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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多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古
村落相比，渡头村新围村民小组
见龙围是一个较为年轻的村落。
虽然见龙围的历史不到200年，
但是却写满了经商致富和教育报
国的历史故事。除叱咤晚清的刘
士骥外，还有10多人当过学者、
教授、校长、教育局官员，刘氏堪
称龙门的“教育世家”，给当地留
下了众多精神遗产。

根据刘氏宗祠族谱显示，见
龙围刘氏于清道光年间从龙门
县城迁来。然而追溯历史，这
个家族最早入龙门是在明代初
期。他们的祖先祖籍在福建，
后迁移到广东兴宁，之后迁移
到惠州龙门县城。刘家一路迁
徙，直到到了刘士骥的祖父刘
学容这一代，才真正兴旺起来。

记者从宗祠内悬挂的资料
上获悉，刘学容“年少立志不凡，
性刚毅勤奋，聪颖过人”。但是
因为家里穷，刘学容没法求学深
造，被迫早早休学，靠摆流动摊
档过活。刘家虽然穷，家风却很
好。饭不够吃，刘学容宁肯自己
饿着，也先让父母吃饱。“乡人知
情，皆以孝称之。”刘学容颇具
经商头脑，有了一些积蓄，他就
不再摆摊，而是在县城
顶新街开了间咸鱼

杂货铺。由于勤俭迅敏，经营
有方，刘学容获利甚丰。不久，
他又在县城东廓大街开设振合
杂货铺，渐成新富。

刘学容致富后，节俭如故，
以奢华为戒，经常让后代时刻
谨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
易，半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刘学容认为，在舒服的县城居
住，容易染上奢华怠惰的恶习，
不如回乡下居住。于是他遍寻
居所，无一遂意。直到偶然间，
看到这里山川环绕，水清如镜，
便相中了这片钟灵毓秀之地。

有了钱，刘学容开始建设家
园，于清道光四年（1824）六月十
三 日 兴 建 见 龙 围 ，道 光 六 年
（1826 年）三月二十四日，见龙围
落成。刘学容轻财仗义，热心公
益事业，邑中有事，如筑桥修路，
常常捐款相助。因他的善举，当
地县官赠他“同镶义举”“乐善好
施”两块匾。有一年龙门发生大
饥荒，饿殍满途，人们扶老携幼
地前来向刘学容求助，络绎不
绝。刘学容每晚命家人把铜钱

串起来，每50文为一份（每份可
购米 5 斤），堆积满屋，翌日来者
每人一份，很多人因得到刘学容
的赈济而幸存。

刘学容在闲暇时，还常常告
诉家人：“吾家八代单传，不绝
余线，且自上祖已式殆甚，若吾
不茹苦含辛，奋发为雄，其何以
立业承先启后耶？今幸天佑，
粗有衣食，并添人口，汝曹应读
书积善，首以孝为先，当思财固
难得，而兄弟更为难得，切勿因
财而歪天性，以至门墙内讧，凡
处兄弟，当念手足之义，应亲兄
弟之身为己身，而疾痛相关，事
兄 弟 之 事 如 己 事 ，而 荣 辱 与
共。视侄辈为己子，彼此无分，
兄弟叔侄家居，尤需谨言，男女
老少，应有礼节，老壮青幼，宜
分尊卑，凡吾所言，汝曹铭记。”
从刘学容的谆谆教导中，可见
读书积善、孝顺团结、长幼有序
是刘家家训的重要内容。

近百年来，刘氏家族纷纷
外迁，但重学重教、经商致富、
惠及乡里、实业报国等家族传
统，成为当地佳话，传承不息。
见龙围与炮楼就是历史的最好
见证。

百余年古韵犹存
成乡村观光新热

文物保存完好，有望引进高质量大型文旅项目

说起龙门县地派
镇，不少人第一反应
就是温泉与生态。事
实上当地还深藏着不
少古色古香的历史建
筑。在渡头村内、天
堂山水库旁，屹立着
雄伟壮阔的见龙围与
炮楼。“见龙”二字出
自《易经·乾卦》：“见
龙在田，天下文明”。
这里，近200年来涌
现了 10 余名教育界
名人。2008年，见龙
围与炮楼被公布为第
五批广东省文物保护
单位，文物保存完好。

