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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头风物志》序
莫浩棠

1984年初冬的～天，莫树材同志告诉我，他准备写一

本关于桥头的书，约10万字，书名就叫做《桥头风物志》，

并把写作计划给我看。我对他的想法十分赞赏，并要给他创

作假。他说他是业余作者，应坚持业余创作。莫树材同志终

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把这本书写成了。 、t

．。

1987年初，莫树材同志把一本厚厚的书稿送给我，要

我帮他修改润色，并给写一篇“序”。这样，我便成了《桥头

风物志》的第一个读者。后来，作者不断增删、修改，使

《桥头风物志》内容更充实，终于成书出版。 。

《桥头风物志》分六大部分：历史沿革、掌故传说、风

俗民情、名胜古迹、风味特产、革命故事。六十多篇文章，

篇篇都很注重文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可读件是颇高的。

我出生在桥头，工作在桥头，读完《桥头风物志》才知道桥

头有这么多有趣的人和事。据古碑《建立义和墟厅房记》记

载，桥头墟过去叫“义和墟”，建于清朝康熙六十年(公元

1721年)，至今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至于桥头地区何时

有人类活动，却可追溯到远占时代。从东岸村发现贝丘遗址

的情况推算，早在四千多年前人类已在桥头这个地方繁衍生

息。从一些村的族谱、家谱和村史中看出，桥头有文字记载

也有一千多年了。《桥头风物志》撷取了桥头历史长河中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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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浪花，使人们对桥头的过去有一鳞半爪的认识，也给桥头

的后人在研究桥头的历史时提供了参考资料。从这个意义上

说，《桥头风物志》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没有对家乡真挚深

厚的感情，是很难写出像《桥头风物志》这样的书来的。同

样道理，没有爱国爱乡的热情，也难以谱写桥头历史的新篇

章。改革开放十年，桥头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趋利去

弊，扬长避短，艰苦奋斗，振兴桥头，使桥头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甩掉了“东莞西伯利亚”的帽子，被外界誉为。东

江边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当前我们正在开展“爱我中华、爱

我桥头”教育，《桥头风物志》无疑是一本很实用的乡土教

材。

奠树材同志是我镇业余作者，他为桥头人民做了一件好

事。我希望我镇的业余作者，都拿起笔来，写桥头光辉灿烂

的过去，龙腾虎跃的今天和前程似锦的明天，让更多的好作

品问世，让更多写桥头的书出版。

——，'一

写于一九九0年十月一日

(本文作者：桥头镇党委书记)



沉甸甸的感情

——为树材的《桥头风物志》而作

李逸江

沉甸甸的书稿，沉甸甸的感情。

挚友树材嘱我为他的《桥头风物志》作文，我迟疑了好

一段时间。一本沉甸甸的书稿，满溢着沉甸甸的感情。不是

找不到下笔的闪光点，而是这样的闪光点实在太多，而至于

异彩纷呈，目不暇给，一时竟不知从何下笔．

我和树材认识，已经二十七年了。1963年冬天，我们

相遇在县文化馆的小阁楼上。县业余作者会议尚未开始，大

家一时不认识，各自低头翻阅杂志。事后我们聊起来，他说

我穿着呢大衣，戴鸭舌帽，疑心我是一位哪里来的。作家”。

而我看他矜持稳重，目光闪铄，颇像一位。诗人”。而原来，

大家彼此彼此，不过是两只刚刚学飞的雏鸟而已。于是捧腹

大笑起来。我们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我们惊异

地发现，我们之间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出身农村，

又都参加过国家的工业建设，差不多同时因单位下马而返回

家乡，同登讲坛，操粉笔生涯。我们都酷爱写作，都曾发表

过一些东西⋯⋯此后，命运之神又把我们安排在一条。战壕”

里，都当了文化站长，写演唱材料，带领文艺宣传队下乡演

出，甚至粉墨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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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年的交往，我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树材

