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名镇龙江／张永锡著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９．１１
（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ＩＳＢＮ 978-7-218-０６401－7

Ⅰ．名… Ⅱ．张… Ⅲ．乡镇—简介—顺德市 Ⅳ．K92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６3565号

责任编辑 夏素玲

封面设计 邦 邦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１０号）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 厂址： 台山市北坑工业开发区）

开 本 ８８９毫米×１１９４毫米 １ ／ ３２
印 张 ３．６２５
插 页 １
字 数 ５０千
版 次 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第 １版 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第 1次印刷
印 数 ３０0０册
书 号 ＩＳＢＮ 978-7-218-０６401－7
定 价 １５．００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０２０－８３７９５７４９）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ｄｐｐｈ．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ｓａｌｅｓ＠ｇｄｐｐｈ．ｃｏｍ】
图书营销部： ０２０－８３７８１０２０ ８３７９０６０４

４ M Y K



《顺德名镇》 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梁惠英
主 编： 招汝基
副主编： 张新杰 赵里平 沈 涌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
王 健 何劲和 沈 涌 张艳芬
张新杰 李健明 陈瑞贞 吴锡标
招汝基 周贻烺 赵里平 梁国锋
梁柳玉 梁惠英 黄炫丹 黄 海
蔡遥炘 廖耀强

： M Y K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已出书目

书 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定 价

1．禅宗六祖慧能 胡巧利 2004 年 10 月 10.00

2．广东塔话 陈泽泓 2004 年 10 月 10.00

3．明代大儒陈白沙 曹太乙 2004 年 10 月 10.00

4．南越国 黄淼章 2004 年 10 月 10.00

5．广州中山纪念堂 卢洁峰 2004 年 10 月 10.00

6．巾帼英雄冼夫人 钟万全 2004 年 11 月 10.00

7．岭南书法 朱万章 2004 年 12 月 10.00

8．西关风情 梁基永 2004 年 12 月 10.00

9．十三行 中荔 2004 年 12 月 10.00

10．孙中山 李吉奎 2004 年 12 月 10.00

11．梁启超 刘炎生 2004 年 12 月 10.00

12．粤剧 龚伯洪 2004 年 12 月 10.00

13．梁廷枏 王金锋 2005 年 1 月 10.00

14．开平碉楼 张国雄 2005 年 1 月 10.00

15．佛山秋色艺术 余婉韶 2005 年 3 月 10.00

16．潮州木雕 杨坚平 2005 年 3 月 10.00

17．粤剧大师马师曾 吴炯坚、 吴卓筠 2005 年 3 月 10.00

18．清官陈瑸 吴茂信 2005 年 3 月 10.00

19．北伐名将邓演达 杨资元、 冯永宁 2005 年 4 月 10.00

20．黄埔军校 李明 2005 年 4 月 13.00

21．龙母祖庙与龙母传说 欧清煜 2005 年 4 月 10.00

22．岭南近代著名建筑师 彭长歆 2005 年 4 月 10.00

23．潮州开元寺 达亮 2005 年 8 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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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光孝寺 胡巧利 2005年9月 10.00

