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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以"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精神为指导，以省、

市关于"推动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部署为依据开展编写工作。在编写

中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既准确又有重点地记述古村落的历史文化特

占

二、本书古村落的录入范围由县史志办与各镇商定。在录入本书的15

个古村落中，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广东省古村落，其他古村落也具有历

史悠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

三、本书记述古村落所在行政区域，一般采用现行行政区域名称，

如采用当时名称，则用小括号注明现行名称。全书采用以文配图的方式记

述，并对→些必记要素做统一编排，既有利于保留资料，又增强本书的直

观感、真实感和可读性。

四、本书记述各古村落内容的排列顺序，除篇序简介外，一般分为

10个部分(有的村落略有增减) ，分别是:地理环辑、村落形成、历史沿

革、姓氏源流、民居宗祠、民情风俗、历史事件、古今人物、传说故事、

古村新貌。

五、为避免内容重复，本书采用"参见"的记述方式，对各村落独

有的民间习俗归入各村落内容记述，对多个村落共有的民间习俗归集为附

录，井在各村落内容中注明，便于读者检索查阅。此外，在"歌谣谚语"

部分，凡前文己录入的，后文不再重复录入相同的部分。

六、本书记述的古村落历史久远，部分资料通过查阅各村保存的族i普

及文献资料收集，部分资料通过调查采访收集。 以上资料虽经多方查证，

但难免存有错漏之处，有待熟悉情况的人士指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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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村落是人类聚居的最小单位，积淀着人类演进与发展的历史与

文明 。 佛冈县是位于广东省中部的山区县，现有清代及以前形成的古村落

700多个。 中原及各地人士迁入佛冈这块土地聚居、繁衍生息，形成了各

具特色的自然村落。佛冈县自然村落保存的各种历史印记， 是岭南文化的

组成部分，是先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城镇

化的快速发展，不少自然村落合并、迁移，有的甚至消失。 如不及时调查

并保存资料，自然村落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也将随之淡化、消失。因此，对

自然村落历史文化的保护与抢救工作十分重要和迫切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

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他在湖北考察时强调，实

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

可见，挖掘、开发和利用古村落的历史人文文化， 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巩固和壮大文化软实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保存好岭南文化的根，挖掘和弘扬优秀岭南文化，省委、省政府作出开

展全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调查的重要决策，这是一项基本省情普查和浩大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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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工程，更是一件利及全省人民群众的善政和功在千秋的善举。 为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重要决策，佛冈县在省政府地方志办的指导下，迅

速开展全县自然村藩人文历史调查的筹备工作，由佛冈县史志办公室启动

自然村落人文普查工作，率先开展普查试点， 于2015年初向省申报编写出

版《佛冈古村落)) ， 经省政府地方志办批准列入全省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

项目。

《佛冈古村落》 一书收录佛冈境内 1 5个古村洛历史人文文化资料，

涉及一批保存较为完好或亟须抢救保护的古民居、古祠堂、古道、古井、

古街巷、古寺庙等历史文物 ， 具有鲜明的岭南地域特色和时代印记。经过

我县史志工作者艰苦细致的调查、采访和编篡等一系列工作，终于付印出

版。本书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直观、生动、 详尽地反映佛冈古村落的传

统风貌和地方特色，彰显古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譬如，令人流连忘返的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一一上岳古村、引人入胜的广东古村落一一汤塘田等。

《佛冈古村落》 的出版，对于展示佛冈传统文化，留住历史记忆，促

进和推动乡村旅游都具有一定的作用，并为全县开展自然村落历史人文调

查工作带好头、起好步，实在值得庆贺。我们要把古村落保护与美丽乡村

建设、发展乡村旅游等工作结合起来，让保护与开发并举，更好地激发人

民群众尊重历史、 传承历史和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为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综合改革提供精神动力。

为此，特欣然作序。

2015年 10 月

(本序作者梁金鉴为佛冈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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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岳古村

一一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上岳古村又称上岳古围村，隶属佛冈县龙山镇上岳行政村，位于县

境西南部，镇境西部，距县城27公里 。 上岳古村形成于元末明初，因背靠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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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岳山而得名。上岳古村形成最早的民居后，随着人口的繁衍增加，族人

