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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游

广州城一大特点是水网如织、水

涌绵延，一口通商的千年商贸之都也

让广府人视水为财，在取名上颇追求

美意讲究“意头”。例如荔湾区芳村茶

滘街道葵蓬经济联社凤溪村的“凤溪”

一名，就十分鲜明地体现出这一广府

文化底蕴。

凤乃百鸟之王，溪则寓意小桥流水

人家，凤溪取“祥瑞福气，财运亨通”之

意。历史上的凤溪，水网密布，进出要

靠撑小艇，不熟悉地形地势很容易就

“荡失路”。也正是凭借这样的地理特

点，凤溪逐渐成长为“芳村地区革命的

摇篮”之一，是广州市郊第三区农民协

会所在地。

1927 年 12 月 11 日广州起义，带领

南郊农民自卫军、工人赤卫队和南海

县农军会师于凤溪，先攻占石围塘火

车站再进入广州城参加战斗的中共广

东省委常委黄谦和省农会候补执行委

员原基都是凤溪村人，他们带着芳村

地区的百姓成立党组织、建立农民协

会、组织武装队伍，轰轰烈烈开展农民

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凤溪更是凸显自身

的地理优势，在一众革命志士的带领下

发展成抗日秘密根据地。原基和杨润

等人参加了当时在番禺县大石乡组织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半武装群

众组织——抗日俊杰同志社，在凤溪村

成立了分社，发展了几十名社员。

1939 年 12 月，中共广游二支队党

组织派出支队共产党员黄友涯、张日青

到芳村开展工作；1940年春成立了中共

凤溪村党小组，同年11月发展成为党支

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党员印制

和张贴传单，组织农民进行抗税、抗征

兵等斗争，组建地下武装，积极配合广

游二支队与日伪军队作战，输送优秀青

年参加游击队。这些年轻人在军队中

锻炼成长为素质过硬的革命战士，数次

护送游击队离开广州到外地作战，抗战

胜利后，党支部转入地下坚持斗争直至

迎来广州解放……

1993年5月14日，广州市将凤溪村

补划为“抗日战争根据地”；1995 年 12
月，凤溪村被列为“芳村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2004年，一栋三层高的小楼成

了“广州市芳村葵蓬革命老区活动中

心”，这也是广东省内第一个村一级的

革命历史展馆。

2018 年 6 月，这里被授予“新时代

红色文化讲习所”称号；2019年 3月，茶

滘街葵蓬社区启动了老旧社区微改造

行动，将葵蓬凤溪革命老区的周边环

境、绿化、路面、小广场等都进行了整

饰，如今，这里同时也兼具“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和“茶滘街党员教育培训基地”

的身份。

葵蓬革命老区活动中心就在凤溪

村葵蓬公交车总站旁，经过一个小广

场，眼前一栋黄色为主调的三层小楼便

是了，几个小朋友正在打球玩耍，恬淡静

好的岁月即视感扑面而来。

这栋小楼主色调用黄色，大门却选

用了对比鲜明的复古红色，一边墙壁

上生动的浮雕将人瞬间拉回到革命年

代的那种激昂奋进，昔年硝烟铸成今

日和平——这些珍贵历史被“定格”在

楼上的展馆，提前一天预约参观和讲

解，你可以更近距离地走进凤溪，走进

烽火当年。

家门口的红色印记

岭南花乡深处
触摸“芙蓉沙”革命岁月

说起广州芳村，很多人第一反
应是“花鸟鱼虫”，作为“岭南第一花
乡”，芳村确然当得起“花卉之乡”的
名头，鲜花、盆景和观赏鱼号称“芳
村三宝”。

芳村最古老的地名叫“芙蓉
沙”，传南越王赵佗觉得这片“古海”
中几个小岛如“出水芙蓉”般秀美，
遂命名之；从秦汉时期的古海开始，
芳村陆陆续续迎来了中原南迁的百
姓，及至明末清初，芳村这里花果遍
地，日渐发展出繁荣景象，于是将原
来的地名“荒村”改为粤语谐音的

“芳村”（据《广东省今古地名词
典》），寓意从“穷乡僻壤”变为“花开
富贵”之地。

历史经年变迁，芳村值得深度
探访挖掘的地方非常多，大革命时
期广州市郊成立的第一个区一级农
民协会就在芳村谢家祠，历史上芳
村地区的农民运动与革命风潮也同
样如火如荼——走进芳村，触摸“芙
蓉沙”的革命基因，感昔年烽火硝
烟，叹今夕岁月静好。

■新快报记者 陈斌 文/图

这个“海南”跟海南省没有任

何关系，它位于广州荔湾区东漖街

道，历史上曾属广东省南海县范

畴。海南村有个看似毫不起眼的

自然村“棉村”，从花地大道南穿越

过一片片花卉育苗苗圃园艺基地，

就可以来到棉村的“海南香凝街”，

其前方不远处，一棵大榕树下“何

香凝纪念学校”几个金色大字正在

传递着打开棉村历史的“密钥”。

是的，棉村正是中国近代史上

为数不多被尊称为“先生”的女性

之一、“双清楼主”何香凝的故乡，

这名身带无数“标签”的奇女子，是

政治家、革命家，也是诗人、画家，

更是充满传奇的时代女性，在 119
年前就鼓励女子冲破“数千年黑暗

地域，共谋社会之幸福”，鼓励女子

学习新知，关心国家兴亡，“覆巢之

下，薪火之上，宁有幸欤？”铿锵之

声放诸今日依然振聋发聩。

性子刚烈，越挫越勇，是何香

凝的真实写照，夫君廖仲恺遇害

后，她直接挂上“精神不死”的横

幅，说道：“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

殉亦所不惜。”其后创办仲恺农工

学校，连任15年校长。

不论何时，何香凝都从未放下

手中的画笔；说起她的画，没有一

般女性画家的柔美婉转，反借松、

竹、梅的高洁与狮虎图的刚猛表达

出强硬和不妥协，柳亚子曾题曰：

“国魂招得睡狮醒，绝技金闺妙铸

型”，形容的便是何香凝笔力千钧

的猛兽图。

据说何香凝幼时与父亲数次

回到棉村，后来她还以棉村和菊树

（海南村另一自然村）为题拟过一

副对联的上联：“菊树棉村，不饥不

寒常饱暖”，也曾为棉村作过松、

竹、虎三幅国画，现存广州烈士陵

园。

何香凝纪念学校左侧，一幢

“腔调十足”的岭南风格祠堂相当

惹眼，近前细看，竟是“中共赤岗党

支部旧址（郭氏宗祠）”，广州市荔

湾区登记保护的文物单位。

建于清中叶的郭氏族人宗祠，

在解放战争时期充当了革命根据

地，中共党组织派人到赤岗小学以

教师身份从事秘密工作并组成党

小组，后成立党支部，赤岗小学成

为中共南（海）三（水）花县工作委

员会的据点，宣传党和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政策，领导当地群众散发传

单，调查当地土匪恶霸的活动情

况、监视其动向等，为迎接广州解

放、为人民军队顺利进入芳村作出

了贡献——“芙蓉沙”骨子里的“红

色”基因从未缺席。

海南棉村
被尊称“先生”的何香凝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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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蓬革命老区活动中心门前广场上正玩

耍的孩童。

▲▶午后的何香凝纪念学校校园。

▲棉村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