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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村落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有机结合体，是在特定历史中形成并保存至今的传统乡村聚居地。
广东古村落足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丰富深邃，是乡土文化的活化石，其表现
形态多姿多彩，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南粤大地。
广东古村落既有中国古村落的共性，义有岭南文化的鲜明特质。
广东古村落以广东古村落、潮汕古村落、客家古村落为主体，辅之以粤北占村落、雷琼古村落。
村落文化存地域上表现出水乡文化、山居文化、海洋文化的特点；经济模式表现出以农耕文化为主、
商业文化并重的特点；因为移民南迁及向海外拓展的缘故，又表现出移民文化和侨乡文化等多样性特
点。
古村落在传承中华文中作用非凡。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的加快，大批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厚重历史价值的占村落逐渐衰落
或消失。
中国已于2003年签署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田家宣传文化部门不遗余力地开展着“非遗”保护工作，社会各界都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
在广东省委宣传部和财政厅的支持下，2007-2009年，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积极开展“广东省古村落保护专项工作”，组织专家进行学术调查、认定和编撰等抢救性工作，并
命名了第一批27个，第二批37个，共64个广东省古村落。
本书即为第一批古村落调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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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穿过稻花飘香的田野，踏上石板路，步入青砖瓦屋，如同穿越了数百年，一个抬头，一个转身，都是
古朴又精致的老房子，村中树阴遍地的大榕树，飘着泥土芬芳的路道，还有甘甜纯净的井水⋯⋯     淳
朴的长者总能指着一处，然后自豪的告诉我们：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房子，这是百年前种下的树，还有
这户人家传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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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珠三角区  村在绿中 绿在水中——广州市海珠区小洲村  巷陌深深蕴恬淡 物阜民丰享祥和——广州市番
禺区沙湾镇车陂街、安宁西街  蛎江涌头 半月古村——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大岭村  萠草地 水云边——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塱头村  珠玑留厚泽 萠底肇鸿基——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良溪村  长岐花落与花开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长岐村  南渡遗裔 结社为家——东莞市茶山镇南社村  水绕翠环一洞天——珠
海市斗门区南门赵家庄粤西区  风水谷箕——湛江雷州市龙门镇潮溪村  李氏冑裔——湛江雷州市白沙
镇邦塘村  东坡二进——湛江市遂溪县建新镇苏二村  乾坤八卦玄妙处——肇庆高要市回龙镇黎槎村  神
蚬化岗成八阵——肇庆高要市蚬岗镇蚬岗村  织篑河边竹排地——阳江市阳西县织篑镇大洲村  春风道
貌 理学家声——云浮市云城区腰古镇水东村粤东、粤北区  中西合璧 侨乡经典——汕头市澄海区隆都
镇前美村  粤东襟喉 潮州门户——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程洋岗村  古朴儒雅 浑然天成——汕尾陆丰市大
安镇石寨村  潮州典范 祠第千家——潮州市潮安县龙湖镇龙湖寨  方耀故里——揭阳普宁市洪阳镇德安
里  客家人的城堡家园——河源市和平县林寨镇兴井村  南中国的画里乡村——河源市东源县义合镇苏
家围  雍容静秀的古村围——惠州市惠东县多祝镇皇思扬村  古晋名家 粵北风流——韶关南雄市南亩镇
鱼鲜村  天上雷公凿 地下上下岳——清远市佛冈县龙山镇上岳村  南唐元帅隐居地——清远连州市丰阳
镇丰阳村  北斗七星村——清远连州市保安镇卿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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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流连忘返大夫第笔者到达兴井村的时间是初秋，碧绿的水稻泛着点点黄光，微风吹拂下，稻浪
轻翻。
随着带路的老先生，沿着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走进第一座四角楼——大夫第。
由于是沿着小路，进入的不是正门，而是侧门，这个朝向不是正对着东西南北方向的门，叫“斗门”
，它的这个朝向是由风水堪舆决定的，据说大门的朝向假如不能很好地聚集财运，就另开一个斗门，
运气就会聚集，大户人家总是在意这些的。
门上是石头浮雕的“朝议第”三个字，“大夫第”三字则是刻在正门上的。
门匾上面依稀可辨认“毛主席万岁”等字样，再上面有文革时的旗帜，这座清朝咸丰年间的建筑以这
样的方式向我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其实不只是这里，村中其他的四角楼，不管屋内屋外，亦随处可见标语，简直就是一座活生生的社会
主义口号博物馆。
门上面有一高一低两条水线，分别是1964年和2006年东江暴发洪水之后留下的，两条水线均高于门楣
。
走进大屋，很多人会异口同声：“好高的屋子啊！
”没错，四角楼的室内净高比一般的屋子都高，因此厅堂显得特别气派。
大夫第里房屋众多，因此也有众多的巷道，四通八达，但对于一个第一次走进去的人，竟有点走进迷
宫的感觉。
大夫第的天井十分宽敞，阳光直泻下来，所以屋子不至于显得幽暗。
这座四角楼里现居住着一户人家，喂小狗的老人，抱婴儿的母亲，玩耍的小孩，悠然自得。
尽管大部分的房间紧锁着门，但从朱漆的门，天井整块完整的青石板，可以想象这里当年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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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6月，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关心、支持下，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东省民间文艺家
协会根据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有关文件精神，在全国率先启动“广东省古村落”普查、认定、编纂等
抢救性工作，成立了古村落工作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
专家组经过实地调研、考察，根据我省实际情况，制定了较科学规范的《广东省古村落》认定标准及
调查纲要。
2007年9月，省文联、省民协在连州市召开全省古村落工作会议；10月，向全省基层文联、民协发出了
《关于开展广东省古村落专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了我省古村落的普查、认定、编纂工作。
通过点面结合，全省各地迅速掀起保护古村落遗产、保护传统文化的热潮，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和支持。
短短两月内，全省各地相继申报“广东省古村落”认定的有135个村。
2008年5月，省民协遴选了首批考察对象，并在东莞清溪再次举办古村落专项工作培训班。
此后，经过专家组7个多月艰辛的实地考察，省文联、省民协于2008年12月认定并公布了首批27个广东
省古村落。
为综合展示这27个古村落的风貌，展示其丰富的内涵，在各地申报材料的基础上，在挖掘、调研、考
察的基础上，我们从2008年5月开始着手整理和编撰本书，历时近两年。
我们的调研、编辑队伍很庞大，有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学家、人类学家、作家，有当地坚持了
数十年文化保护的民间文艺工作者，有高校的青年学子。
还有村落里面的父老乡亲——正是因为他们对乡土家园的挚爱和坚守，我们才能见到今天如此让人惊
叹的文化遗产。
两年来，我们一直在田野作业，不管风吹雨淋，不管路远山长。
我们穿过那稻花飘香的田野，小心翼翼地步入青砖瓦屋间，如同穿越了数百年。
任意一个抬头，一个转身，便都是淳朴而精致的老房子，浓荫铺地的大树，散逸着泥土气息的道路，
甘甜纯净的井水⋯⋯那村中的长者总能随便一指，自豪的告诉我们：这是乾隆时老祖宗建的房了，这
树是咸丰年问种下的，这户人家的某某在海外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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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广东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系列丛书:广东古村落》古村落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有机结合体
，是在特定历史中形成并保存至今的传统乡村聚居地。
广东古村落足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丰富深邃，是乡土文化的活化石，其表现
形态多姿多彩，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南粤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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