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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化龙的历史源远流长，风华物茂，人杰地灵。在这片富饶

的土地上，我们的扭先前赴后继，为建设这个地区洒汗奋斗，

，出现过不少爱国志士、学者乡贤、杏林圣手、丹青巨擘以及

能工巧匠，聚居在这里的十三个行政村域，人民爱乡爱国，

相邻团结和睦，互助友爱，勇敢勤劳；十三个行政村域，在

各个历史时期中都得风气之先；村民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为社

会进步而竭力，使化龙有如镶嵌在珠江两岸边上的一颗灿烂

明珠。． 。： 。㈠
一

k

·’：
由于认真贯彻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化龙

， 镇在短短的九年中起了很大变化，生产持续上升，人民安居

敬业。’在物质文明有了初步改善的同时，萌发起发掘乡土宝

贵文化遗产，弘扬我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之念。我们得到番?

。禺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的同仁的大力支持，搜集了有

关我镇的部份风物资料；编篡成《化龙风物志》一书，冀望

通过这本小册子，能粗略反映我镇从古到今的一些民俗风

情，。激发我镇人民和海内外同胞更加热爱乡土，热爱中华，

砥砺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
。

．

。。

在编撰这本小册子的过程中，我们得到本镇同乡——广

州市副市长刘念祖同志在百忙中为这本书名题字，使这本书

增色不少。于此，表示万分谢意。，
’

’

⋯

一谨以此书献给我镇的国内外同乡，互勉互励，共同为我

镇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新的贡献。
’一

’

． 《化龙风物志》编委会
_。．“． ．，t ‘．，|．．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

l



一． 化 龙镇 况

√。． ‘‘
4+

化龙镇，位于番禺东北部，北靠羊城，倚珠江水道与黄

埔新港隔江相望，上溯新造，下临蓬花山港(该港设有海关

和集装箱码头，货客运直接与香港通航，相距64湮，两小

时可达)，，沿狮子洋南出虎门珠江口，东岸乃东莞太平，南

岸为南沙，，黄阁，是兴建中的广深，广珠高速公路及105国

道在番禺的交汇点贯穿全县。陆上，公路贯通全镇，南行

公里抵莲花山镇，是“岭南一秀力之莲花山旅游区所在I西

经石楼、石基到县城市桥，共19公里，由市桥东北行经南

’村，新造，复可回环至化龙，亦为19公里此环状公路环绕了

半个大箍围。水陆交通四通八达。镇属总面积48平方公里，

-7．耕地面积3万7千多亩，入口2万8千，昔日之细墟，今“

?已拓展为繁荣市镇，被批准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卫星
’

镇，并享受优惠待遇。所辖十三村(即原十三乡)，又是农

“。业商品生产基地。 、 ： ． ．

． 化龙镇历来是邑中鱼米之乡，又是抵御外侮的前哨，农

民起义活动据点。其间，沙路炮台与长淝，鱼珠、牛山，屏岗‘

东山五所炮台，互为犄角，扼广州门户而成屏蟑，白沙湖乃 ．

明初抗倭古战场，烟管岗，有元末义兵所筑之烽火台，复为
’

红巾军在此高举义旗胜地，莘汀村与新造思贤村，同属民族’；一

， 诗人屈大均沙亭故乡，南园后五子李时行隶籍于茭塘，明经
j． 是岭南画派大师陈树人梓里，岗尾十八乡南海王洪圣庙，素

：

有搿小菠萝黟之称，可谓人文荟萃之地，有悠久的文化传统’ 。

。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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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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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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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众多文物古迹。2

新中国成立后，化龙面貌发生了深刻变『艺，尤其近九年

来，改革和开放的政策，象春风吹遍禺山大地，化龙同步跨

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黄金时代，展现了腾飞态势。

1987年全镇工农业生产总值8，000万元，1：匕1978年的970

万元增长七倍多。其中工业总产值(包括乡村企业)5，100万

元，比1978年的334万元增长14倍多，其中农业产值2，900万

元，比1978年的636万元增长3倍半。 ，

目前全镇出现工农业齐发展，镇村企业同起飞，商品经

济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农业方面，水稻，甘蔗两宗主要作物，经调整生产布局

后，总产量仍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香蕉，橙等水果经济作

、物发展到三千多亩。近年狠抓农田基建，筑起七沙、四沙，

沙路联围水闸，开挖六公里排灌运河，使八成以上的围田解

除洪涝和控制了成潮为害，使农业生产持续上升。

工业方面，化龙镇成立了工业总公司，拥有十多个厂

场，服装、手袋、家用电器、橡胶行业，先后引进了国内外

先进生产设备4，000多台(套)，厂房面积扩展到50，000多

平方米，固定资产从48万元增至1，500多万元，职工达3，000

多人。‘总公司积极发展横向联合，与科研单位和大厂联合发

展新产品，培训技术人员，提高质量，在外商和国内商贸中

树立良好信誉，发挥优势，拓展业务，带动了村办企业四十

～间，为大展鸿图奠下美好前景。
。 随着综合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全镇劳动力转移到综合经营的，占50％以上，农村专业户和

新经济联合体不断发展，群众生活日益改善，1987年农业入

口年平均收入接近l，000元，比1978年的149元，增加5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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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私人存款平均每人达l，000多元。昔月住泥房、茅譬。和

