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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

祠堂弄里飘书香 古村新年焕新姿

粤剧名伶唱大戏 村民齐贺北帝诞
踩着石板路，从黄埔村牌坊向里走

250 米，便是黄埔村的标志性建筑——

北帝庙。黄埔村北帝庙又称玉虚宫，始

建于北宋年间，坐落于村内最高点小山

岗上，清代以来经历多次重修，由主体建

筑偏殿、广场、风水林组成。几百年来，

这里仍然香火兴盛，保持着昔日古朴、庄

重的风貌。

“北帝庙供奉了三座神像保佑全村

平安，大年初一的零点都会有人来抢上

头炷香，之后我们就会派斋饭给大家

吃。”冯家驳是土生土长的黄埔村人，也

是村里颇有威望的老乡贤之一。他告诉

记者，北帝庙在黄埔村人心目中有着十

分崇高的地位，因此村民自发组织成立

了“北帝庙民主管理小组”，专门负责北

帝庙日常大小事务，每天都会安排专门

的村民负责开关门和打扫卫生。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黄埔村会举办

隆重的北帝诞，上匾、舞龙、唱大戏、吃太

公饭。经过岁月的演变，北帝诞已经不

仅是敬贺神的诞日，还是村内各族人共

聚一堂的庙会。“上匾是指从41岁开始，

年龄是1结尾的村中成年男子聚在一起

过生日，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牌匾上，挂在

庙内。”冯家驳介绍道，此举有与北帝“同

日生”和福寿延绵的寓意，也寄托着祝寿

和祈福的美好愿景。

唱大戏更是热闹非凡。在过去，从

三月初一开始，村民们就会开始搭棚唱
大戏，唱足三晚四日。在这期间，锣鼓喧
天，笛声悠扬，从四面八方来的船停泊在
北帝庙前的埠头，不少村民都邀上亲朋
好友来趁“北帝诞”。当时，黄埔村邀请
来唱戏的都是如雷贯耳的粤剧名伶：廖
侠怀、红线女、马师曾……冯家驳说：“有
的人来这里唱了大戏回去就爆红，所以

到后面都是争着来唱。”

活化祠堂文化 文物祠堂变小书院
走在黄埔村，毫不夸张地说，每走两

步就能看到一个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大多数都是宗族祠堂。根据统计，
黄埔村现存祠堂 15座，包括罗氏宗祠、
云隐冯公祠、宣义冯公祠、化隆冯公祠、

主山冯公祠等；现存家塾6座，为端生家

塾、左垣家塾、翘轩家塾、容川公家塾、东

阳公家塾、希素家塾；此外还有 21座祠

堂已损坏。在村域面积 2.5平方千米的

黄埔村，祠堂的分布密度可想而知。

出于历史和人文的种种原因，部分

祠堂和家塾已经不再具备最初的使用属

性，渐渐被遗忘和荒废。10 年前，黄埔

村各姓氏宗族作出决定：除保持自家祭

祀公用祠堂，将一些空置祠堂租借与文

化、教育、展览机构和企业进行活化使

用。冯家驳告诉记者，村民对这一决定

都很支持，“租金是宗族的集体收入，我

们只租借给用于文化用途的机构，他们

在改造时都需要报批，也会有人定期巡

查，所以不担心祠堂会被破坏。”

莫先生算是饮到“头啖汤”的人，租

下有过百年历史的翘轩家塾开设了自己

的设计公司。“我的公司设在这里八九年

了，最开始租来的时候，整个祠堂就是一

个废墟。”莫先生说，“我本身做设计这

行，对这些老建筑很有感情和感觉。”莫

先生在改造时费了心思，尽可能地保留

原有的外形和格局，让老建筑在活化的

同时保持古色古香的韵味。

主山冯公祠位于黄埔村逢源居 9
号，建于清代，于 2002 年被列入广州市

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主山冯公祠被租

借后摇身一变成为书院。书院的罗老师

向记者介绍，书院去年落成，主要用于举

办慈善性质的讲座沙龙。“这里会定期邀

请外面的老师，主题是关于国学和中医

养生保健，听课是免费的，愿意来学习的

都可以参加。”

来黄埔村旅游 不止有黄埔古港
“之前由于疫情影响，北帝诞、祠堂

文化节、龙舟文化节等活动都停摆，预计

2023年会重新启动，相信能更好地发扬

黄埔村的人文历史文化。”广州黄埔古村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晓东向记者

介绍，许多游客一到黄埔村就直奔黄埔

古港，但更多的历史建筑和名人故居集

中在黄埔村，游客无法分流，无形中影响

了黄埔村其他旅游资源的开发。“黄埔村

有1600多年的历史，从古至今诞生了冯

肇宪、梁诚等诸多历史名人，我们要包装

好人文历史，再配合黄埔村的传统习俗

去把节日活动做起来。”她说。

同时，由于开发时间早，黄埔村的旅

游配套资源尚有欠缺。为了更好地打造

古村古港旅游，黄埔村在环境提升和设

施配套方面也作出了规划。“2022年，我

们在南社区进行环境品质提升改造工

程，新建了8个口袋公园，居民的反响都

不错，也是为了打造3A旅游线路。”黄埔

村党支部书记郭耀辉表示，“我们向政府

申请了专项贷款，接下来会在全村范围

内进行大环境整改，包括道路、交通、景

观建设等等。”

要保留传统，也要创新。除了活化

本村历史资源，黄埔村也将目光瞄向新

兴文化产业。在黄埔村的南社区，有一

片占地 2.3万平方米的旧厂房建设用地

将被改造成南广场，成为古村古港旅游

的前置客厅，预计会有一个羊城博物馆，

配备停车场、公交车站和博物馆客服中

心等。“我们还准备引进文旅企业，既要

发展文化产业，又要建设古村旅游配套，

目标是打造具有海洋贸易文化的古村。”

郭耀辉说。

提起黄埔村，或许大家尚有些陌生，但一说到黄埔古港，很多人都听过。虽名“黄埔”，但黄埔村不在黄
埔区，最早也并不叫黄埔村。黄埔村原本名为“凤浦”，据说清代的时候这里停靠了许多外国商船，外国人
发音不准，经常把“凤浦”说成“黄埔”，久而久之，原来的“凤浦”村变成了“黄埔”村。

百年前，黄埔村中船舶穿梭，商贸繁荣，是海舶所集之地；百年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不再，
但无处不在的历史痕迹依旧时刻诉说着那段辉煌岁月，村民们还保留着诸多传统习俗。如今，黄埔村不仅
依托黄埔古港景区积极发展旅游业，同时也在努力探索如何活化历史资源、优化旅游线路，并提出新目标
——打造具有海洋贸易文化的古村。

■如今，祠堂经过改造，成为了书堂、工作

室等场所，让古建筑焕发出新的生机。

■黄埔村内保留着大量具有岭南特色的建筑和祠堂，不少游人与市民来此游览观光。

■主山冯公祠建于清代，是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被租借后摇身一变成为书院。

■学生在祠堂改建的书屋内写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