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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旅游发展促进会
负责人何岩：
深挖历史 找准定位

每条村的每一座祠堂，都有它
独特的记忆。一方面，我们要深挖
坦边古村及其祠堂久远历史底蕴，
提取其节点文化符号，讲好古村的
故事。另一方面，依托顺德、中山、
江门城区等城镇商圈和周边人文
与乡村资源，找准定位，融入文旅
农元素，着力推进当地一些传统文
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落地
活化利用，力争建设富有地方特色
的小商品、文创品、农产品电商创
业一条街，努力完善小吃美食和茶
饮等配套服务。

其次，争取社会资金投入和政
府部门及乡贤资助，打造乡村大戏
台，通过鲜活的村史故事和历史遗
风剧目表演，再现古村和当地的风
土人情，吸引游客注目。

慈母石碑亭

区 越（1468—1555 年），字 文
广，号西屏，坦边方岳里人。其父
热心善事，修筑围堤，排难解纷，深
受乡人尊敬。区越自幼受到父亲
影响，懂规矩，行孝道。他八岁丧
母，侍奉继母至孝。他的继母亦很
慈爱，每当区越过河去荷塘读书晚
归时，她便到河边坐在一块大石头
上，等候儿子归来。

后来，区越的老师陈白沙先生
写了一首《慈母石歌》，附有“谁化
江边石，世传慈母名”的诗句，赠予
学生区越，以歌颂其母慈子孝的诚
挚亲情，“慈母石，世罕有，汝在江
头天地久”，这一脍炙人口、感人肺
腑的佳句被后人广为传颂。后人
将《慈母石歌》刻于石碑上，特意修
建慈母石碑亭，以示纪念，供世人
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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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千年的“绿岛潮连”，汇

聚了璀璨而独特的祠堂文化、名

人文化、红色文化、华侨文化和

民俗文化。而就在这座岛上，历

经数百年时光沉淀的坦边古村，

至今依然是名动一方的存在。

作为岭南古村落的典型代

表，这里不仅风景优美，宗祠家

庙、民居、古巷道、古井、古树众

多，人文底蕴同样深厚无比，村

里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展示着

坦边古村的无尽风情。如果你

想要短暂逃离都市的嘈杂喧嚣，

感受生活的惬意与美好，那么这

里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宝藏

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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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西江畔古村落，数百年光阴弹
指匆匆而过，岭南古村依然鲜活灵动。

当真正进入坦边古村后，你会发现
世界好似瞬间安静下来了一般，让人感
受到一股别样的恬静淡然之意，就好似
那繁华喧嚣的世界被瞬间隔离在外。

沿着古老的步道缓缓前行，穿过外
围新建的房屋，一排排古色古香的民居
古建筑便浮现在了眼前。首先映入眼帘
的则是古村内一大亮点——陈氏宗祠。

据了解，陈氏宗祠始建于明嘉靖年
间，坐西向东，背靠龙岭山，砖木构筑，台
梁与四柱穿斗相结合的梁架结构，原二
进深，如今宗祠还基本保持着原貌。

陈氏宗祠在建筑风格上与江门其他
村落的祠堂大同小异，采用砖木构筑，内
有木、砖、灰、石雕，整座建筑气势雄伟壮
观，极具岭南建筑风格。走进祠堂内，石
雕、砖雕、木雕、彩绘等作装饰，虽然有些
雕刻或许已经破损，有些彩绘或许已经
模糊，但艺术水平之精妙可见一斑。

“建设祠堂最初的功能便是祭祀，
通过对先祖的祭祀供奉，从而增强宗族
的凝聚力、向心力，以求宗族的兴旺发
达，是族人间一条重要的精神纽带。”据
村里老人介绍，祠堂还是村民重要的议
事场所，族内如果有重大事情商议，都
会选择在祠堂内进行。除了祭祀与会
议外，祠堂还承载着文化教育功能，在
祠堂内开设学堂，将祠堂变成传授知识
的课堂。

“村内的每座祠堂，均有明确的宗亲
关系。”熟悉坦边祠堂历史的老人介绍，
坦边的祠堂还有好几个，如潘氏
宗祠、钟氏祖祠、宋氏宗祠
等，古朴的祠堂加上传统
的广府民居，以及古
楼、古水井、古榕树，
这里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无不见
证并诉说着坦边
几百年来的岁月
变迁。

祠 堂 前 的
路上，偶尔有路
人匆匆而过，余
下时间里，这里
的时光几乎是静
止的。从祠堂中
走出，漫步于古村的
长街小巷之中，感受
着岁月在此留下的厚重
气息，不知不觉间思绪也随
之飘向远方，似乎透过那悠长
的时光长河便可窥见坦边古村过往的繁
华喧嚣。

坦边古村里，有不少幽深的巷道，每条巷道
都见证着无数家庭的变迁，承载着村民生命的延
续。而其中一条巷道中，却有一位特殊的见证
者，在这里，一座凝聚着坦边先人建筑智慧的蚝
壳屋，经历历史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古朴村
落百年岁月变迁。