那质朴，纯真、率直的性格，给我印象极深。他风风雨雨，

几十个春秋，笔耕不辍，先后在县、地、省级的报刊发表过

大蕈作品，这一点尤其令我叹服。而今天，这么厚重的一叠

书稿放在我面前，我该说什么呢7
．

我要说，树材是一个家乡之情异常深厚的人。这么丰富

的材料，这么厚实的书稿，他写得那么认真，那么执著，为

谁?我想恐怕是为了桥头镇的父老乡亲，为了刚刚出世和尚

未出世的桥头后代吧?他生在桥头。桥头的水把他哺育长

大，他便要为自己的故乡奉献一份厚重的感情。谁能说这份

感情不是灼人的、沉甸甸的呢! ’

树材是幸运的，他有一位关心他、支持他业余创作的好

领导。据我所知，《桥头风物志》从策划、调查、采访、写

作到成书出版，都得到镇委书记莫浩棠同志的支持，一路为

他开绿灯，还为他写序。奠浩棠同志不仅支持树材搞文学创

作，还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使他无后顾之忧。我真羡

慕树材有这么好的卜司。莫浩棠同：基也是个重感情的人，他

把全部热情和智慧倾注在振兴桥头，建设桥头的伟大事业之

·冲，使桥头甩掉了。东莞西伯利亚”的帽子，成为“东江边上

一颗璀璨的明珠”。我认识莫浩棠同志，他的为人和品格我

是十分敬佩的。桥头镇的群众业余文学创作繁荣兴旺，作者

层出不穷，主要在于镇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而树材业余写作

几十年并有所成就，也完全在j二有像莫浩棠同志哪样的良

师益友，才使他文思不竭，笔耕不辍，大有作为。

沉甸甸的书稿，沉甸甸的感情。

这本书，从历史沿革，掌故传说，到风俗民情，名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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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到风味特产、革命故事，真可谓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一般的桥头人，也不一定知道桥头有这么多、这么有趣的人

和事uE?更不消说桥头以外的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想了

解桥头，这本书是非读不可的。我知道桥头人家乡观念很

重，热爱家乡之情常常溢于言表。如果不了解自己的家乡，

又哪里谈得上热爱自已的家乡呢?

桥头墟建于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至今已有二百

六十九年。二百六十九年来，大概还没有人这样详尽地、全

面地写过桥头。树材是第一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二百六

十九年也只是“弹指一挥间”．桥头将会向前发展，不断地更

新自己的形象，而生活也将发生更多姿、更绚烂的变化。再

过二百六十九年(自然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数字)，会不会有

人再写另一本《桥头风物志》呢?我想会有的。因为，充溢

在这本书中的沉甸甸的热爱家乡的感情一定会发扬光大的。

写于一九九0年十月

(本文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会员，《东莞市报》

文艺部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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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墟沿革

桥头墟地处全镇中心，面临石马河，背靠鸡心岭，水秀

山青，人杰地灵，墟内街道纵横，店铺鳞次栉比。每逢三、

六、九墟日，四乡村民，三县商旅，云集桥头，大街小巷熙

熙攘攘，店铺摊档生意兴隆，桥头墟成为全区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工展鸿图，农甘陇亩，仕乐缥湘，商操胜券，好一派

繁华景象。 ·

然而，三百年前，这里却是满目荒凉，茅林草密，僻径

少行人，荒岭多兽迹。当时，李屋乡有一小墟，是四乡村民

集散之地，因在土桥东头(古时称李屋邓屋合称土桥)，故

称桥头。墟上仅一条直街，宽仅一丈盈，长不及十丈，远远

不能满足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四处乡邻，早就有开

新墟之意，无奈缺乏地皮，且又无人牵头，开墟之想一时难

以实现。 ．

康熙年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大大助于新墟的建

立。康熙六十年间(1721年)，大史陈澎霞，见此地地少人

稠，而采买货物十分艰难，为此，他与子姓亲友商量，主张

出资建立墟场，招集客商贸易。当时钟、罗两姓，有土名大

岭(gg今鸡心岭)处有坡地，荒弃已久，苦为粮累，陈向其

承受开荒设墟。钟罗两姓人家十分赞成，让出荒地建墟。于

是，陈岸霞大史集同附近子姓九房耆老陈俊君，陈旭珍以及

附近十八约衿耆莫锡麻，罗昂斌、莫锡荣，罗有贞、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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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冯端长、莫德尚、赖琼客等，议作六股，集资立墟建

