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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芙三乡线

放眼世界人杰地灵
爱国爱乡英勇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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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鹤村后，青竹绕山。吴飞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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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防御战指挥碉楼旧址（三乡镇白石村门前大巷 7 号）

★孙一之故居 （三乡镇大布村西安大街 44 号）

★中共中山第五区区委活动旧址（三乡镇大布村校前街 1 号大布学校）

★抗战时期中共中山本部县委交通联络站旧址 （三乡镇大布村西安大街 13 号）

五桂山脉南麓，西江岐江河畔，三乡、板

芙两镇在此书写了中山南部乡土的特有水乡

风情。这里，交通便捷，距离珠三角各重点城

市均在 1 个小时车程内。这里，经济、社会、文

化发展迅猛，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试验田之

一。邓小平在三乡镇罗三妹山留下“不走回头

路”的时代强音，中山温泉宾馆是国内首家中

外合作企业。

早在 5000 年前，板芙镇已有人类活动，素

有“先有白泥坑，后有香山城”的定论。

说到三乡镇，近代至今，这里是中山人开

眼看世界的发祥地之一，培育了郑观应、郑天

赐、郑君里、郑景康、陈淑芬、陆青山、郑锦、郑

健超、郑耀宗、郑守仪、梁文冲等各界顶尖级人

才 ；文化繁荣、思想新潮、商贸发达，被誉为“小

澳门”“聚宝盆”。中西文化在此碰撞交融，留

存至今的古建筑诉说着“放眼世界，心系家乡”

的游子情怀。

两山两水好风光

湖洲村、金钟村

板芙境内有湖洲、金钟两座山，岐江河、西

江两条河流，具有“二江三岸”得天独厚的地

缘条件，湖洲村、金钟村恰恰坐落在两山两水

之间，是自然风光秀美的传统水乡。

现时，湖洲村位于板芙镇中心内，商圈繁

华，高端住宅小区林立，是中山南部的初具规

模、功能配套齐全的中心区域之一。

金钟山公园位于金钟村内，占地约 1050

亩，属于市级森林公园。登顶眺望，可见岐江、

西江合流 ；更可见河涌交错，沃土连绵，花卉、

苗木、水产、“南美白对虾”养殖等高新农业在

山下平原留下印记，演奏出独特的水乡韵味。

长达数千米的登山径，再加上日晷平台、听松

亭、防空洞、天罡亭、观江楼等景色，让金钟山

成为城区、南部镇区居民假日登高的好去处。

板芙湖洲村—板芙金钟村（金钟山）—三乡白石村—三乡竹溪村—三
乡三溪村—三乡大布村—三乡雍陌村（中山温泉宾馆、罗三妹山）—
塘   村—古鹤村

石板街是古鹤村的标志物之一。吴飞雄 摄

线路

推荐理由

红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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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时任湖洲乡乡长

肖日新支持抗日，热心支援游击队。

中共抗日游击队从二区到五桂山，必

定在湖洲歇脚。

1945 年元旦前夕，周伯明、欧初、

罗章有率领民族队、雪花队的战士，自

五桂山出发，行军至金钟伪军陈容旺

据点附近。各战斗队迅速发动突袭，

一刹那间，火光升腾，山摇地动，金钟

炮楼顿时无影无踪。此战，全歼伪军

陈容旺大队，让中山境内的敌人闻之

丧胆。

山水凝视风烟过
碉楼细述侨乡史

白石村
竹溪村
三溪村

白石、竹溪、三溪一带，是三

乡镇历史最悠久的村落之一。相

传早在唐代，彭英等人已在这里定

居，留下竹溪古桥、侯王庙、加林山

古墓等胜迹。

这里还是知名侨乡，华侨分

布在美国、加拿大、秘鲁、巴拿马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身在异

乡，不忘故土，碉楼见证着三乡华

侨为家乡建设的汗马功劳。值得

一提的是，白石村保留了多达 23

座碉楼，在三乡镇首屈一指。

离开白石村委所在地，再去

其辖下的竹溪、三溪两条小村走

走。竹林掩映，流水人家，巧的是，

两个地名都与“溪”相关。竹溪距

离白石猪场不远，是静卧在青山之

下的宁静小村，一路上，竹子沿河

而栽，村子被竹林包围。空地荫凉

处，村民聊着家常。不远处，白石

何公祠、郑公祠重修屹立，红墙绿

瓦，气势恢宏。竹溪也是侨乡，现

时人口仅 300 多人，华侨人数却远

超过本村人口。

至于三溪村，让人有点意外，

小溪不见了踪影。在当地老者的

记忆中，小溪和村头七八棵大樟

树，曾是三溪村的“活招牌”。

竹林掩映，流水人家，故名“竹溪”。黄春华 摄

金钟山下景色新。夏升权 摄

从金钟山俯瞰，西江、岐江尽收眼内。黄春华 摄

金钟村侧的金钟山森林公园。缪晓剑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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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一带是中山抗日