靠三忧"(忧柴忧米忧水)的时代过去了，代之以砖瓦楼

房，丰衣足食，逐步向靠小康”迈前。。

化龙是番禺侨乡之一，旅居海外华侨，港澳乡亲达一万

四千多人。他们目睹祖国和家乡的巨大变化，激发了高度的

爱国爱乡热情，几年来，为家乡建设捐赠了800多万港元，

引进工厂设备1800多万港元，作出了赤诚的贡献。特别是李

浩安，吕潮、潘坤、刘广坤、李思敬、黄铿、何烈枢、李唐

勋、许胜溪、周日如，李财、许爵钊、刘成等诸位先生，为

协同镇内重新扩建化龙中学，不但带头捐资，还四出联络乡

亲，广为发动，使巍巍化龙中学屹立于花山脚下。许多乡亲

和同乡会捐资新建或重修乡村小学、修桥筑路，整治村容，

兴办托儿所．值得称许的，不少老姑婆、小商贩、打工仔，

以“我是化龙人”为自豪，野跃解囊，共褒义举。现全镇共

有小学十二间，初级中学一间，幼儿园18间，可容纳学生四

千人，普及了小学教育。有线广播通达各村，五千多农户装

上广播喇叭。文化教育日益发展。：
“

c

‘‘化龙镇所在的市政建设El新月异，墟镇范围扩大数倍，

水泥马路代替三板石街，沿路簇簇新楼，商店企业厂房，

鳞次栉比，宽敞整洁的农贸市场，菜绿鱼肥，猪鸡鹅鸭满

市，热闹得日日如墟。全镇工农商贸一片繁荣兴旺。

祖国春风浩荡，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化龙将以新的风

采，展现在番邑璀灿画图中。勇搏鲲鹏志；勤针织绣锦，为

创建乡关大业，化龙人民发挥先民勤劳勇敢的传统美德，上

下一致，内外同心，意气风发地沿着振兴中华的大道不断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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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龙镇行政区域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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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龙镇行政区域的历史变迁

明末清初，番禺县的辖境，分为鹿步司(禺东)，慕德里

司(禺北)、茭塘司(禺南)、沙湾司(禺南)和捕属地区

(即广州城内东部)。化龙镇历来归茭塘司属。现仅从《番

禺县志》(乾隆版)及《番禺县续志》(宣统版)摘其归属

变迁情况。
一

· 一，茭塘巡检司的都堡图村

《番禺县志》(康熙廿五年‘1686’版)载：

茭塘巡检司在县南迳口市，明末倾圯，寄居民祠。原额

弓兵甘三名。 ．

々

，

茭璃巡检司当时的建制，分为“都胗、“堡黟，“图"

拓村"四级。设～都，廿一堡，三十四图，四个客图，一百

七十四村。

茭塘都属下的廿一堡：
’

4

’

’新造堡、化龙堡，明经堡、潭山堡、大蛉堡、圣堂堡、

市头堡、大山堡，员冈堡、大石堡、穗石堡、禽头堡、黄涌

堡、沥活堡、大塘堡、东溜堡、东朗堡，鹭江堡，策头堡，

瑶头堡、河南堡。
4

=，《番禺县续志》(宣统三年‘1911年’版)载：

茭塘司所属各社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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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社(社址在东涪)，南洲社(社址河南)、维安社 ，

(社址泥塘)，彬社(社址官山)，显社(社址塘埔)，．深

水社(社址思贤)，东山社(社址南村)0(注：冈尾社可

能是后来增设。现将深水社及冈尾社所属各乡列下，其他各

社从略)。。 ，

。 。”
．-．。

．：

· ·

， 。、‘： +： ．

：，．， ：。
·， ，，

。． 一

三、深水社、冈尾社所属各乡
’

●

’深水社所属各乡t， 。

。
·

沙路(古名沙亭)，东溪(又名东边头)，涌口(附莘 ．

汀)，柏堂(又名白堂下)，莘沙(又名莘汀)，北村(又

名牛轭地)，严村(又名严坑，即思贤)，大街，隔山(又 ·

名水门)，新旧沙园(又名桃园)，新造(原名礼园)，自

文边(即北正里)，自贤塘(又名白莲塘)，曾边(又名锦·

溪)，冈心(又名犁头冈)，隔村(附新造)，旧庄(附新造)

冈尾社所属各乡。

草堂(又名簸堂)，仙岭(又名尖岭)，明经(左右里)，

乌石岗，潭山，西村(又名西山)，’苏坑(又名眉山)，山

门(又名石门)，岳溪(又名溪头．)，凌边(又名凌山，灵

山)，官桥，下山门(又名胜门)，大蛉，石楼(又名石狮

头)，赤冈(又名赤山)，方头(附草塘)，应塘(附岳溪，

又名圣堂)，田步头(附大岭)，新庄(附潭山西村)。 !-

另外，独洲(胜洲)，茭瞎，荔枝岗(龙活)均属散 。t

乡，不列深水、冈尾两社。当时茭塘司共有十三个散乡。 l

四，沙茭两司办团练的局 ·，

《番禺县志》(同治版)载有。咸丰六年(1856年)设

沙湾，茭塘两司总局，由在籍绅士何若瑶主持一切，挑选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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