铺。《建立义和墟厅房记》碑文记述建墟时盛况，。将其地高

者平之，低者培之，挑沙运泥，椿砌砖石，讼争延累，积月

经年，工料等费几至三千金。。为纪念钟罗两姓让地之义举和

九房十八约乡民团结和睦建墟之情，把墟取名为。义和墟”。

其范围是现今的广晋街中段，两边建有墟门，上书。义和

墟”．墟成后，。钟罗两姓得无粮累，买卖日以兴隆，客商居

人。均受其益。’随后，义和墟地盘日渐扩大，除了原来的正

街外，又在墟门之外扩建了广晋街、鱼尾街、布街、糖街、

塘边街、沙边街、鹅仔街、谷行头、猪仔行等，并日趋繁

荣。原在李屋的桥头墟冷落萧条，店铺门可罗雀，墟日溃不

成墟，来往客商尽往义和，桥头墟变得有名无实，从此一蹶

不振。民国十六年(1927年)，李姓为了与义和墟竞争，便

又在红木岭下招股开墟，上洞、铁岗等财东纷纷人股，各姓

合力齐心，劈岭填河，筑街建铺。社会的进步使新墟的格局

焕然一新，街道较宽(不像义和墟的街道，挑柴草的人横着

换肩，茅枪便捣着两旁的铺板)，一式骑楼庄，骑楼下面摆

摊，居旅行人，免去日晒雨淋之苦，加上开设米机油榨，使

新墟竞争力大增，为了别于两墟，故称市，取名。东桥市”。

这样，在不到两公里的范围内，便有两墟一市，可见当

时之繁荣兴旺。后来，桥头墟被义和墟取代，义和墟改称桥

头，一直沿用至今。如今，桥头墟、东桥市已连成一片，成

为三县交界处一座闻名的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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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水口的由来

石水口村是全镇最大的一条自然村。关于石水口地名的

由来有好几种传说，你想知道吗?

传说石水口的先民是从南雄珠矶巷迁徙来的。八百多年

煎石水口这个地方是一片荒芜的湖滩，水草茂美，鱼虾丰

冒，一对放鸭的夫妻搭草棚住在湖滩的高墩上。一个风雨天

由傍晚，一个“风水”先生冒雨前来要求借宿。放鸭佬见他衣

肜槛褛，面黄肌瘦，甚表同情，忙留他住宿，并剀了一只跛

f鸭给他吃。。风水”先生十分感动，替他观测了地形，说这个

地方。风水”好，将来必定大兴大发，说完风水先生倏然消

失。放鸭夫妻知道那是仙人指点，从此安居，生儿育女，几

百年过去了，这儿繁衍成几千人的大村落。为了纪念祖先，

石水口人把当年放鸭夫妻居住的地方建立“香火堂”，祝愿香

火旺盛，-子孙繁衍。由于石水口前面是三支溪水汇合的地

方，故称。石溪”，又叫石水口。

至于名字的由来，也有另一说法。石水口人从水口乡

(大朗)分支而来，与岭下祖先为亲兄弟，当时岭吓村名为

。乌石岭”(因村子在乌石岭下而得名)，石水口的名字可能

取乌石岭的“石”。水日乡的“水”，加上三溪汇合口，合称为

。石水口”。过去石水口是九姓十三乡聚居，现在还有一户人

家姓。赖”的呢，有人说这户人家的姓好，其他几个姓的人都

迁走了．他们还。赖”在那儿不走．当然，这只是传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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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水口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石水口村是莫家拳盛行

的地方，福建少林寺清代被烧后，一少林高僧流落潼潮，把

功夫(莫家拳)传到石水口，从此，莫家拳(广东五犬南拳

——洪、刘、蔡、莫、李)在石水口发扬光大，一商流传

至今。历史上石水12I出过许多武举、武进士，最有名的晤蓝

翎进士莫雄谋(字洛臣，光绪二年丙子科进士)，他武的之

高超，武德之高尚，至今还为石水口人为之津津乐道。

石水IZl村还是个革命老区，1944年就建立了第一吲党

支部，很多人早年参加革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前东

莞县委书记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莫淦钦是石水口人，至今悟

水I：1村有不少干部在省、地、市里工作。石溪小学为中国驻

命和建设培养了不少人才，很多从石溪小学毕业的学生如冬

成了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他们至今还没忘记小学老师的教

育和培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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