25．中国电影先驱蔡楚生 蔡洪声 2005 年 9 月 10.00

26．抗日名将蔡廷锴 贺朗 2005 年 9 月 10.00

27．南海神庙 黄淼章 2005 年 9 月 10.00

28．话说岭南 曾牧野等 2005 年 10 月 10.00

29．历史文化名城平海 张伟海、 薛昌青 2005 年 10 月 10.00

30．晚清名臣张荫桓 李吉奎 2005 年 10 月 10.00

31．五层楼下 李公明 2005 年 10 月 10.00

32．龙舟歌 陈勇新 2005 年 10 月 10.00

33．潮剧 陈历明 2005 年 10 月 10.00

34．客家 董励 2005 年 10 月 10.00

35．开平立园 张健人、 黄继烨 2005 年 11 月 10.00

36．潮绣抽纱 杨坚平 2005 年 11 月 10.00

37．粤乐 黎田 2005 年 11 月 10.00

38．枫溪陶瓷 丘陶亮 2005 年 11 月 10.00

39．岭南水乡 朱光文 2005 年 11 月 10.00

40．岭南名儒朱九江 朱杰民 2005 年 12 月 10.00

41．冼夫人文化 吴兆奇、 李爵勋 2005 年 12 月 10.00

42．潮汕茶话 郭马风 2006 年 1 月 10.00

43．陈家祠 黄淼章 2006 年 1 月 12.00

44．黄花岗
45．潮汕文化
46．广州越秀古书院

卢洁峰

陈泽泓

黄泳添、 陈明

2006 年 1 月
2006 年 3 月
2006 年 3 月

13.00

10.00
10.00

47．清初岭南三大家
48．韩文公祠与韩山书院
49．陈济棠

端木桥

黄挺

肖自力、 陈芳

2006 年 3 月
2006 年 3 月
2006 年 3 月

10.00
10.00
10.00

50．小说名家吴趼人 任百强 2006 年 4 月 10.00

51．广东古代海港 张伟湘、 薛昌青 2006 年 4 月 10.00

52．粤剧大师薛觉先 吴庭璋 2006 年 7 月 10.00

53．英石 赖展将 2006 年 7 月 10.00

54．潮汕建筑石雕艺术 李绪洪 2006 年 9 月 10.00

55．叶挺 卢权、 禤倩红 2006 年 9 月 10.00

56．盘王歌 李筱文 2006 年 9 月 10.00

57．历史文化名城新会 吴瑞群、 张伟海 2006 年 9 月 10.00

58．石湾公仔 刘孟涵 2006 年 10 月 10.00

59．粤曲名伶小明星 黎田 2006 年 11 月 10.00

60．袁崇焕 张朝发 2006 年 11 月 10.00

61．马思聪 陈夏、 鲁大铮 2006 年 12 月 12.00

62．潮汕先民探源 陈训先 2006 年 12 月 12.00

63．五仙传说 广州市越秀区文联 2006 年 12 月 12.00

64．历史文化名城雷州 余石 2006 年 12 月 12.00

65．雷州石狗 陈志坚 2006 年 12 月 12.00

66．岭南文化古都封开
梁志强、 朱英中、
薛昌青

2006 年 12 月 14.00

67．始兴围楼 廖晋雄 2007 年 1 月 12.00

68．海外潮人 陈骅 2007 年 1 月 12.00

69．镇海楼 李穗梅 2007 年 1 月 12.00

70．潮汕三山国王崇拜

71．广东绘画

72．潮州歌册

贝闻喜

朱万章

吴奎信

2007 年 1 月

2007 年 5 月

2007 年 6 月

12.00

12.00

12.00

73．海幢寺

74．黄埔沧桑

75．粤北采茶戏

林剑纶、 李仲伟

龙莆尧

范炎兴

2007 年 6 月

2007 年 7 月

2007 年 7 月

12.00

12.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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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广东客家山歌 莫日芬 2007 年 7 月 12.00

77．孙中山大元帅府 李穗梅 2007 年 8 月 12.00

78．梁园 王建玲 2007 年 8 月 12.00

79．康有为 （南粤先贤） 赵立人 2007 年 8 月 12.00

80.韩愈 （南粤先贤） 洪流 2007 年 9 月 12.00
81.广州起义 黄穗生 2007 年 9 月 12.00
82.中共“ 三大” 杨苗丽 2007 年 9 月 12.00
83.羊城旧事 杨万翔 2007 年 9 月 12.00
84.苏兆征 禤倩红、 卢权 2007年10月 12.00

