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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霄南村，早已远
离民族变迁的风云变幻和辛
酸血泪，成为一个古香古色
的传统村落。村庄依山而
建，大小池塘分布其间，荷叶
田田，颇有水乡泽国韵味；步
入村中，环境洁净优美，村民
淳朴好客。

当地政府部门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在鹤山市和
龙口镇支持下，霄南村投入超
1000 万元推进乡村振兴，村
容村貌日新月异，人居环境实
现美丽蝶变。同时，当地深入
挖掘鲜卑文化，支持霄南村整
合源贺纪念公园、源吉林甘和
茶生产基地、村史民俗文化
馆、家训家风展览馆、“冰心
奖”儿童图书馆等资源，进一

步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建设霄
南美丽乡村，成功跻身广东名
村、广东省传统村落和广东省
古村落。

据悉，为了开发霄乡鲜
卑历史文化，借助旅游产业
搭建探索、研讨鲜卑和源氏
历史文化的平台，让大家更
加深入地认识鲜卑、认识源
氏，更加细致地了解古代北
方社会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
惯，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
的大力支持下，霄南村正在
制订旅游文化长远发展规
划，进一步完善源贺公园、村
史民俗文化馆等建设，全面
开发霄乡古巷道、古民居以
及其他景点，努力打造旅游
文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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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一典报道：
7月 25日上午，2023年珠澳千名学
子两地研学行活动启动仪式在珠
海市太空中心成功举办。珠澳两
地学生情同手足，互相交流，在现
场一同获得知识、充实暑假，结下
了深厚友谊。其中，共约 215 名学
生在珠海太空中心了解国家航空
航天知识并欣赏“会动的”清明上
河图，同时打卡网红研学点汤臣倍
健“透明工厂”。

在太空中心，讲解员为珠澳学
生一行介绍了我国航空航天的光
荣发展历程：从长征五号到天宫一
号、从嫦娥四号到天问一号，还有

各式不同用途的自主研发飞机。
来自澳门圣若瑟教区中学第五校
的黎子琦收获颇丰：“虽然我之前
也看过一些军事展览，但我从来没
有接触过像这里有这么多如此高
还原度的模型，比如空间站和一些
最新的主战坦克，我认为无论是老
师还是同学都能感受到祖国的日
益繁荣和昌盛。”

澳门工联职业技术中学教师刘
愉明也是这次研学行中的一员。
他向记者表示：“港澳的学生平时
要获取这些知识的话可能只能通
过互联网，今天我们实地探寻的机
会是十分难得且有意义的。未来，

我希望珠澳研学活动中能给我们
学生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让他们
自己亲身去体会。”

近年来，珠澳两地开展了务实
有效的工作，共同建立了紧密的教
育交流与合作关系，两地教育融合
得到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
深度融合得到进一步推进。接下
来，珠澳学子们将进行年度主题研
学活动，围绕爱国主义教育、一国两
制国情教育、科技科普、历史文化艺
术和生态环境等主题开展研学，实
地研学与“云研学”相结合，研学活
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以进一步加
强与澳门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

珠澳两地研学行在珠海太空中心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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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1600多年前，河西鲜卑族豪强秃发乌孤，在如今青
海、甘肃一带建立南凉政权，这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一个“短命”
的北方鲜卑政权，在历史上“一闪而过”。而在1600多年后，
青海卫视摄制组却南下到江门鹤山市龙口镇的霄南村，采访
当地的源氏族人，希望找寻到千年之前的南凉往事。

记者了解到，虽然民族身份登记为汉族，但一直以来，源
氏族人都流传着“祖宗来自草原”的故事。1997年，源氏族人
找到了散失多年的《源氏大宗族谱》，从中查到“源族受姓始于
北魏”等记载。从20世纪末起，不断有源氏族人通过各种方
式寻找本族“根源”，还曾北上内蒙古、青海等地溯源。最终，
源氏被确认为建立南凉的鲜卑秃发氏后裔。

