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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透过淡淡的云雾，落在青灰
的屋顶上，青青稻田环绕着古朴的西
村村，显得整洁而安静。村前是清澈
的池塘，还有不少欧式洋楼坐落在村
内。村内人流如织，烟火不断，石屋、
石板路都染上一层明媚的金黄……
在这古老的村庄里，一代又一代西村
村人幸福地生活着。

据村里老人介绍，西村村的历
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当时
先辈为躲避战乱，带领子孙来到这
里，觉得此处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的好地方，于是便在这里扎根下
来。”老人说。

步入村庄，只见村落街巷纵横，
布局合理，疏密考究，颇具特色。碉
楼、古榕、民俗古居……仿佛在诉说
着过往的峥嵘和岁月的悠长。虽历
经数百年风侵雨蚀，房屋依然保留着
格调统一，两侧错落有致的屋子挨得
很近，有着独特广府民居风格的青砖
房屋浑厚古朴，记录着这座古村落曾
经的历史沧桑和如今的岁月静好。

时隔多年，我们仍能看到较完整
保存下来的建筑，历经百年风雨，依
然屹立不倒，保留着当年的风韵。
漫步其中，青石板路、斑驳的墙影烙
上了时间的印记，一石一板、一砖一
瓦都是历史的积淀。踏在古村落的
石板路上，就仿佛穿越回百年前，那
古朴的气息和历史的厚重感令人叹
为观止。

历史在流淌，岁月在前进。百年
过去，古村的繁华渐渐沉寂，但浓厚
的古村文化却沉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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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重文兴教 名副其实的“博士村”

西村村的美，不仅在于它的建筑，更在
于多年来村民在这里燃起的人间烟火和积
淀下来的文化。

说起西村村，与之挂钩的必有“博士”
二字。自1924年起，这里英才辈出，短短
几十年时间内出了40多个博士。此外还
有为数不少的硕士、学士以及其他读书人，

“一门三博士”“两代六博士”的事迹在当地
传为美谈。

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村人，可以追溯
到百年前。当时，30岁出头的黄俊杰从美
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
家乡数百年来第一位博士。

台山市白沙镇萃英中学原校长、“博士
村”文化建设顾问黄在认为，西村村能够成
为“博士村”，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村的侨
胞多。“早期的侨胞大多数没受过正规教
育，一般文化水平较低，人在他乡，没有文
化，走的路自然曲折多了。”黄在说。

侨胞在外做劳工谋生的同时，也见识了
外国教育，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我们祖上

就有读书学习的好传统，村里的几辈人一直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笔筒装米，也要教子读
书。’就是说，即便家里穷得米用一个笔筒就
能装下，也要省吃俭用供后代读书。”黄在
说，大家认为读书人不仅是自己有文化、有
出息，而且还能强国富家，所以家家户户都
舍得花钱供孩子上学，都愿意智力投资。

不同于大多被迫出外“求生”“求工”的
华侨先民，“求学”仿佛是西村村人自带进
血液中的基因。他们把分散在十几处的私
塾集中起来，让出家族的黄氏祠堂，投资办
起了绍宪学校；他们唱着“我们学校坐落在
百足山下，培养了博士人才名扬四海人人
夸……”的校歌走过百年，走出了涉及原子
能、电子、法学、经济学、化学、医学、文学等
领域的42位博士、13位硕士，成为传奇。

漂洋在外的西村村乡亲不仅重视自己
子女的教育，而且还重视家乡的教育，始终
不忘将教育的美好传承下去。沿着绍宪学
校的历史足迹，会发现到处都有华侨捐资
助学的身影：1972年，3间大祠堂改建为平

房校舍时，旅港乡亲黄耀栋带头捐款；1987
年，旅美乡亲黄松锦独资兴建“风仪楼”；
1999年，旅美实业家黄卓林捐资100万元
建教学大楼，黄道益捐建科学大楼……海
内外乡亲们爱国爱乡、热心兴学正是西村
村文化鼎盛、连绵不断的主要因素。

如今，走进西村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干净整洁的道路，路旁遍布绿树红花，成为
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记者看到，该村基础设施整体良好，已
建有公厕、绿化公园、休闲运动场所等多个
公共基础设施，另有多棵古树分布在各个角
落，供居民休闲纳凉。行走在西村，仿佛行
走在古色古香的画中，老人们坐在古榕树下
聊天闲谈，日子过得闲情逸致，宁静似水。

