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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园 村 作 为 首 批 中
国传统村落、广东省古村
落，保留了众多古建筑，
是惠城区现存规模最大、
保 存 较 好 的 一 个 古建筑
群。其中以陈氏三大屋
——大夫第、茂记与荣记
大屋、二记大屋最为出名。

300 多 年 前 ，墨 园 陈
氏祖先迁居至此，后在家
族第六代祖先陈尚忠开
始兴盛。其发家故事至
今仍被陈氏后人津津乐
道。相传，陈尚忠娶了芦

洲岚派一户有钱人家的
女儿，因聪明伶俐，深得
岳父喜爱。由于家里穷，
岳父便赠送了一大坛白
银给他。在得到岳父资
助后，善于经商的陈尚忠
开始在东江利用船运做
贩糖生意，赚了大钱，因
此 在 墨 园 村 建 了 一 座
4000 平方米的大宅，也就
是 如 今 的 墨 园 大 夫 第 。
陈尚忠长子陈文则追随
其从商，次子陈泰一心读
书，最终中了举人，后来

他们分别建起了茂记与
荣记大屋、二记大屋。

鲜为人知的是，墨园
陈氏后人口口相传的“岳
父”就是岚派许氏第五代
祖先许苑仕。据岚派许
氏族谱记载，许苑仕“一
女曰黑，配墨园监生陈公
廷弼，举人陈泰之母”。

关 于 岚 派 许 家 和 墨
园陈家之间的关系，许合
辉略有所闻：“曾听老一
辈提起，陈家和许家几百
年前曾是一家。”

许氏家族因糖而兴
古村古建静待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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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惠州北部的芦洲镇，千百年来，东江穿境而过，潺潺江水不断滋养着这片土
地，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今，该镇乡间田野里稻谷飘香，青山碧水交相辉映，文化
古迹星罗棋布。其中，一个名为岚派的古村中，拥有众多明清古建筑，至今保存较完
好，受到世人关注。

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占据岚派古村将近一半面积的百年老宅，竟是同一个传奇家
族——岚派许氏所留的历史印记。旧时，岚派许氏种植甘蔗并发展制糖业，因东江水
运之利，通过航运将糖制品运至广州、东莞等地出售，逐渐成为东江流域叱咤一方的
糖业大亨。

历经400多年的兴衰浮沉，岚派许氏家族昔日的繁盛早已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
如今，只有一座座沧桑的古宅老屋，作为其经营糖业盛极一时的历史见证。当前，当
地正积极推进岚派古村落文化保护与开发有关项目，计划打造内涵丰富的特色旅游景
区，实现岚派传统村落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推动古村落文旅产业发展。

日前，记者前往岚派村实
地探访，仍能在村中找到糖
房、糖寮等遗址。只是遗迹犹
在，朱颜已改。如今，许氏家
族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大多
由于年久失修，存在不同程度
的损坏，且屋内杂草丛生，沧
桑破败感油然而生，残存的古
韵似乎在向世人诉说昔日的
辉煌与故事。

岚派村中最气派的古建
筑当属二房大屋，其于 2012
年被确定为惠城区文物保护
单位。该屋占地面积 3436平
方米，是传统“九井十八厅”客
家民居建筑，由三堂、二横、二
角楼、前围、后座构成，两层砖
木结构。屋内的横梁和斗拱，
至今还保留着不少精美木雕
和石雕。据村民介绍，以前二
房大院的院子是用来晒糖的，
后座则用作糖仓库，因此被称
为“糖房”。

二房大屋房屋众多，并由
四通八达的小巷串联起来。
据村民介绍，当时二房大屋高
峰期住有100多人，后来渐渐
搬走，如今只剩下几户人家还
在居住。在有村民居住的一
侧房屋外，可以看到一条完整
的麻石条路面，路面干净平
整，不似经历了数百年风雨的
模样。无人居住的房屋则基
本堆放了杂物，墙体、窗户、大
门 等 均 存 在 不 同 程 度 的 损
坏。该屋基本格局保存尚可，
只是第二进左半到横屋间被
建为现代楼房，左角楼上部被
拆除，倒座房前、糖房院左及
两边皆被加建现代平房。

从二房大屋出来后，沿着
村道缓缓而行，不久便可到达
五房糖房，其于 2012 年被列
为惠城区文物保护单位。该
屋平面微呈凸字形，三进二
横，占地面积732平方米。硬
山顶，阴阳瓦，龙船脊，青砖清
水墙下部夯筑，两层砖木结
构，基本以墙承重。门有门
斗，以花岗岩框边。大门两边
为敝开式倒座房，后院左右及
左横屋头间开有侧门，三进二