先后在附近建屋迁居，逐步形成下岳、榨油岭、秧坎咀等多个村落，有的

还迁居于外地。 上岳古村作为当地最早形成的古村落，地域范围也不断扩

大 。 古村中最早建成村心里，并以此为中心扩展，到明代中期己建成上岳

十八里。 上岳古村的古民居大多保存完好，是广东省内历史悠久、规模宏

大的古建筑群。

2014年，上岳古村古建筑群占地总面积为12万平方米。 古村内原籍居

民均姓朱，仍在古村范围内居住的村民有2000多人。古村居民均为汉族，

属广府民系，使用方言为佛冈白话。

上岳古村美景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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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上岳古村这古老文明的村庄焕发新的生机，历史文化

的开发利用也越加引起重视 。 2006年，上岳古村被核定为佛冈县文物保护

单位。 2012年 10月，朴山朱公祠、五龙过脊、锤耳楼民居121号列入广东

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古村先后获取的荣誉有 2006年起分别被评定为广

东省人文历史美最美乡村、广东省古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佛冈县文

化旅游名村、广东名村。

一、地理环境

上岳古村东面与龙山镇浮良村、从化围为邻，南面与龙山镇关前村、

下岳村相连，西面与清远市清城区飞来峡镇接壤，北面与龙山镇清水运

村相邻。古村背靠岳山，面临潜江支流民安河，是省道252线和县道376线

(民龙线)的交会地带。

古村属低丘陵区平原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耕地肥沃， 一年四

季可种作物，以种植水稻、番薯、花生为主。 山坡地较多，土层深厚，以

种植水果为主。

二、村落形成

上岳古村是由北方居民南迁聚居形成的村落，始建于元末明初。南

宋末期，元军攻陷临安，南

宋皇帝赵呈(端宗)逃亡至

珠江口。时任宋大理寺评事

(相当于现代最高法院的大 ‘

法官)朱文焕率兵护驾，被

封为威远大将军，在清远北

江沿岸与元军激战，后在英

德与清远交界的旧横石以身

………~卤可川型W可=Vþ7iF?f啊

I三起琅I运.. 二
.. γ与 飞 JγF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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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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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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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职 。 其子朱继贤将父亲草草安葬后，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期间置买上

下岳田庄，作为隐居之用 。 朱继贤移居广州|后繁衍至六代，六世祖朱子英

为避战乱，借妻儿回上岳居住，因考虑子孙繁衍居住的需要，购置白牛运

一带荒山野岭，统一谋划上岳建屋场，教子读书，农耕生息。

到明朝中期 (1500年前后) ，古村范围基本定型 。 古村建筑规模庞

大，在建筑设计时既考虑村落的统一布局，又考虑各个支系的人集中居

住，因此把古村分为若干个既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单位，叫作"里" 。

从明代中期古村基本定型到清代中期，上岳古村己建成十八个里。 建

成后的十八个里为 : 村心里、万兴里、龙井里、上东山里、下东山里、厚

元里、广厚里、左桥头里、右桥头里、敦厚里、上归仁里、中归仁里、下

归仁里、新前村里、旧前村里、右东山里、迎恩里、厚兴里。 至此，上岳

古村的村落格局己经完善。

三 、 历史沿革

明代，上岳古村属清远县浩江乡，明嘉靖年间至清朝属清远县遣一

乡，民国初期属清远县浩江区仁安乡，民国22年 (1933年〉属清远县第四

区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岳古村属清远县龙山乡， 1953年属清远县第六区

(今龙山镇) 。

1958年 7 月，清远县第六区划归佛冈县辖，曾先后归浩江人民公社、

龙山人民公社、民安人民公社、民安区、民安乡、民安镇下属的上岳大队

(乡、 管理区行政村) 管辖 。 2004年 5 月，随民安镇并入龙山镇辖，上岳

古村隶属龙山镇上岳行政村，延续至今。

四 、 姓氏源流

朱姓始成于西周，以国名为姓(因得姓始祖是曹挟，该支系也被认为

上
岳
古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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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源出于曹姓) 。 周武王封曹挟于和国，建都于料。 他的遗族以国为姓，