从秃发到源氏，从北方到南方，从鲜卑到汉族，霄南村这
个南国小村落，蕴含着厚重的民族变迁史。

南国小村落蕴藏千年鲜卑变迁史千年鲜卑变迁史
羊城晚报记者 陈卓栋 通讯员 朱强 谭耀广

龙口镇当地人士介绍，
霄南村由霄乡村和南安村合
并而成，立村 800 余年。今
年 6 月，青海卫视《昆仑风
物》节目组来到霄南村采
访。该节目组编导马超表
示：“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
我们了解到，魏晋时期，青
海有一个南凉政权，它是一
个鲜卑族建立的政权。而南
凉后裔有一个分支就在霄南
村。”一个千年以前的北方
鲜卑政权，与千年后的南方
小村落到底有何关联？其连
接点，就在源氏族人。

源氏，是一个非常“小
众”的姓氏。根据当地研究
者源广万查证，全球源氏族
人总数不到5000人，其中有
2000多人集中居住在鹤山、
佛山两地，其余散居在内地
其他地区，还有小部分生活
在港澳以及海外。其中在鹤
山、佛山两地及港澳、海外
居住的源氏族人大都祖籍属
于霄南村。

一直以来，在霄南村居
住的源氏族人保持着一些
独特的生活习俗，如中秋之

夜围篝火跳舞、不吃马肉、
床头朝北等。据称，源氏祖
先从北方草原上来，所以祖
辈延续这些北方草原民族
规矩。

20世纪90年代，当地另
一位研究者源可就在寻根溯
源时发现，霄南村内清朝所
建源氏大宗祠存有“北魏同
源远，南雄衍泽长”“发源传
北魏，晋爵纪西平”等对联，
新中国成立前建的近湖源公
祠则有“发源由北魏，晋爵纪
西平”的对联。1997年，源氏
族人找到了散失多年的《源
氏大宗族谱》，从中查到“源
族受姓始于北魏”等记载。
由此，源可就认为源氏应为
北魏拓跋鲜卑后裔。

1999 年，源可就专程前
往鲜卑族祖居地：内蒙古自
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当时在
鄂伦春民族博物馆馆长田刚
的陪同下，源可就来到被认
定为鲜卑祖源的嘎仙洞祭
祖。田刚当时明确告诉源可
就，源氏属于鲜卑族后裔。
而他则是广东第一个到嘎仙
洞祭祖的后裔。

在确认族人鲜卑后裔
身份后，在众多学者及有心
人士的帮助下，源氏族人对
照《魏书》以及《源氏大宗
族谱》的记载，找到了最终
答案。

《魏书》是一部记载北
魏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其
中，《魏书·卷四十一·源贺
列传》记载“源贺，自署河西
王秃发傉檀之子也。傉檀
为乞伏炽磐所灭，贺自乐都
来奔。贺伟容貌，善风仪。
世祖素闻其名，及见，器其
机辩，赐爵西平侯。加龙骧
将军。谓贺曰：‘卿与朕源
同 ，因 事 分 姓 ，今 可 为 源
氏。’”秃发傉檀正是南凉政
权末代国主。国破家亡后，

其子秃发破羌率众投奔北
魏太武帝拓跋焘。因秃发
氏与拓跋氏同源，因而拓跋
焘赐秃发破羌“源”姓，后又
更其名为源贺，并封西平
侯。这与源氏大宗祠内对
联“发源传北魏，晋爵纪西
平”等记载相符。

据史书记载。源贺是北
魏重臣，军功显赫、政绩卓
著，其后人知名者众，其中
源贺七世孙源乾曜更是唐朝
开元年间任职时间最长的宰
相。如今，霄南村建立了霄
南文化广场，广场内立着一
尊跃马挺枪的将军雕像，下
刻“鲜卑源氏始祖源贺”，正
是当地源氏族人为纪念先祖
而立。

根据《源氏大宗族谱》
等资料记载，至南宋建炎年
间 ，源 氏 因 躲 避 战 乱 而 南
迁，其中源潜夫一族落户广
东南雄。其后又因避“胡妃
之祸”，源潜夫后人源道贯
率族人沿西江南下，定居于
霄南。时至今日，源氏族人
已 经 在 霄 南 定 居 了 700 多
年。