渡头村环境优美，群山环
绕，增江穿村而过。但由于地
处偏僻，村子人烟稀少。“年
轻人都走出去了，”地派镇渡
头村村委委员刘剑锋介绍，剩
下一些老人坚持种田为生。
直到两个龙门青年人的出现，
让渡头村开始焕发生机。

1986年出生的刘许敏是渡
头村本地人，4岁时跟随父母离
开了家乡，到外地生活读书，后
来定居广州番禺。他很少回老
家，一年一次跟着父母回乡探
亲。在他印象中，家乡山清水
秀，但过于偏僻，生活实在不便。

直到 2015 年，另一个小
伙伴谢炜添邀请他，一起做民
宿，让村庄重新“活”起来，帮
助村里人脱贫致富。但当时
的刘许敏在银行工作，生活稳
定。他思考了许久，还返回家
乡考察了好几次。

“白天在村子里行走，几
乎看不到别的人。”刘许敏坦
言，那时看到自己的家乡变成
这样，心里很难受。怀揣着为
家乡干些实事的想法，他辞去
了银行工作，重返故里，和谢
炜添等小伙伴一起组建了爱
树团队，开启发展民宿旅游的
创业之路。

返乡创业并非一帆风顺，
租地是最大的困难。刘许敏和
小伙伴们一家一户地去做思想
工作，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他
还说服了自家的长辈，把祖屋
拿出来率先改造。刘许敏介
绍，为了延续村落的传统风貌，
他们在设计、用料和施工方面
颇费了些功夫。他们保留了老
房子的根基，融合了现代化的
建筑设计。“我们推掉泥砖瓦

房，在原址上利用现代材料重
建，但外观又与村子其他原有
的老屋协调。”整个团队追求山
居与原生风格的融合，用的都
是原先屋顶的瓦片。

山居建筑内部，很多都是
古色古香的木材，这是当地的
老师傅利用传统工艺，把杉木
用天然桐油两刷两晒，再一片
片拼合，使得新房散发着木
香。村里丢弃的老建筑物件，
被变废为宝，于是民宿内出现
了石磨做的路径、麻石条做的
台阶、旧瓦片做成的装饰墙，
精致独特。就连庭院里到处
可见的鹅卵石，也是来自不远
处的增江河滩。白天，蓝天白
云下，四周遍布山林，坐在民
宿的任何一个角落，让人感受
到一种远离纷扰的静谧。

在准备了近一年后，爱树
乡 村 度 假 山 居 建 成 ，并 于
2017 年 7 月试业。小桥流水
的庭院、清新雅致的客家建筑
……爱树乡村度假山居因极
具设计感成为网红的爆款民
宿，吸引着大批 80 后、90 后
游客前往体检简单质朴的田
园生活。

民宿的出现，让几乎没落
的古村落开始热闹了起来，村
民逐渐回流，空心村日渐活
化。刘许敏介绍，民宿里的厨
师、服务员等十多个员工大多
数是本地人。2019 年，村里
还新开了两家农庄和两间小
卖店。2019 年，该项目直接
带动该村就业 30 人，间接带
动就业200人。据悉，民宿从
开业至今已接待游客 7 万多
人次，带动乡村观光游客数量
超过10万人次。

1857 年刘士骥出生于见
龙围。他从小勤奋好学，成绩
优异，时人看作“下山虎”。纵
观刘士骥一生，脚踏教育与实
业，精通医学，尤其擅长赋诗和
古文辞，与丘逢甲、邬宝珍为诗
友，被时人称“学界伟人”。