称朱ß 氏 。 战国时，楚国灭了和国，和国的贵族四处逃散，为不忘故国，因

此去掉耳旁，改姓朱。

秦汉时期，朱姓己遍布于中原和华东地区 。 魏晋时期，朱姓继续南

迁，但主要繁衍地仍在淮河及长江下游大部分地区 。 唐朝时，朱姓己出现

在广东 。 明朝是朱姓的鼎盛时期，朱姓迅速向全国发展。 居住在闽、粤等

沿海地区的朱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 清朝时，又有人远徙至东南亚及欧

美一些国家和地区 。 上岳古村朱氏族人为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惠的

后裔，两岳始祖朱文焕是朱嘉的第六世孙，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新中国成

立前后，上岳古村不少朱姓族人迁居到香港及其他地区，也有部分迁居到

英、美等发达国家 。

五、民居宗祠

(一) 民居

上岳古村的民居布局特点是建有十八个里 。 每个里均有一个门楼和

一口鱼塘，十八里共有37栋 108座古屋，每座古屋面积为120平方米 。 古屋

排列为 3 座相同、 3 个门楼相隔，互不相通 。 整座古屋建筑风格是青砖

到顶，砖木结构，并建有围墙，山墙顶部弯曲如镀耳，所以称为"锺耳

楼"屋檐刻有花鸟、动物等多种图案。

古村的四面建有东岳楼、南岳楼、西岳楼、北岳楼，担负监督观察和

对付外来匪盗滋扰的任务。 分布在村中各里共有18口鱼塘，除了防火y 养

鱼之外，还起调节气温和排水的作用，达到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

归仁里

上岳古村中的归仁里，分为上归仁里、中归仁里、下归仁里，均写有

匾额"归仁里"其中 3 个"皇帝"字为繁体字，写法各不相同，体现书法

魅力。



归仁里门楼口有 1 1 条

趟拢，后面是一副厚实的木

砌 。

门 。 里内有三至五栋山墙呈

圆拱状高出屋脊及瓦面的屋

宇，纵横巷道为大理石板铺

下归仁里相中上、

通，巷道相通，户户相通，

上归仁旦四通八达，村民聚散快捷，

里内有水井，其建筑设计科学，易守难攻。

中归仁里门额上悬挂一块"武魁"的牌匾 。 据说"武魁"牌匾是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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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举人朱大钧高中武略骑尉时由朝廷颁发的 。 这块牌匾在"文化大革命"

破"四旧"时毁坏 。 里后一排有一座"四美楼"是朴山公 4 个儿子所

建并因四子而得名 。 该楼高

窗，有木梯通往楼上 。 据说

四美楼是供钱庄和村理事之

3 层，墙脚到顶都用麻石板

砌成，墙厚70厘米，有趟拢

式厚重的木门，漏斗型石砌

用

下归仁里紧靠朴山朱公中归千二里

祠，为后来建成的里。 下归仁里的形制布局与上归仁里、中归仁里基本相

2012年，归仁里列入佛冈县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同 。

镀耳楼

键耳楼俗称锅耳楼，是上岳古村最具特色的建筑，遍布古村十八里。

攫耳楼的主体建筑是键耳墙。 镶耳墙也叫鳖背墙，清一色青砖砌的屋宇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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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高于屋顶，上面呈半圆流线型飞

檐滴水，构成起伏有致的天际轮廓

线，形似镀耳。墙檐多为灰底白图

案，部分有立体的灰塑图像。

从高处俯瞰古村，弯拱的攫耳

楼接连不断、错落有致，甚为气派和

壮观。 锤耳楼是清代显赫权贵家族居

所的建筑象征，人们一看便知这里是

官宦住地，间接地起到震慑的作用 。

同时，由于山墙高出屋脊和瓦面，每

座屋又是相对独立的，而且每座屋宇

之间有巷道相隔，可以在火灾发生时

防止"火烧连营 " 。 据建筑学家考 五龙过脊

证，这种锺耳楼的建筑风格多被经济

较发达地区所采用，它起源于明代，盛行于清代，终止于民国初期 。 上岳古村

的攫耳楼屋宇数量之多，为广东省内罕有。

五龙过脊

五龙过脊是上岳古村镇耳楼屋宇的特殊建筑风格 。 其特别之处是:

