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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找一位“老会城”问路，
新会“最老”的地方在哪里？十
有八九，你得到的答案是，“到新
会学宫看看”。

都说新会是千年古郡、历史
名城，一切有迹可循。来到新会
学宫历史文化街区，这里聚集了
建于隋唐时期的龙兴寺石塔、始
建于北宋的新会学宫、明代的石
戏台、明清两朝多次重修的古城
墙、上世纪初建成的新会书院、
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人民会堂
……这些从隋唐绵延至今的各
类历史遗存如今都保存完好，其
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印记和浓
厚的人文精神。

就以文脉中心新会学宫来
说，又名文庙、孔庙，始建于宋庆
历四年（1044年），当时是按山东
曲阜孔庙图案因地制宜建造
的。据史料记载，学宫在元代毁
于兵火，明代重建，以后历代均
有重修。如今，新会学宫已被活
化为新会博物馆，内有丰富藏
品，包括新会出土的新石器时期
的石斧、石网坠、骨饰、陶簪等，
证明4000年前已有百越（粤）人
在新会生息繁衍。新会学宫就
像一座历史人文知识宝库，指引
着人们更好地探寻古城底蕴。

近年来，随着新会中心园林
区建设的不断完善，新会学宫周
边可谓一步一景，处处彰显出新
会的文化魅力，尤其是马山公园、
北园公园、艇仔湖公园、盆趣园、
新会书院等地，成为众多市民、游
客游会城的必到“打卡点”，焕发
出新的活力。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是，你在会城老城区
问路，当地人在指
路的时候，总会
在报街名的同
时，也指出附
近的标志性
建筑。这些
特色建筑，
就像是地图
上的标识，可
以帮助旁人
快速认识这座
城。从侧面也
说明，关于老建筑
的记忆，已经镌刻于
代代会城人的心中。“会
城‘地胆’老街曲曲绕绕，不熟
悉的人很容易绕进去，认准‘二
十一层’及华侨大厦、景堂图书
馆这些标志性建筑，走起来就有
方向感了。”土生土长的会城人
陈伯笑着说。

陈伯所说的“地胆”老街，
就是大新路—仁寿路历史文化
街区附近一带，这些老街与新
会历史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一带历来是新会区内主要的
文化、商业活动街区，如知政
路、仁寿路、尚志街、诗书街、幸
福路、朱紫路等街道更是大有
来头，每条街道都有着独特的
历史故事，承载着这座城的发
展记忆。当然，街道上，最吸引
人的要数那些充满历史韵味的
特色建筑，新会景堂图书馆、华
侨大厦、永佑坊、沿街骑楼、华
侨建筑等一众建筑群极具魅
力，成为散布在老街上的闪光
点，与城市的发展相融合。

漫步在会城老街区，有烟火
气有人情味是最直观的感受。

百年传承的烧腊店仍然广
受街坊追捧，排队“斩料”的人络
绎不绝；楼道底下的包子铺准点
新鲜出炉包子，那熟悉的香味穿
街过巷；隐匿在老祠堂里的早餐
铺还是儿时记忆的味道，这是

“老朋友”才能寻到的美味；街角
的糖水铺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
那一抹甜沁人心脾；骑楼下的肠
粉店的出品特别有“广府味”，用
料十足；小巷里的旧货铺还放着
怀旧金曲，带给人穿越之感……

热闹，就是老街区的底色，多
年来积累的人气仍旧支撑着老街
商业的繁盛，这里有人间百态，有
最是抚慰凡人心的人间烟火气。

《新会县志》记载：“明朝万
历年间（1609 年），城外之街曰
十字新民街，分为东隅、西隅、南
隅、北隅，旧为湖田。今铺舍辐
辏，墟市喧集……”数百年前，会
城老街已出现铺户聚集、墟市热
闹的场景。如今，以大新路
—仁寿路历史文化街区为
代表的老城商圈更是繁
华，重新修饰、活化的
街道成为特色业态的
最佳孵化场所，也成
为大家探寻古城味
道的好去处。按照
规划，未来，新会区将
围绕“岭南特色、邑商
风格、新会风采、时代
气息、民国风情、中西合
璧”的定位，对百年商圈进
行改造修缮，打造集购物、餐
饮、娱乐、文化、儿童游乐、康养、