根据地之一，富有传奇色

彩的“白石防御战”发生

于 斯。1945 年 2 月 28 日

凌晨，日军出动步兵中队

100 多人、炮兵中队 80 人，

在伪军的配合下向打仗返

程在白石村休整的珠江纵

队一支队进攻。

珠江纵队官兵扼守碉

楼和进村要道，与敌军对

峙将近一天，击毙日军 13

人，伪军多人。下午，周伯

明部署反攻，大布民兵前

来增援，两支队伍夹击敌

军，毙伤日伪军 40 多人。

经此一役，日军、伪军缩在

据点里，不敢出动，五桂山

抗日根据地及附近地区赢

得了 4 个多月的安宁。

岐澳往来重要节点 大布铁城改造“铁城”

大布村

大布村位于三乡镇北面。据《中山市地

名志》记载，元末，林、黄两姓人先到今大布新

村地，后迁此建村。因地广而平坦，宛如天然

园圃，称“大圃村”。清乾隆年间，改称“大布”，

寓意长寿。

大布村内，侨屋交织。中山文献事业开

拓人郑彼岸曾写诗记载石岐人赴澳门的艰

辛，内有“行尽此山到大布，远望茶亭在前路”

两句。当时，中山商贩步行跋涉，换回海盐、

豆类等货物，赚取微薄差价维持生计。辛酸

血泪，今人恐难感同身受。

说起大布，不能不提该村名人吴铁城，

不能不去村内平湖东巷的东楚吴公祠。吴

铁城早年参加同盟会，是孙中山的得力助

手，曾任上海市长、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

长等。他曾在 1921 年回香山县参加竞选，当

选县长。石岐旧称“铁城”，虽然此名的来源

与吴铁城毫无关系，但冥冥中有一根线牵连

着他与故乡。

后人有“吴铁城拆城”之说。吴铁城初

任县长，旋即改造县城、发展商业，把西门城

楼至长堤一带的城墙拆掉，拓宽马路。石岐

如今被认为是古城墙的，仅存扒沙街西北部

一段 32 米的墙体。

白石村内有很多碉楼。缪晓剑 摄

巍峨的三乡镇大布村牌坊。叶劲翀 摄

白石村后“风水林”。文波 摄

和平岁月，村民生活悠然自得。缪晓剑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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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布有 1937 年县工委成立主要人物孙一之的故居，还有

中共中山本部县委交通联络站。

大布素有中山“小延安”之称，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

央县委、五区区委都以大布为基地，游击队的伤兵医疗站、粮

站、交通站、情报站都分布在村中群众家。大布学校自孙一之

任校长后，从 1936 年起，领导权就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小村书写历史之最

雍陌村（中山温泉宾馆、罗三妹山）

雍陌村位于三乡镇东北部。据清代光绪

年间版本《香山县志续编》记载，郑菊叟，名

子纲，号雍陌，于明朝迁居此地。后人为祀先

祖，在村西建雍陌府君庙，并以“雍陌”为村

名，沿用至今。

村里最出名的是郑观应故居。郑观应是

近代最早提出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和

思想启蒙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

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深刻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名人和

伟人。

至于中山温泉宾馆，由港澳知名爱国人士

霍英东、何鸿燊投资兴建，20 世纪 80 年代初落

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首家中外合作企业。

宾馆旁边的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建于 1984

年，由霍英东、郑裕彤等投资兴建，是中国第一

家高尔夫球会，同时拥有中国第一个具备 36

洞可用于锦标赛的标准高尔夫球场。

融入西方拱廊设计风
格的老侨房。黄春华 摄

大布村吴公祠。叶劲翀 摄

古榕树下，村民畅聊。叶劲翀 摄

雍陌村口不算起眼，村子却多次书写历史纪录。叶劲翀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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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5 月 27 日，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铁流队宣告成立，全队 12 人，成立当天即前往

三乡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当晚，队员在塘  乡宿营时被敌人发现。双方激战，最后，我战