沿着小路走到尽头，便可看到坦边特色的蚝
壳墙。

这是一座使用蚝壳作为墙体建筑材料的房
屋，全墙为蚝壳砌造。凹凸不平的墙体上，使用
蚝壳数百只，一块块蚝壳以向下45度的方式整
齐垒砌，侧面望去极为壮观。层层叠叠的蚝壳整
齐地铺在墙面上，建筑外墙呈现出非常独特的纹
理效果，外露的蚝壳如鱼鳞般镶嵌成墙体，发出
耀眼的银光，给人以神奇和华美的感觉。

蚝壳屋是当地人就地取材，将垃圾变宝贝的
建筑典范。蚝壳屋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祠
堂、民居都可见蚝壳，成为岭南水乡特色建筑风
貌。

“旧时在南粤沿海地区，蚝壳易得，成本低
廉，而且坚固且不易腐蚀，表面粗糙可以防盗，用
这种方式构建的屋子防台风性能好，不积雨水，
兼具冬暖夏凉等优点，很适合岭南的气候，因此
成为人们喜欢的造墙材料。”坦边老人陈伯
说，华南地区气候湿热多雨，过去传统的
砖墙很容易受潮，但是蚝壳墙不会被雨
水侵蚀。

另外，蚝壳质地坚硬，以它为
主体材料，黏结之物是用蚝壳灰、
石灰、糯米饭、糖等混合物舂捣而
成，既硬又韧，可历经百年风雨，
民间更是有“千年砖，万年蚝”的
说法。

坦边为何会有如此多
的蚝壳？我们可以从记

载 中 找 到 一 点 线
索。民国时期，一
位地方文人在《（新
会县）潮连乡志》序
中，对潮连的历史有
这样一段叙述：“在南
宋咸淳以前，潮连仅一荒
岛，渔民疍户之所聚……
潮连四面环海，属西江流
域，河流海坦。”从记载可
知，潮连四面环海，海边的
生蚝资源丰富，古人因此就
地取材，从海岸沙堤中掘出
大量蚝壳建造房子。

据了解，最鼎盛时期，坦边
至少有几十座蚝屋，随处可见蚝

壳墙排列在街道两旁。但经历数
百年风雨，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蚝壳

墙或坍塌或拆除，被砖墙所替代，如今蚝壳
屋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少数几面蚝壳墙留在
小巷中。

隐于市，安一隅，坦边岁月流淌。如
今，走在这条古村的小道上，看着沿途的
古楼祠堂，仿佛还能看见昔日的繁华盛
景。寻常巷陌，鸡犬相闻，走在青石板铺
就的巷子里，你会发现路面早已变得光
滑，岁月将这里变得温润，一砖一瓦都透
露着浓重的历史气息，亦能感受到别样
的慢时光。

“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振兴，除了对
古民居进行修复之外，还对村中的古迹
进行了保护。”坦边社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如今村中古建筑都经过活化和修整，
村子面貌焕然一新，修旧如旧，韵味犹
存。

步入其中，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精致
的绿岛水乡美丽画卷：整齐美观的青砖
屋在村道边一字排开，村道旁河水清澈，
岸上绿树成荫；穿过石桥，休闲健身广场
上不少老人正在散步，小朋友嬉笑玩闹，
一派热闹和谐景象。

沿古村漫步，看见的不止青绿，
还有道不尽的历史。在坦边，有

一片古石碑群，这些石碑
大多制作于明清时

期，且全部采用青
石条制作，展示
着当地悠久历
史长河中深
厚的文化底
蕴。

“坦边
有着悠远
的历史和
深 厚 的 文
化底蕴，自
明代以来，
贤才辈涌，村

中便为考取功
名的子弟立下了

功名碑，彰显着无
限荣光。”坦边社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过去漫
长的岁月中，这些石碑多有损

毁。近年来，村民们把存留至今的功名
碑收集起来，分类整理，并将其中保存较
好的石碑竖立在祠堂门口，供村人凭吊
瞻仰。

这些弥足珍贵的石碑，无不诠释着
历代村民的生产与生活、文化与精神。

“尽管对石碑上记载的名字感到陌生，
但都知道这些先祖是坦边的骄傲，是
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坦边社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未来，坦边还将继续以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利用历史文
化资源优势，推动乡村振兴，提高当地
知名度。

坦边现存的多座祠堂展示着过往的宗族生活画卷坦边现存的多座祠堂展示着过往的宗族生活画卷。。

坦边古村既保留有蚝壳坦边古村既保留有蚝壳
民居民居，，也有蚝壳祠堂也有蚝壳祠堂。。

功名碑彰显坦边人崇功名碑彰显坦边人崇
文好学的优良传统文好学的优良传统。。

坦边古村的镇安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