85.潮汕侨批 王炜中 2007 年 10 月 12.00
86.利玛窦 萧健玲 2007 年 10 月 12.00
87.肇庆鼎湖山 余秀明 2007 年 11 月 12.00
88.历史文化名城梅州 胡希张 2007 年 11 月 12.00
89.乐昌花鼓戏 罗其森 2007 年 11 月 12.00
90.司徒美堂 张健人、 黄继烨 2007 年 12 月 10.00
91.乐昌风物与古文化遗存 沈扬 2008 年 1 月 12.00
92.李文田 梁基永 2008 年 1 月 12.00
93.名镇乐从 李梅、 蔡遥炘 2008 年 3 月 12.00
94.英德溶洞文化 赖展将 2008 年 4 月 12.00
9５.陈昌齐 吴茂信 2008 年 ４ 月 12.00
9６．丘逢甲 （南粤先贤） 葛人 2008 年 ４ 月 12.00
9７．张九龄 （南粤先贤） 王镝非 2008 年 ４ 月 12.00
９８．陈垣 张荣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２．００
９９．历史文化名城肇庆 丘均、 赖志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２．００
１００．粤曲 黎田、 谢伟国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２．００
１０１．广州牙雕史话 曾应枫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２．００
１０２．越秀山 曾新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５．００
１０３．六榕寺 李仲伟、 林剑纶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５．００
１０４．丁日昌 （南粤先贤） 黄赞发、 陈琳藩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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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陈恭尹 （ 南粤先贤） 端木桥 200８ 年 １０ 月 1５.00
１０６．屈大均 （ 南粤先贤） 董上德 200８ 年 １０ 月 1５.00
１０７．阮元 （ 南粤先贤） 陈泽泓 200８ 年 １０ 月 1５.00
１０８．余靖 （ 南粤先贤） 黄志辉 200８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０９．关天培 （ 南粤先贤） 黄利平 200８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１０．名镇太平 邓锦容 200８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１１．黄遵宪 （ 南粤先贤） 郑海麟 200８ 年 １２ 月 1５.00
１１２．郑观应 （ 南粤先贤） 刘圣宜 200９ 年 １ 月 1５.00
１１３．北江女神曹主娘娘 林超富 200９ 年 １ 月 1５.00
１１４．南音 陈勇新 200９ 年 １ 月 1５.00
１１５．葛洪 （ 南粤先贤） 钟 东、 钟易翚 200９ 年 ７ 月 1５.00
１１６．翁万达 （ 南粤先贤） 陈泽泓 200９ 年 ７ 月 1５.00
１１７．佛山精武体育会 张雪莲 200９ 年 ７ 月 1５.00
１１８．客家民间艺术 林爱芳 200９ 年 ８ 月 1５.00
１１９．詹天佑 （ 南粤先贤） 胡文中 200９ 年 ８ 月 1５.00
１２０．广东“ 客商” 闫恩虎 200９ 年 ９ 月 1５.00
１２１．广府木雕 邹伟初 200９ 年 ９ 月 1５.00
１２２．潮州音乐 蔡树航 200９ 年 １０ 月 1５.00
１２３．端砚 沈仁康 200９ 年 １０ 月 1５.00
１２４．冯如 （ 南粤先贤） 黄庆昌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２５．广东出土明本戏文 陈历明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２６．五邑银信 刘 进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２７．名镇容桂 （ 顺德名镇） 张欣明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２８．名镇均安 （ 顺德名镇） 张凤娟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２９．名镇勒流 （ 顺德名镇） 梁景裕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３０．名镇龙江 （ 顺德名镇） 张永锡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３１．名镇伦教 （ 顺德名镇） 田丽玮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３２．名镇大良 （ 顺德名镇） 李健明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3３．名镇陈村 （ 顺德名镇） 李健明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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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3４．名镇杏坛 （ 顺德名镇） 岑丽华 2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１3５．名镇北滘 （ 顺德名镇） 梁绮惠、 王基国 ２00９ 年 １１ 月 1５.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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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德名镇》总序