记者了解到，在霄南村
当地，源氏主要聚居于原霄
乡村。当地老人介绍，当年
源氏定居霄乡后，为确保安

全 ，在 村 子 布 局 上 颇 费 心
机。龙口河环绕村落，成为
天然护城河；村民又开掘护
壕、引水而入，构成第二道屏
障；村内还建设数十米长的
围墙，东西南北有四门，通道
有闸门，并设有碉楼，宛若城
池。据说，这个布局是仿照
位于南凉国都城所建。村防
坚固至此，霄乡村因而曾以

“坚城乡”为名。
如今，虽然围墙早已被

拆除，护城壕也被填充，霄
南村内仍保留着一些往日

的痕迹。如村子里有一方
一 圆 两 口 井 ，历 史 都 已 有
700 多年，据说是源氏先人
来到这里后，为纪念祖先所
居 的 青 海 日 月 山 而 开 凿 。
村子共分六坊，分别是北门
坊、礼 奎 坊、东 门 坊、高 第
坊、水边里坊和甫兴里坊，
许多古巷名都有北魏元素，
比 如“ 太 原 里 ”“ 洛 阳 里 ”
等。此外，村子里有多座源
氏宗祠，里面收藏的对联、
文献资料等分别记载着一
些源氏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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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从北魏到唐
朝前期，源氏都是朝堂上赫赫
有名的望族。但自唐中期“泾
原兵变”源休叛唐后，源氏族
人为求自保远离政治，转而经
商，并颇有心得。从小小的霄
南村，走出了不少商业巨子，
如染料大王源龙章、香港太平
戏院创办人源汝荣等。其中
最为大湾区民众熟知的，要数
甘和茶创始人源吉荪和源文
瑞父子。

据介绍，19世纪末，霄乡
人源吉荪和源文瑞父子有感
于贫苦民众因无钱买药而拖
延病情甚至不治，决心研制价
廉的良药。他们将30多种草

药熬成药汁，在佛山开设工厂
批量生产，并于1892年以“泽
流堂源吉林甘和茶”之名打品
牌。当年恰逢从化一带发生

“流感”，蔓延至粤北、湘桂一
带，源吉荪的儿子源文湛与其
兄携带甘和茶到疫区赠医送
药，患者服后很快痊愈。此
外，源吉荪也深谙推广之道，
为了突出甘和茶清热解毒的
特点，推出“夏季赠饮”的推广
方式。他广派员工驻守珠三
角一带的城乡和路边茶亭，将
煲好的甘和茶免费请路人饮
用，并赠送少量成品。加上四
处张贴的广告，使得甘和茶迅
速畅销粤港澳、闽浙，并远销

东南亚乃至北美地区。1905
年，甘和茶年销量已达 20 万
盒以上。

从推出至今，被广东人昵
称为“盒仔茶”的甘和茶，一
直是南粤民众和海外华侨缓
解风热感冒、头晕、骨痛以及
醒酒的首选良方。如今在中
国香港，仍有 1906 年经营至
今的甘和茶老店。而在霄南
村，为了延续凉茶传统，近年
来当地还设立了甘和茶博物
馆及生产基地。2021 年，当
地的“源广和盒仔茶（甘 和
茶）”非遗项目还入选鹤山市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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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南文化广场内矗立的源贺铜像 陈卓栋 摄

霄南村史民俗文化馆内，当地根据历史记载，参考鄂伦春族等同源
民族服饰特点，复制鲜卑族服饰 陈卓栋 摄

霄南村内的“源吉林甘和茶”生产基地 陈卓栋 摄

霄南村中秋舞篝火 罗文茂 摄

《源氏大宗族谱》复印件
陈卓栋 摄

源广和甘和茶 欧蕊荣 摄

霄南村内的竹轩源公祠，保留“源流传北魏，衍泽颂西平”对联
龙口镇政府供图

霄南村内荷叶田田，一派乡村美景 龙口镇政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