层上开较大的木框方窗。据
村民所述，五房糖房为储糖、
晒糖专用房。

至今，五房糖房大体格局
得以保存，然二三进间右边建
起了两座简易平房，二进中部
被建成为现代两层楼房，敝开
式倒座房被封以砖墙。目前，
可以看到有村民在居住，院内
摆放着各种日常生活用品。
如果不是门前挂有文物保护
单位的牌匾，乍看之下，与普
通的老宅并无太大差别。

“当时村里很多人家都有
专门的房屋用来储糖、晒糖，
因此称为糖房。后来大家不
再制糖，糖房或变为普通老民
房，或挪作他用。”今年 83 岁
的村民许国兴说。

五房糖房不远处是文林
第，虽没二房大屋气派，但其
木雕和壁画同样精美。该屋
占地面积 3027 平方米，由一
前围、三堂、左二右三横屋构
成。前围为倒座房，与左右横
屋相接形成大院，门额挂木横
匾阳刻“文林第”，内斗两层。
门厅仪门上木匾阳刻“六谦
堂”，两侧为堂横屋门。右外
横屋门开于正面与堂横屋齐
平，左外横则于堂横屋与前围
相接处开门出入。

文林第代表着许氏历代
对教育孜孜不倦的追求。如
今，文林第整体保存尚完好，
只是倒座房基本被改为现代
平房，左外横屋中部已不存，
变为巷道，后部及最外部为后
建房屋。值得一提的是，古时
村中的道路皆为泥路，而许氏
专门在文林第大门与二房大
屋南门之间专门修有一条青
石板路，该路宽五六十厘米，
长五六百米，至今仍在。由此
可见许家财力雄厚，也说明许
家人关系密切。

除此之外，岚派村还有
“泰记”“下糖房”“新屋”“六
房公”等历史建筑，它们不仅
经历了许氏家族几百年的盛
衰荣枯，也见证着东江流域从
明清至民国年间的历史变迁。

据许氏族谱记载，明朝
万历年间，芦洲岚派已有
李、游、黎、曾等 10 姓人在
此安家，后许氏开基先祖许
钦 贵 从 福 建 漳 州 迁 徙 至
此。初时为人打工维持生
计，因勤劳友善被当地人的
接纳，娶了当地居民为妻，
开始家族的繁衍生息。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许
氏在岚派扎根壮大。到了
第四代，人丁兴旺，且有了
一定的经济基础，遂开始琢
磨如何提升家庭经济实力，
以及舍本供子读书，提高文
化水平。岚派村地理位置
优越，紧靠东江，潺潺东江
奔流不息，江边两岸土质松
软肥沃，非常有利于发展种
植业尤其是甘蔗种植，因
此，许氏结合实际情况，开
始种植既耐旱又耐涝的经
济作物甘蔗，同时发展手工
制糖业。

在许氏四代人的艰辛努
力下，许氏第五代拥有了发
展事业、学业所需的基础条
件。许氏第五代共有兄弟
42人，适逢清朝康熙年代，
社会稳定，家业日趋兴旺，他
们开始创业兴家。其中一家
6个亲兄弟创造了许氏最鼎
盛的岁月，使得许氏成为糖

业大亨，叱咤东江流域。
许氏第五代这一家六

兄弟各有特点，他们分工合
作，同心协力共创家族大
业。长子许钦仕天资聪慧，
最擅长做生意。据许氏族谱
记载：“（许钦仕）尤善经营生
业，钱财出入明白，妇女咸服
其平。”许钦仕深知岚派位于
东江边的优势，故以东江水
运之利，将糖制品航运至东
江下游的广州、东莞等地出
售。同时他做生意公正，钱
财出入清晰，不吃亏也不占
人便宜，因此生意越做越
大。同时族谱也记载着“六
房起家，公（钦仕）先有力”。

次子许命仕“与兄长创
立六房门户，东走西驰，艰
难立业”。因许钦仕“年甫
四十而终”，许命仕开始接
管生意，并在此基础上扩大
经营。原来许家经营生意
有本钱后，许命仕开始沿
着东江边买田买地，横沥、
泰美秀岭等沿江一带的土
地基本被他收入囊中，后
租给当地村民，统一种植
甘蔗，收成时再统一卖给许
家。同时许家在当地建立
糖寮加工制糖，再通过航运
将糖制品运往东江流域各
地销售。