一个政府的襟怀， 是可以从它对文化教育投入
的力度窥知其大略的。 就整体而言如此， 从局部来
看亦复如此。 这里的所谓襟怀， 是指抱负和韬略。
高瞻远瞩的政府是没有不把文化教育置于议事日程
的显著地位， 并为实现其抱负而殚精竭虑的。 这是
因为文化教育关系民众的总体素质， 而民众总体素
质的高低又与社会的兴衰密不可分。 国家的所谓软
实力， 说到底， 无非就是文教建设所导致的各种积
极效应。 这一类效应似乎很抽象， 但却十分实在。
它无从以数字计量， 但却悄然植入人心， 足以化作
难以估量的潜能和精神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最近几年， 顺德党政领
导对文教建设可以用一句成语来概括， 那就是“ 不
遗余力”。 作为顺德乡亲， 历年应邀参加家乡各种文
化教育活动， 次数已不知凡几， 每一次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 顺德各级政府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使我
对自己无限依恋的故乡的美好前景满怀信心。

在文化建设方面， 顺德党政部门对出版工作付
出了很大的努力，《 顺德文丛》 的出版， 就是其中卓
有成效的一项。 “ 文丛” 问世以来， 广受欢迎， 在
读者中反响强烈。 这套丛书已出版两辑， 还将继续
出下去。 这是一桩很有意义的文化建设工程， 自应
贯彻始终。 在这套丛书之外， 他们又组织力量编辑

， M 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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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 顺德名镇》 ， 成为广东人民出版社重点图书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中的一个专列。 《顺德名镇》
书分十册， 分别对顺德所辖十个镇级行政区域进行
总体性介绍。 各镇的历史沿革、 文化底蕴、 民俗风
情、 人物风采、 社会发展等， 都在各该书中有扼要
而实在的叙述。 这套系列书既是顺德各镇的“ 名
片”， 对外介绍自己的家业和履历， 借以广交朋友，
广结人缘； 对内又堪作励志的家谱， 让乡亲们特别
是年轻一代从中了解家乡的历史和现状， 为家乡的
沧桑而赞叹， 因祖辈的辉煌而感奋， 并为必将到来
的更为美好的未来而欢欣鼓舞。 因此它不仅是亲切
的乡土教材而已， 它同时还是一份爱国爱乡教育的
生动读物。 据介绍， 顺德在推进综合改革的试验中，
强镇放权是一项重要内容， 镇域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名镇文化的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祝贺 《顺德名镇》 的出版， 并希望这些“ 励志
的家谱” 不仅可以带来社会影响， 而且还能够成为
进入中小学生书包的辅导读物， 引导青少年熟悉家
乡、 热爱家乡、 建设家乡， 以充分发挥这套丛书的
作用。

２００９年 ９月
（序言作者系著名作家、 出版家、 《岭南文库》 执

行主编、 《顺德文丛》 顾问）

， M 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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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龙江位于顺德西部 ， 考古发现证实 ，
早在３５００多年前的新石器末期， 就已有人
类活动于这个地方。

汉代， 龙江已形成了不少村落， 村人除
了有古粤人的后裔， 还有因逃避战乱南迁的
中原人。 随着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不断影响
和传入岭南， 先民从传统渔猎经济向农耕生
产过渡， 他们在山坡上挖垌开田， 种植作
物。 唐代， 龙江还有了“ 潮田” 种植。

汉晋以降近千年来 ， 特别是在宋代 ，
无数逃避战火的军民由中原南徙岭南， 成
为开发珠江三角洲的一支生力军 。 其间 ，
龙江与九江、 沙头、 西樵等地群众经过艰
苦努力， 修筑了著名的“ 樵桑园围”。 先民
们结合堤围修筑， 实行“ 基种桑， 塘蓄鱼，
蚕矢饲鱼”， 塘泥又作为机肥育桑的良性循
环耕作方式， 从而在生产上紧密联系， 互
相促进， 全面发展。

