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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故居。

古村雍陌，因人而名。史书有

载，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始建于北

宋年间，因郑姓先祖郑子纲（字秉常，

号雍陌）为人孝悌、行善积德，乡人以

其号命村名为“雍陌”，并将先贤敢思

敢为、分惠穷亲的雍陌精神薪火相

传。南粤初冬，风和日暖，从时光长

河中淘洗而出的古屋、古祠、古树恍

如年长智者，以深情凝眸共生在雍陌

的悠悠古韵与朗朗新风中。 情景交融绘古今

古

村

新

风

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

寻常巷陌，雍容有度
观应故里，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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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润乡愁的雍陌，亦在召唤在三乡

镇做酒店管理的郑东强。“现在的乡村

机会太多了，尤其是随着乡旅和文旅的

发展，开民宿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风口。”

他提着一串钥匙带新快报记者参观由

自己管理的两处民宿，这里每一间将古

风和现代集于一体的客房，开业 4个多

月来，每逢周末假期，几乎日日爆满。

“我儿子也学酒店管理，现在广州实习，

他跟我说学成也想回来振兴家乡。”郑

东强笑着预测，“等儿子回来，生意肯定

会更好！”

慧眼识珠的外乡人也与雍陌村“一

眼定情”。“真是物我两悦，那种感觉很

难形容，就是喜欢雍陌，而且知道在这

里做事业能获得想要的结果。”祖籍潮

汕的陈晓强如今定居雍陌，帅气的他酷

爱户外运动，尤其骑行。而与雍陌的缘

分，也是一次长途的偶遇，“我喜欢文

创，长途骑行遇见雍陌，这个古村的韵

味就让我挪不开眼睛。”

9月 25日，在“亮记冬瓜酥”开业四

天后，陈晓强的“希望咖啡”开店迎客。

“我的咖啡店不仅面对雍陌乡亲，还迎

接游客，接待骑行的珠海骑友。”陈晓强

更喜欢手冲咖啡，他乐于为远道而来的

珠海骑行者准备一杯香喷喷的咖啡，在

由雍陌华侨给予的特色楼宇下，体会糅

合着中西合璧的环境和滋味。

“来过两次了，雍陌有历史底蕴，

有时代精神，真的好棒！”将坐骑固定

在陈晓强专门为骑友准备的车架上，

李先生端起清咖，深嗅，畅饮。陈晓强

的希望，不仅是“希望咖啡”，“我想有

更多文化艺术元素融入雍陌，比如演

出、展览，古村与新风同步，现在是最

好的机会。”

百米之遥，同样被雍陌吸引的郑女

士在退休后选择来到古村开办公益书

房。“在这么美好的环境，闻着书香做有

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最好的幸福和获

得。”她告诉记者，雍陌的祠堂令她宁

静，前来读书和借书的乡亲让她欣慰，

“我愿意做图书管理员，因为我相信，雍

陌的明天会更好。”

雍陌，自古便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

最前沿，亦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与维

新思想家、近代商战思想第一人郑观应

的故里，他所著《盛世危言》，更被称为

一个全面系统西学东渐的纲领，影响了

无数仁人志士。纵观雍陌村史，这里还

走出了民国著名法学家、外交家郑天

锡，一代画坛大师、杰出的美术家和教

育家郑锦，文化界前辈郑景康等引领时

代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是香山先民中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群体之一。

为迎接郑观应诞辰 180周年，三乡

镇对郑观应故居周边景观进行改造提

升，以“修旧还真”“与古为新”为核心理

念，设计打造了全新园林式公共空间

——偫鹤园。占地 8110平方米的园区

采用了传统岭南庭园范式进行建设，真

实还原历史信息的同时又兼容古今、与

时俱进。

“偫鹤园”之名起自郑观应晚年自

号“罗浮偫鹤山人”，以雍陌下街为分界

线，分为积厚园、纪念园两个园区。“工

程还未收尾，游客已络绎不绝。”三乡镇

雍陌村党委委员刘淑惠告诉记者，积厚

堂，又叫晓溪郑公祠，建于晚清，有着传

统岭南祠堂“三厢三进”的特色，曾是雍

陌祠堂群中最大的祠堂，后拆除改建为

雍陌小学和幼儿园，承载着很多雍陌人

的童年记忆。此次修复，不仅重现祠堂

风采，更保留了部分雍陌小学旧校区的

课室内墙及走廊，将几代人的集体回忆

嵌入其中，从校舍宣传画展示墙走过，

耳边似乎环绕铃声、书声、笑声、号声。

“三乡是著名侨乡，雍陌村也素有

崇文重教的传统，”刘淑惠说，几十年

来，众多三乡侨胞持续捐资助学修建和

维护雍陌小学，“偫鹤园”设计团队也将

13块见证历史的捐建碑置于景点，展示

侨乡文化。

在郑观应故居前有一棵伫立百余

年的古树，根须盘结而枝繁叶茂，似忠

诚护卫，默默守护庭院。树旁一汪碧绿

池水，白云、蓝天、绿树和故居投映于粼

粼水面，情景交汇，古今相融，俨然一幅

绝美画卷。

岁月倥偬，流年如金。古村雍陌在

时光中留存了“物”，也沉淀着“技”。

雍陌有一条属于岐澳古道南干道

路段的北街，原为石板大街，贯穿村东

西两头，长 1000多米。始建于宋代，清

同治八年（1869年）由乡人郑启华（郑观

应之父）及其夫人捐资重修，光绪三十

年（1904年）乡人刻石纪念，现两块石碑

分别立在雍陌村上街东西两端。其中

《重修石街碑志》记录郑观应于清光绪

三十年托其父母名，多次捐资修建年久

失修的雍陌上街的举措。乐善好施的

乡风仍在，但因石板街负荷日益增多，

出现地基下沉、沟渠淤塞等现象，2001

年已被改造为长850米的水泥路面。

亮记冬瓜酥开在北街，虽然店面不

大，营业时间尚不满两月，但招牌冬瓜

酥和老婆饼、鸡仔饼、核桃酥因其美味，

其拥趸已遍及三乡。“外送单居多，周末

或节假日门店的销量会飙升。”即将三

十而立的小郑，7月之前还在广州黄埔

打工，勤奋上进，颇有前程。其父亲老

郑独有的冬瓜酥制作手艺，和面调馅30
多年，“老爸以前在家里做，也只能在村

里卖。”如今他终于在乡村振兴的浪潮

中圆了“开店”的梦，于是小郑被老爸喊

来做帮手，“我是雍陌人，但凡有机会，

肯定想回来，帮自己也是帮雍陌。”他麻

溜地夹起烤盘里刚出炉的糕点朗声道，

老爸在村干部的支持下装修了店面，父

子俩的创业梦在家乡得偿。

今年 9月 21日，小郑图文并茂地记

录了新店开张的喜悦。父子俩同握一

刃切开寓意开枝散叶、吉祥如意的金

猪，同声祝福“开张大吉，生意兴隆，红

红火火，财源滚滚！”

小郑熟谙互联网，通过线上推广，

店铺的生意很快进入“订单”模式。“卖

到下午三四点就收，每天千元以上的收

入，很满足！”老郑揉好皮包好馅料，面

对镜头不无得意，“不想太累，我们也要

享受生活。”

乡愁牵绊赤子情

物我相悦谋振兴

■读者在香山书房里看书。

■雍陌村积厚堂。

■“希望咖啡”想为雍陌带来更多

文化艺术元素的融合。

■亮记冬瓜

酥的创办人

老郑正在制

作冬瓜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