酒店等于一体的特色体验
型商圈，让老街焕发新
生。

游走于老城中，
你会发现，这里的
人、景、物是一个有
机的整体，形成了
专属于老街的氛
围。这里有岁月静
好，也有蓬勃生机。
清晨开始，人们开始
忙碌起来，车水马龙

尽显城市的繁忙而有
序。午后时光，就在街头

巷尾，不乏三两围坐的“休
闲局”，小憩一下“偷得浮生半日

闲”。老城的美，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不断变换的，并不刻板，更充满
惊喜。

“我们家在这里开店有100
年了，舍不得离开，在这里的每一
天都是充实的、幸福的。”百年老
店大新路永成烧腊店五代传承，
如今也是宾客盈门，店主施剑波
坦言。

近年来，“老城焕新”成为会
城老街区建设的主题。在党建引
领下，圭峰会城紧抓城市提质建
设的关键期，逐步实现旧城蝶
变。圭峰会城持续推进老旧小区
改造和口袋公园建设，常态化开
展文明城市创建提升行动，扮靓
老城区环境。同时，圭峰会城全
域推进安“新”城市党建品牌建
设，持续优化社区治理、细化民生
服务、深化文明创建，逐步形成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让老城从内
而外地焕发生机，美得更富内涵。

圭峰会城可以说是新会
的“门面担当”，而老城区，更
是千年文脉的集中体现区，深
挖老城资源，激发老城高质量
发展活力，正是新会实现城市
提质、打造品质都市过程中的
重要课题。

近年来，新会区持续深化
城市提质工作，发扬工匠精
神，以“绣花功夫”实施新一轮
城市更新行动。圭峰会城把
老旧社区改造、市场升级改
造、口袋公园建设等项目列入
重点工作清单，加快补齐民生
短板，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

今年以来，关于老城焕新
的好消息不断，建设一个有温
度有热度有深度的宜居宜业
宜游之城成为大家心之所
向。新会区正加紧规划建设
相关城区慢行系统配套建设，

打造具有新会特色的城市
绿脉行动线，届时，将

更好地盘活和利用
本地历史文化资
源，重塑山水
脉络，为市民、
游客带来更
好的出行体
验。

在 此 契
机下，圭峰会
城也明确，将

用好资源焕发旧
城活力。抓实旧

城活化焕新工作，以
知政北路花园巷历史建

筑为景观节点，精细化设计、
整体化打造，持续活化利用历
史建筑、文化资源，激发冈州
古城新活力；加快大新路片
区、城北片区历史文化街区升
级改造，营造文化氛围，发展
文旅产业，带动商圈人气，提
升旧城的经济价值；对产湾路
一新会农械厂一带的骑楼历
史建筑、工业遗产进行修复与
活化利用，焕发老城区记忆，
让居民记住乡愁，展现历史文
化名城新魅力。

未来，圭峰会城将重点聚
焦文化历史保护与现代城市
共生共融，打造具有历史底蕴
和人文气息的中心城区，文脉
上的“城市会客厅”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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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文脉上的
“城市会客厅”

■知政路：知政路分北、中、南路三段。知政
北路起于惠民路，止于知政中路；知政中路起
于知政北路，止于知政南路；知政南路起于知
政中路，止于冈州大道中。1929年始建，同年
建成。新开知政路由南至北包含原知政门大
街、募前街、南山庙、南兴街、南门直街和县前
大街等。因道路南端是知政门，故有此名，其
为会城街道的文化、商业中心街道。

■尚志街：道路起于知政中路，止于爱民路，
旧称尚书坊。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新会
城人何熊祥考上翰林，后当上吏部尚书，购此
地建造府第、祠堂，在路口建功名牌坊，人们
因此称其为尚书坊。清代至民国时期此地有
很多祠堂，尚书坊的祖祠为文懿祖家庙，原是
何熊祥的旧第，如今仍留存在新会实验小学
内。

■诗书街：道路起于幸福路，止于西隅路，清
乾隆县志记载街巷名已见。但今诗书街的西
段，民国时期属“大井头”，20世纪50年代并入
象环里。因旧时此地读书人家多，文风兴盛，
故称诗书街。