在取得优越的经济条件后， 龙江人一度
广建祠堂， 修桥铺路， 建文塔、 筑苑囿、 修

1

C M Y K



岭
南
文
化
知
识
书
系

豪宅。 这些建筑， 体现了明清建筑的精湛工
艺， 成为岭南建筑文化的一大奇葩。

经济兴而文风盛。 明清以来的龙江地
区， 既承中原文化传统， 又染古越遗风， 经
过整合发展而成的各种地方习俗逐步形成。

龙江还哺育过不少卓越的文化人、 政
治家、 教育家、 民族工业家， 他们豪情勃
发， 吟下锦绣诗文， 被千古传诵， 饮誉岭
外； 他们成为一代叱咤风云的俊彦， 留下
了令后人景仰的业绩。

在封建时代， 统治者政治腐败， 社会
矛盾尖锐， 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制约了生产
力的发展， 加上政局动荡， 匪盗猖獗， 群
众生命财产无法保障， 种种社会因素也成
了历史上龙江发展的阻力。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沦陷时期， 在日寇蹂躏下的
龙江， 浩劫空前， 经济、 文化受到了严重摧残。

新中国成立后， 龙江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 铲除积弊， 改革不合理的生
产关系， 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发
展环境， 在经济发展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龙江人民在
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下， 把握机遇， 充分发
扬传统的人文精神， 奏响了改革发展的序曲。

今日龙江， 意气风发， 斗志昂扬 ， 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发展， 并向着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富裕和谐龙江的目标
奋勇迈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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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龙江概述

发源于云贵高原的珠江， 滔滔江水穿越
无数峡谷奔腾入岭南， 流经粤中腹地时， 有
大山屹峙其中， 名曰西樵， 于是江水环山南
北东流而去， 水流夹着有一片绿洲， 宛如镶
嵌在珠江三角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其中有
江河东西贯通、 蜿蜒若游龙者名曰龙江， 有
山峦盘垣起伏者名曰龙山。 两地紧靠， 史称

“ 两龙”。 今天的龙江镇， 除了“ 两龙” 以
外， 还包括了古代甘竹堡辖地。

龙江成村不迟于汉代， 村址位于龙江之
首， 故曰龙首。 村人除古粤人的后裔外， 还
有因逃避战乱南迁成为“ 与粤杂处” 的中原
人。 由于龙江有着独特的水道交通条件， 往
来于番禺 （广州） 与苍梧 （广西梧州） 的艚
船可以停泊龙江， 龙江较早就融入了中原
文明。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龙江地处热带、 亚热带季风气候， 光照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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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温暖湿润， 对农业生产有着得天独厚的
条件。 龙江自古以来水道纵横， 河冲交错，
特有的水乡环境决定了龙江经济发展与农耕
文化的特征。

有汉以来， 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和“ 金
田铁器” 不断影响和渗入岭南， 当时的先民
已从传统的渔猎经济向农耕生产过渡， 他们
在山坡上挖垌开田， 种植农作物。 到了唐
代， 龙江除了有垌田之外， 还有“ 潮田” 的
种植， 以果菜和粮食种植为主体的农业经济
也初成规模。

汉晋以降的近千年来， 北方边患日趋严
重， 战火不断， 最后北宋被金所灭， 宋室南
渡， 建都临安。 为了逃避战火的洗劫和蹂
躏， 无数随宋室南渡的军民迁徙岭南， 暂止
于保昌。 南宋朝廷为了安置徙民， 决定对珠
江三角洲实行全面开发。 一批批优秀的中原
农耕男女由官府接引落藉后， 成为开发珠江
三角洲的一支生力军。 珠江三角洲在朝廷和
地方官府支持下， 广筑堤围， 兴修水利。 当
时， 两龙在九江、 沙头、 西樵等地群众的共
同努力下， 成功地修筑了著名的“ 樵桑园
围”。 先民门结合堤围修筑， “ 挖洼为塘、
叠土成基”， 以基六塘四的比例， 实行“ 基
种桑， 塘蓄鱼， 蚕矢饲鱼”， 塘泥又作为机
肥育桑的良性生态循环方式， 使种桑、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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