缓耳楼建筑

在正厅和厨房前一共有 5 个

开间(归头、厨房、天井、

厨房、归头) 。 因其 5 个开

间紧密相连，房、房、厅、

房、房的屋脊相连，故称为

"五龙过脊" 。 五龙过脊总

建筑面积365平方米，高5-7

米。屋内天井用花岗岩石板



条铺地面，其他用青砖或方砖铺地面 。 屋顶盖统一式的天瓦，且分天花

瓦、接水瓦二层，龙船脊，清水墙，建筑构造为穿斗式，是典型广府民居

(锤耳楼)风格。

2012年，上岳五龙过脊列入佛冈县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 二 ) 宗祠

朴山未公祠

朴山朱公祠建于清乾隆

四十六年 0781年) ， 是朱

朴山的 5 个儿子(其中朱美

繁曾赠任清廷武略骑都尉)

为祀奉先人朱朴山而建，是

古村内 6 座祠堂保存最好的
\ 
祠堂之一，己列入广东省第

修缮后的朴山朱公祠

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朴山朱公祠为两进三间两廊一天井布局，建筑面积444平方米 。 祠堂

正门两石柱、屋檐的横梁装饰木雕两边刻有彩凤"福"与"寿"图案，祈

佑幸福康寿。 祠堂内两厢房分别是五挂房和玉书房。五挂房指朱朴山 5 个

儿子共用，玉书房指用于藏书的地方。两边小堂柱刻有槌联，上联为:

自古往来皆名士 : 下联为 :

从今出入无白丁 。 左厢廊墙

上的灰塑壁画，有蝙蝠、绿

树、猴子、雀鸟，寓意为

福、禄、侯、爵，表达人们

的心愿和期盼 。 右厢廊屋檐

下的木雕刻有唐朝李白的两

句诗"名花倾国两相欢，朴山朱公祠檐前木雌

上
岳
古
村
|
|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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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得君王带笑看。"意思是:牡丹与贵妃都如此美丽动人，使君王带着笑

容观看。 祠内还有莲花仙子、双凤朝阳、孔雀开屏、鸳鸯戏水壁画 。 虽然

日久，但是壁画、灰塑仍保持完好，屋檐的木雕精美， 美轮美矢。

朴山朱公祠正门上两侧键耳墙，成半圆流线型飞檐滴水，构成双凤朝

阳，顶梁硬山脊上的一对整鱼陶塑，更显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乡贤朝瑞朱公祠

乡贤朝瑞朱公祠建于清同治年间，建筑占地面积 1120平方米 。 祠堂

是上岳古村朱氏族人为祀奉先人朱朝瑞(朱璧，上岳古村始祖)而建。 祠

堂坐北向南，广三路，中路为两进三间两廊建筑，两边有衬祠，两侧青云

巷。总面阔28 . 42米，中路面阔12.65米，总进深39.4米，高5. 8米 。 属砖

木结构。

该宗祠为乡贤祠，建成时大门阴刻匾额"乡贤朝瑞朱公祠"为族

孙朱润芳所书 。 20世纪70年

代重修时，镜刻门联为:

"上含万丈春光沛国两朝天

子:岳集千层旭日紫阳一代

圣人 。 "此对联由族孙朱吉

兴所撰，为鹤顶格，嵌入

"上岳"村名 。 "沛国两朝

天子"指朱氏沛国堂曾经出乡贤朝且在朱公祠

过朱温(五代后梁朱全忠，称帝后改名晃)、朱元璋两朝皇帝"紫阳一

代圣人"指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朱嘉。 "乡贤祠"是朱璧、

朱琳祖孙两人为朝廷清官，且乐做善事，常为乡民造福，由地方官写成奏

折，上报朝廷，经皇上特许建"乡贤祠"同时在清远旧城南门街建"科

第名贤坊" 。

2012年，乡贤朝瑞朱公祠堂列入佛冈县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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