刘士骥于 1885 年拔贡，
1893 年 恩 科 举 人 ，朝 考 一
等。刘士骥后补授怀集知县，
不久以患病为由辞官返回龙
门老家。但他没有闲下来，看
到了启蒙教育与国运的密切
关系，寄希望于少年一代，致
力 于 家 乡 文 教 事 业 。 1903
年，刘士骥策划改清代书院兴
贤书院为龙门官立高等小学
堂，发展新式教育。龙门首间
新式学堂——龙门官立高等
小学堂由此创立。

当时两广总督岑春煊聘
刘士骥出任两广学务处查学
委员，发展新式教育。在此期
间，刘士骥在广州先后创办了
清平、善庆、芳村、丛桂、观成、
珠光、东关7所小学堂，规定凡
旅省人士之子弟皆准入学就
读。值得一提的是，刘士骥在
广州期间，又一手筹办两广优
级师范学堂，为岭南名校打下
基础。

1908 年，刘士骥被派往
美洲“宣示恩信”。踏上美洲
那一刻开始，刘士骥从教育家

向实业家转变。刘士骥在美
洲向华侨招股，所到之处，“侨
民欢迎，股份云集”，不过数
月，集股三百余万，成立广西
振华实业公司，这是我国政府
最早在海外向华人、华侨引资
开发实业的历史见证。

1909年 3月，刘士骥从北
美洲回国抵广州，不料遭匪徒杀
害，引起两广、南洋、美洲邑人悲
愤悼念，挽联无数。刘士骥死后
遗体归乡，长眠于见龙围。刘士
骥的大儿子刘作楫，是晚清秀
才，后来成为龙门县立中学校
长，为教育鞠躬尽瘁。二儿子刘
作伊，曾任民国龙门县县长，为
当地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时值高温酷暑，但一进入见
龙围，便有舒适凉意袭来。见龙
围，始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
落成于道光六年（1826 年），坐东
向西，是一座结构为三堂、二横、
一围龙、右侧置碉楼的清代建筑，
具有客家围龙屋的建筑特征。远
远看去，十分古朴浑厚壮观。

见龙围是龙门县名人、清代
光绪年间举人、两广学务处查学
员、四品官员刘士骥的故居。据
村民介绍，刘士骥的祖先刘学容
见此地山形昂首向东南，逶迤向
西北摆尾，形状像条龙，是风水
上所说的“龙脉”集结之地，便在
此打造了见龙围与炮楼。

见龙围设有围墙，可见墙内
的禾坪一侧有一古井，村民说旧
时围内居民喝井水长大。特别
的是，见龙围还从屋后山脚引入
两条沟渠，沿外围屋门前南北两
条水渠流出屋外，村民出家门便
可用水，十分方便。禾坪立有一
对旗杆石，虽历经风雨侵蚀，仍
石刻字样依稀可见，这是刘士骥
取得举人后所立。

穿过禾坪，便来到了两层高
门楼前，卷拱门上设有木栅栏，
正大门门额上挂有“举人”的牌
匾。经过门楼踏入围屋，正中

三进两井三厅为刘氏宗祠，宗
祠没有繁华复杂的木雕石雕，
青砖到顶十分古朴。宗祠内还
挂有见龙围发展史、开基史祖
学容公史迹及刘士骥的简介，
引来游客驻足观看。

走进见龙围内部，饱经风霜
的墙砖，狭窄幽深的小巷，让人
仿佛走进了旧时的幽幽岁月。
宗祠两边有横巷通左右横屋，大
多数的房屋都保存完好，仅有少
部分倒塌。据介绍，当年随着围
屋内居住人员的不断增加，在原
围垅屋后面又修建了多层呈半
圆形的围垅屋，每层房屋都有多
条横巷相通。见龙围有四五层
围垅屋，房屋由砖石砌墙，木材
架梁，屋顶盖瓦。

