是一处新鲜的风景。门楼颇为独特，中间设

三拱门，上部镶嵌石匾。东西座刻着“五权宪

法”、“三民主义”、“自强不息”等字样，俨然具

有民国时期的潮范儿。这座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祠堂，参照南京大总统府样式设计。尽

管外表华丽，肇园内部却宁静，满庭花树悄然

生长，懒理观者好奇的目光。

如果说沙溪路网复杂，那么港园村的街巷

也不遑多让。深窄的狭道，七拐八弯，明明循

着门牌号码一户一户地找去，但转瞬间又出现

转折，眼前场景仿佛经过剪接，一下子就跳到

了另一条街道。在港园村，步行或骑车或许是

更理想的探索方式。

闻名中外的沙溪凉茶，即源自港园村黄

汇、黄国屏父子。从清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

黄国屏医院、50 年代的石岐制药厂、70 年代的

沙溪制药厂，最后到中华老字号广东益和堂，

沙溪凉茶随时光流转，延续着百年老字号。

20 世纪 40 年代初，黄石生、周增

源分别担任了一区、二区国民兵团的

常备中队长 ；加上杨子江的中队，为

中共组织所掌握的二区武装部队以

国民党的 3 个公开合法的中队出现。

村内有黄石生故居，肇园是黄石

生中队队部旧址。1944 年，黄石生在

桃园茶楼约会客商为五桂山部队筹

集粮饷之时，遭到特务围攻，于激战

中牺牲。1961 年，沙溪公社港园党支

部为黄石生等烈士设立纪念碑。

沙溪镇乐群村龙聚环兴隆街30号，

房屋主人冯锡南是旅圣地亚哥华侨。

抗日战争时期，冯锡南的儿子、中共党

员冯彬在中山二区中学以教师身份为

掩护工作，此宅成为党组织的活动点。

1943 年年底，中共珠江特委成立。

特委书记梁嘉在石岐郊区、一区、二区

一带布下交通网和活动点，龙聚环冯宅

又成为珠江特委的工作点。与此同时，

中共珠江特委组织出版的油印报《光

明》也在此屋印刷，团结了一批二区青

年，组织抗日青年同盟，发动青年参加

抗日救亡活动。

元洞黄公祠（肇园）——黄石生中队队部旧址。缪晓剑 摄

位 于 龙 聚 环 村 的
龙环古庙，建于清代光
绪 癸 巳 年（1893 年）。
缪晓剑 摄

沙溪龙聚环村
“三 月 三”大 巡 游。
吴飞雄 摄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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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石、全禄一带，村民家宅春联的横批多

为“喜出望外”。“到底有啥事情这么值得高

兴呢？”游毕村落，自有分解。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当下，叠石、全禄仍保

留着数量较多的古建筑，不得不有些喜出望外

的感觉。连片的祠堂和洋楼，保留了典型的民

国建筑风格。叠石村背临一大片竹林，靠山吃

山，不少人家依然用竹柴生火做饭，气味芬芳，

古朴诱人。其中，余氏大宗祠背山而建，处于

叠石村内小山丘顶端的“VIP”位置，整体氛围

被山景衬托得肃穆中带着几许恬适。

据同治年间版本的《香山县志》载 ：南宋

至明代，罗姓、余姓、梁姓三姓族人，先后在叠

石开村立族。新中国成立后，卢姓族人也搬

入叠石村。村南有打鼓石，西南、西北有雷打

石、掌扇石、石堆石，北有西头石，三面繁石叠

嶂，故名叠石。

至于全禄村，逶迤于西江东岸。中山最

大的水厂、抗咸潮水库均位于此地，可谓中山

人的生态屏障。

    山岗翠绿，是为青岗。村子位于卓旗山南

麓，背靠丘陵，四季常青，故而得名。站在坡

下仰望，果树和密林遍布，倍觉清新惬意。

小村黄氏族人甚多。黄姓为中山三大姓

氏之一，分布在西区长洲、沙溪塔园、三乡雍

陌以及这大涌青岗。靠山那边的老民房，一

色的青灰。村中的几处文物，也都是青灰色

的建筑。牌坊不远处的青岗永昌酒米发行旧

址，建于民国年间，南侧建筑高四层，北座两

层楼，以走廊相连。在白蕉围，矗立田边的青

岗泵楼是民国建筑，由碉楼、平房、抽水泵组

成。花岗岩与青砖合砌而成的墙壁，倒映河

面，愈发恬静。

    大涌青岗是革命老区。1949 年的 10 月，一

面五星红旗在青岗村白蕉围馆的楼顶升起，

迎来了这座城市的解放。后人称该碉楼为“升

旗楼”，向后代诉说着红色往事。

小村胜景，喜出望外 1949 年 10 月五星红旗在这里升起

叠石村、全禄村 青岗村

1939 年 7 月 9 日上午，日军 500 余人在飞机、炮火掩护下，进犯叠石和全禄，遭遇中山守军

奋力抵抗。日军登陆后，焚毁民房 210 余间 ；复向特沙、锣鼓山、三沙等处偷袭，焚毁茅屋 50 余

间。中共中山县委领导和发动的别动队，于特沙、锣鼓山抗击来犯之敌。中共二区支部发动二

区青年抗日工作队动员民众抗击日军的入侵，军民齐心抵抗日军入侵。

同年 10 月 16 日清晨，日军再次侵犯叠石、全禄。因敌众我寡，驻守全禄的自卫团成

员大部分牺牲。抗战胜利后，中山县政府将烈士遗骨迁往石岐南下迎阳山，1946 年 7 月建

起“中山县抗战殉难烈士之墓”，以资凭吊。

青岗乡民，素有爱国爱乡的传统。

1942 年春，中共党员张素羽在青岗黄氏

大宗祠编印刊物《醒钟》，组织村民学

习，宣传抗日，并发动十多名青年参加

抗日游击队。

1949 年夏，地方党组织领导的青岗

武工队成立，并于中山解放前夕为粤赣

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第十三连所收编。

古色古香叠石村。缪晓剑 摄

古屋，古树，人家。缪晓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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