三子许朴仕则“初矢志
读书，以长兄故，始理家
财”，四子许苑仕朝夕督
耕，打理许家在外的田地耕
种，“路上一草一木皆携至
家”。由此可以看出，此时
的许氏兄弟分工明确，且家
族糖业已形成了产供销“一
条龙”的生产经营模式。至
此，许家成为名副其实的糖
业大亨。

据村民说，许家所产
的糖量当时在东江流域数
一数二，在东莞建起一条
糖业大街，店铺仓库数十
家，作为岚派到广州的糖
业中转站。

由于兄长们均忙于做
生意，五子许芳仕励志读
书，影响后人；六子许庄仕
则逊志务学，聘请名师教诲
子侄。如今岚派村的二房
大屋、五房糖房、文林第等
古宅老屋，皆是这六兄弟及
其后裔建造的。

自古民间便有“富不过三
代”的说法，富甲一方的许氏
家族同样遭遇了这个问题。
许氏第八代开始，家道中落，
昔日繁盛的景象不复存在。
如今，只剩历经数百年风雨沧
桑的历史遗迹，成为了许家光
辉岁月的最好见证。

位于惠阳、博罗、紫
金三县交界处的岚派村，
历史悠久，三面环水，背
靠群山，沿途风景旖旎，
先后获得“广东省传统村
落”“广东省宜居示范村
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精 品 村 ”等 荣 誉 称 号 。
2022 年，该村入选惠城
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精
品村后，村里开始修缮广
场、打造公园、修建人行
绿道、铺设沥青路面、整
治农房外立面等，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也
得到了改善。

如今，静立于东江之
畔的岚派古村，风光正
好，民风淳朴，村道整洁，
白墙黛瓦，野静风清。然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
于时过境迁，曾经热闹非
凡的二房大屋、文林第、
五房糖房等古建筑，已步
入了“风烛残年”，或杂草
丛生，或墙体倾斜，或砖
瓦脱落，或门窗破损……
它们作为岚派村历史文
化的载体，是研究传统糖
业发展与家族传承文化
不可多得的历史遗存。

同时，记者采访发
现，不少村民情系宗族，
对这些古宅老屋抱有深

切的情感。“它们不仅是
一代代岚派村民的乡愁
记忆载体，更是家族曾经
繁荣兴盛的历史人文见
证，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
保护，或许后人什么都看
不到了。”许国兴表示，希
望大家增强保护意识，保
护好历史建筑的原貌，且
能得到妥善利用。

目前，岚派正积极推
进岚派村古村落文化保
护与开发有关项目。“岚
派村最大资源就是古建
筑，其中二房大屋最具代
表性。”岚派村党总支部
书记许合辉介绍，岚派村
依山傍水，自然环境优
美，古建筑众多，兼具人
文和自然资源优势。接
下来计划依托二房大屋、
文林第等特色古建筑打
造古色古香的民宿区；依
托独特的山水田园基因，
建设集休闲、养殖、餐饮
于一体的农园开发观赏
项目；依托地理优势，整
合土地资源后统一种植
特色水果，建设果园并开
展家庭采摘和亲子劳动
等体验项目，最后串珠成
链打造特色旅游景区。

与此同时，岚派村也
在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建

设美丽宜居乡村。许合
辉介绍，一方面，加大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加强道
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另
一方面，加强景观绿化建
设、开发美化滨水景观，
吸引游客前来旅游。

记者从芦洲镇获悉，
岚派村作为广东省首批
入选的传统村落，该镇未
来将充分利用岚派村历
史建筑、特色产业等核心
资源和东江生态景观，发
展成为集历史人文、乡村
休闲和生态康养于一体
的生态田园滨水旅游村
庄，计划打造成适度发
展、环境友好、配套完善
的宜居乡村，中草药与高
端有机蔬果种植的康养
基地，以及活化历史建
筑、传承传统工艺的岭南
历史名村。

古色古香的民居区、
一望无际的甘蔗园、风光
无限好的宜居村……值
得期待的是，通过各类特
色资源的有效开发，岚派
村中许氏家族遗留下来
的古宅老屋将迎来“重
生”，在奔流不息的东江
见证下，向游人讲述岚派
许氏家族以糖业叱咤一
时的辉煌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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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大屋还保留着不少精美木雕和石雕

岚派村历史悠久

文林第代表着许氏历代对教育孜孜不倦的追求

众多古建筑占据岚派古村将近一半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