■幸福路：此路1960年始建，1961年建成。据
悉，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会城按园林绿化
要求高起点规划，逐渐新建了一批楼房，建起
新村，形成了炒米涌边（后改名为镇前路）至
青云坊的新马路。此路花木交荫，沿路成为
当时全城最好的“高尚住宅小区”，于是为此
路被命名“幸福路”，寓意幸福的生活。

■朱紫路：此路起于南隅路，止于惠民西路。
1929年始建，同年建成。此处原为自由市场，
许多人在此贩卖猪仔，称猪仔街，又叫猪仔
圩。后拆除建筑修路，取其谐音雅化为“朱紫
街”。这里有一处区文物保护单位——炼丹
井，相传为宋代会城道人李之先开凿，用于炼
丹制药。该井水质极佳，是发豆芽、酿酒之甘
泉。

■平安路：此路起于东关路，止于菱东路。清
道光县志地图已标示有“平安街”，民国时期
扩建为平安路，寓意平平安安。1929年再次
扩建，曾改称向东路，1983年复称平安路并沿
用至今，为会城商业街道之一。这里有一座
明代石戏台，有400多年历史，见证了新会粤
剧文化的发展。

■骑虎路：骑虎东路起于冈州大道中，止于如
求社；骑虎西路起于菱东路，止于冈州大道
中。相传元代初期，会城人邓宥住在骑虎关
冲边，他入江西龙虎山学道，一天夜晚下山碰
上猛虎，他纵身一跃骑上虎背，驯伏老虎而归
住处，他拿肉类给老虎吃，老虎便离开了。家
乡人认为，他有神性，把他的住宅改建为庙进
行祭拜，起名为“骑虎庙”，庙所在的河涌称

“骑虎涌”，此涌出会城河的水关称“骑虎
关”。明万历县志记载有“骑虎庙街”，20世纪
80 年代盖涌后修路，分为骑虎东路、骑虎西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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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冈州，
多彩会城。

新会古称冈州，
文脉绵长，底蕴深厚，
曾与广州、潮州并称
“岭南三大古州”，至今已
有近 1800年历史。而会
城，一直是新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交通和贸易中
心，千年文脉可谓源远流
长。

历史是城市的根，文
化是城市的魂。走在会城
老街区，历史的印迹总会
与你不期而遇。新会学宫
历史文化街区以及大新路
—仁寿路历史文化街区两
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便位
于这个老城内，那些凝结
了先辈智慧与心血的古建
筑正是对过往岁月的见
证。还有充满人文气息的
会城老街，那些每日上演
的市井百态妙趣横生，浓
厚的人情味正印证了“人
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
公园路、金紫街、朱紫路、
花园巷、知政路、诗书街、
幸福路……每一条老街都
有着它的故事，等待着你
的邂逅和发掘。

趁着阳光正好、风正
轻，不妨来一场说走就走
的“ 古 城 流 芳 CITY
WALK”，用双脚去丈量这
些宝藏老街区，探寻千年
新会文脉的踪迹，邂逅专
属于你的人文之美。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钟珍玲（署名除外）

仁寿路仁寿路、、大新路大新路
的特色商业街侨乡文的特色商业街侨乡文
化韵味浓化韵味浓。。

新会盆趣园一步一新会盆趣园一步一
景景，，成为众多市民成为众多市民、、游客游客
游会城的必到游会城的必到““打卡点打卡点””。。

简家琳简家琳 摄摄

景堂图书馆等特色景堂图书馆等特色
建筑建筑，，就像是地图上的标就像是地图上的标
识识，，可以帮助大家快速认可以帮助大家快速认
识这座城识这座城。。 简家琳简家琳 摄摄

冈州广场（余庆楼）

骑虎路

惠民路（新会人民会堂、新会书院）

公园路（新会学宫、中心园林带）

平安路（石戏台）

菱东路（民国特色建筑）

花园巷

知政路（永佑坊）

尚志街（实验小学）

仁寿路（景堂图书馆）

大新路（华侨大厦）

西隅路

诗书街

幸福路

朱紫路（炼丹井）

行走在会行走在会
城的老街上城的老街上，，旧旧
货店播放着经货店播放着经
典老歌典老歌，，时光好时光好
像都流淌得慢像都流淌得慢
些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