上世纪九十年代，见龙围村
民陆续外迁。这里虽早已无人
居住，却十分干净整洁，这离不
开村民们的精心管理。地派镇
渡头村村委委员刘剑锋介绍，
现在每年都有政府的专项资金
用于维护修缮。除此之外，“村
民还会自发筹集经费，进一步
完善基本设施的维修。”在大家
的共同爱护之下，见龙围刘氏
宗祠保存完好，还被评上龙门
县十大“最美祠堂”。

在见龙围右边，一座雄伟
的炮楼颇为吸睛。记者看到，
炮楼由 5 层楼高的青砖砌筑，
内部宽敞，木梁交错支撑着各
楼层。走访当天，天气炎热，不
少村民搬着凳子，坐在楼内避
暑，十分休闲惬意。从外观看
来，炮楼的主体结构依旧完好
如初，只是木梁和楼板年久失
修，逐渐被腐蚀坍塌。

根据门前的“炮楼简介”得
知，见龙围炮楼面阔17.7米，进
深 16.7 米，占地面积约 295 平
方米。炮楼始建于咸丰三年
(1853 年)，历时 3 年才完成，也
是刘士骥的祖父刘学容修建。
平面呈“器”字形，有着几乎完
美的防御系统，四面共有 242
个射击孔，不留任何一个射击
死角给敌人躲藏，在全市乃至
全省都较为罕见。

让人惊叹的是，100多年过
去了，炮楼仍屹立如初，从外墙
来看丝毫没有破败的迹象。据
说在修建炮楼地基时，使用了8
人才能抬得动的巨石做基础，地
基的范围一直外延到炮楼外墙
的七八米处。为了防止敌人挖
地道进入炮楼，地基约近10米
深。有如此稳固的地基，今时今
日的炮楼才如此固若金汤。

整座炮楼仅有一个不大的
门可进出。门虽窄但却十分
厚，厚度足足超过1米，门框用
粗大石块砌成。这不到 300平
方米的内部空间也大有乾坤。
炮楼内有水井、粮仓、伙房,每
一层都区分出用于居住的房间
和用于聚会商议的议事厅。炮
楼内房间有几十间，足够容纳
过去所有居住在见龙围的村
民。站在炮楼顶上，可鸟瞰全
村。守军可居高临下射击远处
的敌人。炮楼顶端还竖有两根
避雷针，炮楼 100 多年来未发
生一起雷击。炮楼每一处设计
完美地展现了那个时代工匠的
智慧与匠心。

刘剑锋介绍，炮楼历代均
有维修，由公尝（即家族用于集
体公益事业的经费）出资维护，
直至改革开放后公尝制度取
消。从那时候起，炮楼鲜少进
行维修。据村民回忆，上世纪
九十年代末时仍能走木楼梯到
楼顶，如今只能站在底层向上
望。专家认为，见龙围与炮
楼是研究龙门地方客
家居住风俗的重
要实物资料，具有
很高的文物研
究价值。

围见龙

见龙围保存较好，村民自发筹钱维护
炮楼高高屹立，
成村民休闲场所

“教育世家”叱咤龙门，涌现多位教育名人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实习生 刘雅欣
通讯员 张志远

图/黄克锋

尽管坐拥古朴
的历史建筑与优美
的田园风光，但渡头
村地处偏僻，村子人
烟稀少，很长一段时
间是“空心村”。近
年来，“空心村”正逐
渐复活，越来越多的
游客挖掘到这一“宝
藏地”，年轻村民不
断“回流”。

渡头村发展未
来可期。近日，记者
从龙门县文广旅体
局获悉，见龙围与炮
楼一期修缮工程已
于去年完成，目前正
准备二期工程。“酒
香也怕巷子深！”龙
门县地派镇镇长赖
文城透露，目前正与
意向企业接洽，有望
引进高质量大型文
旅项目，进行综合开
发与利用，带动当地
经济发展。

不做银行白领 青年创办民宿
开业四年带动观光游客超10万人次

“下山虎”刘士骥
创办两广优级师范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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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让村子焕发活力

居民在炮楼内避暑 李海婵摄

炮楼有 5 层楼高，由
青砖砌筑 李海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