据了解，近年来，西村村紧抓文化传承

保护，加强环境综合整治，随着“三清三拆”人
居环境改造等工作的有力推进，积极创建平
安村居，绿化美化亮化村庄，打造了干净、整
洁、平安、有序的人居环境。全部村道均安装
太阳能路灯，村内实现了硬化、绿化、净化、亮
化和美化，这一切让村民们有了更高的生活
质量，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可以说，从提升人居环境、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到加强古建筑保护……在乡村振
兴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一股新风正吹遍西

村村的每一个角落。
如今，西村村因为“盛产”博士而逐渐

为人所知。据了解，白沙镇政府也正在做
规划，想要把西村村的“博士村”作为一个
景点来向游客推介，让外界了解“博士村”，
了解“博士村”背后的故事。

展望未来，西村村将继续擦亮“博士
村”文化名片，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还
有美丽田园的清新，融入时代发展，迈向共
富新征程。

C 时代发展 擦亮“博士村”文化名片

学者声音

延伸阅读

台山市白沙镇西村村：

守护文化之根 激活古村之魂

江门市旅游发展促进会负责人何岩：
争取建成书香楼或励志楼

西村村要进一步发展，就要以当前乡村文化
大发展为契机，擦亮“博士村”文化名片。

一方面，西村村可以打造乡村主题文化广场，
植入西村村文明乡风和良好学风，争取建成书香
楼或励志楼，把每位不同时期不同年代学业有成
的学子的成长故事与奋斗史通过相关图文介绍呈
现出来，尤其是在业界所取得的成就，让人们进一
步了解每个学子每个家庭的教育背景，把良好的
家风学风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激励人们奋发有为，
重视教育，重视科学，为建设富强祖国贡献力量。

另一方面，以西村村故事为题材，力争编撰出版
一本书，或发行一部电影、一首歌，进一步传播和扩
大西村村知名度和美誉度，让西村村走出江门，走向
全国。

八月盛夏，烈日杲杲。行走在台山市
白沙镇西村村巷道间，一路美景映入眼帘
——巷子曲折蜿蜒，古屋错落相依，村民
闲适悠然，村子里到处都散发着古文化的
气息。西村村这个历经数百年风雨、古香
古色的古村落，仿若一幅朦胧的山水画，
处处让人忆起久远的乡愁。

西村村位于白沙镇北部，距离台城
33公里。这个位于大山下的古老乡村，
却蕴含着为“广东文化”正名的无穷力量，
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是附近闻名的“博
士村”，村里走出了涉及原子能、电子、化
学、医学、文学等领域的42位博士、13位
硕士，而有的家庭还是“一门三博士”“两
代六博士”，成为五邑地区书香蓬勃的异
数，惊艳后人。

文/朱磊磊 黄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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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草龙
白沙镇西村村每年中秋节都会举办一项独特

而古老的传统民俗活动——舞草龙。相传这一习
俗始于光绪年间，迄今已有一个多世纪。

草龙是用稻草扎成的，由村民亲手制作，制作
技艺非常讲究。龙扎好后，放置在村前的大榕树
下，待到傍晚7点，全村男丁到位，拿水洒在龙身的
稻草上，防止香灰掉落的余热引燃干草。再把点
燃后的大香插遍龙身龙尾，并用丝带绑住香脚固
定在竹枝上。

待到夜幕降临，家家户户在家门口提前摆放
好各种物品，迎接草龙串村游巷来庆贺。龙珠上
下翻滚，草龙也舞动起来。龙身上的香火星光闪
闪，烟雾缭绕，栩栩如生……龙在每户门前叩拜三
下，然后鸣响鞭炮，龙的眼睛发射出强烈光束、灯
火通明，寓意驱邪出外、引福归堂。

舞龙完毕后，将龙放置到进村前的路口“焚
烧”，寓意龙腾飞上天。随后，在村门楼前设宴，全
体村民在节日欢乐声中共享美酒佳肴，场面非常
热闹。世代传承的西村村舞草龙活动既能加强海
内外乡亲的联络沟通，增强村民凝聚力，也是西村
村世代传承的一项弥足珍贵的民间习俗活动。

西村村首位博士黄俊杰毕业照。

▲图为华侨捐建的绍宪学校。

◀重文兴教的西村村，海内外乡亲中共
涌现了42位博士、13位硕士。

立村之时开挖的古井常年满水，井边
有小孔防水溢满，古井水清如甘露滋润了
世代村民的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