士宁死不做俘虏，拉响炸药包，6 名战士壮烈牺牲，其余 6 人受重伤落入敌手。其后，指

导员郑新和一名战士因伤重牺牲。队长梁杏林及另外 3 名战士被押解到三乡，他们在敌

人面前坚贞不屈，后经地下党组织及当地群众多方营救，才脱离虎口。

雍陌村内，最出名的胜地是罗三妹山。小山海拔仅 98.8 米，

自然景观独特，人文资源厚重。1984 年 1 月 28 日，邓小平登上

罗三妹山，说出了“不走回头路”的时代强音，这在全国改革开

放历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罗三妹山“不走回头路”主题公园，

也于 2011 年元月 28 日竣工并向市民开放。

香甜萝卜，小村独有

塘  村

塘   村位于三乡镇东部，下辖里塘、外

塘、肖家村 3 条自然村。往东走 5 公里，便是

珠江口伶仃洋畔。村内，田园景致简净朴素 ；

山林之间，生态之美，野趣盎然。

塘   村的田地，多是围垦而来。溪边生

长着连片水翁树。独特的“水翁基”景致，在

高度城市化的珠三角已不多见，成为昔日水

乡的一抹遗痕。

清甜溪水，配合松软而具有黏性的土壤，

孕育出久负盛名的塘   萝卜。该品种清甜爽

口，脆嫩无渣，闻名省港澳。目前，村内尚余

三王庙一带 300 亩田地栽种萝卜，种植期由

农历八月延续至春节前夕，一冬两造，产量有

限。每到收获季节，商贩排着长队高价收购，

直接销往港澳，本地市场反而不容易找到真

正的塘    萝卜。

塘   萝卜,远近闻名。吴飞雄 摄雍陌村罗三妹山的邓小平塑像。缪晓剑 摄

精美砖雕。叶劲翀 摄 雍陌村郑观应故居。叶劲翀 摄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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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古屋、古玩

古鹤村

古鹤村有着 800 年历史。当年，大批雀

鸟在村后山林栖息，其中以白鹤居多，由此得

名“古鹤”。

古村内外，古屋众多，年代涵盖清末民

初。从“乐善好施”牌坊进入村内，但见牌坊

足有 8 米高，由清代皇帝光绪所赐，有李鸿章

的题词和印章。牌坊为四柱三间三楼样式，

用花岗石雕凿构筑，柱下镶嵌抱鼓石，见证了

古村的辉煌史。其后，另一个书写着“古道

循行”的牌坊，更见一条四块石板并排的石

板街，蜿蜒向村内延伸。

古朴石板街，长度足有 1800 米。两旁坐

落着不少祠堂，规模较大的是澜海郑公祠堂，

这里记载着，古鹤村人才辈出，单单在清代，

就出了 8 位举人。

如今，古鹤村内通了公共自行车。自驾

汽车而来，在村外租一辆公共自行车，穿行村

子，再绕行古鹤水库绿道，别有一番韵味。

除了古屋，古鹤村更是中山的古玩聚集

地。到巨龙古玩城、华财古玩城、三联明清古

典家具市场等地“淘宝”，每家店铺都有自己

的特色，陶瓷、玉石、古旧家具……徜徉其中，

宛如时光倒流。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便有

澳门商人为便于回内地收购古旧家具，在古

鹤村设立了中转站。随后，古玩商圈逐渐发

育，提供收购、维修、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

“古道遁行”牌坊。吴飞雄 摄

古鹤村“乐善好施”
牌坊。吴飞雄 摄

村内多处小公园均
依山而建。吴飞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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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3 月 18 日 晚，珠 江

纵队第一支队民族、雪花、马成三

个中队，联合突袭前山伪联防中

队和古鹤伪五区中队。当晚，谷

镇区民主政权动员乡民出动 30

多辆自行车，专门载运游击战士

前往前山出击点。游击队在两地

同时发起进攻，仅 7 分钟就结束

战斗，俘虏伪军 40 多人。

说起三乡特色传统美食，首先想到的有九大簋、三乡小炒、三乡濑粉、三乡茶果等，其

中三乡茶果已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乡人爱吃“三乡小炒”，并认为“无炒不成宴”，

三乡濑粉则中外闻名，类似桂林米粉，却更为韧滑可口。还有时令小吃如三丫苦茶果、竹

叶包兼粽、枧水兼糕、白水饺、芋头糕、萝卜糕、角仔……这些乡土滋味都让不少侨胞魂牵

梦萦。同时，三乡又因不少港澳乡亲和外来人口定居于此，饮食文化又变得非常多元，既

有来自祖国天南海北的各式菜系，也不乏出品精良的西餐厅、港式餐厅、葡国菜、咖啡馆

等。村上春树曾说过 ：“如果一个城市没有愿意开咖啡馆的人，那这个城市无论多有钱，

都只是一个内心空虚的城市。”三乡素来是港澳客和外国友人热爱的居住地，这里也是

中山“咖啡文化”的衍生地。2000 年，来自台湾的王品杰自创“杰克魔豆咖啡”。如今，“杰

克魔豆”已在全国各地落地开花，引领了三乡的休闲创意生活。

古鹤村澜海郑公祠。明剑 摄

三乡美食，系出粤菜，糅合了当地依山傍水、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吴飞雄 摄

★红色记忆

★美食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