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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简村地处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北端，位于西江下游锦鲤江畔，是历史上“桑基鱼

塘”的重要基地之一。逢简村古村四面环水，以水道为界，河涌呈“井”字形，自南往北流

过古村，汇入西江支流，把村落切割成若干小沙岛。村落建筑沿河而建，沿河修筑石磡，长

达十余公里，河边树木夹岸。主河涌流向由南往北串村而过，汇入西江支流。逢简以栽桑养

蚕为核心，促使当地的农、牧、渔、副业有机地结成一个整体，再带动缫丝、制糖、饲料加

工，以及商贸、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逢简村北村和南村均以河涌环绕，村内也以河涌相通，河涌就是古村曾经对外重要的交

通线路。曾经，河上想必是船艇穿梭，喧闹无比。而今，村内却是寂静安闲。沿岸三三两两

停靠着小舟。现在的行船，仅供偶尔到访的游人游览。郭氏祠堂门前两艘吃水很深的沉船，

裸露在水面的船尖，依然线条凌厉，仍有往昔乘风破浪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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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基金会项目的运作收集素材，也更好的让学生切身感受顺德水乡的本土文化气息，我

们师生一共29人于4月16日到逢简水乡考察。 

         众所周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南番顺”是最为典型的水乡，顺德为其中之一，逢简村又

是顺德水乡的代表，故有“岭南周庄”的美誉。现人口有5000多人，主要三个姓氏：李、刘、

梁。该村水道环绕，四通八达，桥梁也多，据记载曾有37座桥梁。居民分住33个坊，共兴建78

间祠堂、32间庙宇。这些承载历史文化的建筑，如今多已不复存在。侥幸保留至今的建筑物有

明远、巨济、金鳌三座古桥，其中明远、巨济两桥均为宋朝始建，是当今顺德最有名的古桥；

金鳌桥为康熙皇帝赐建。据说拍摄斜阳中的古桥是摄友们之所爱。留存的祠堂，如最著名的

“宋参政李公祠”等，也已不多，古民居更加稀少，多数已经改建，旧貌荡然。 

        到达了村口后，我们根据导游图推荐的步行路线图进行游览。由杏坛镇人口公园开始，经

过了逢简幼儿园、石狮巷桥、郭氏祖祠、游艇码头、和之梁公祠、巨济桥、明远桥、宋参政李

公祠、逢简小学，最后游览金鳌古桥。一路步行，悠闲地欣赏水乡自然风光、百年古树，两岸

新旧杂陈的民居，以及村民平静的生活，街道整洁宁静，很有乡居的质朴和谐的意蕴。 

        相比于以周庄为代表的精致典雅的江南水乡，逢简显得朴实无华；相比于一些古建筑保存

完好的古村落，逢简显得有些斑驳和不协调。然而散布各处的历史文化遗迹，还是在向人们透

露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只有这千年不变的小桥、流水、人家，古埠、老树、斜阳，以及缓慢的

生活节奏，让人感到远离纷扰，享受片刻的安逸闲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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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杏坛镇人口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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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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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掘尾龙拜山 



三、
逢
简
影
像 

组图：游船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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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和之梁公祠 



三、
逢
简
影
像 

巨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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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巨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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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巨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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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巨济桥下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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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金鳌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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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霞（动漫132班） 

        逢简，一个具有水乡文化特色的古朴之村。 

        逢简亦是一个人才辈出的人才之村。 

        至今，一户村民家里出了8个秀才的故事仍被人乐道。 

        对于逢简，之前我的认识都来自于网络，局限于人文地理介绍学说，没有切实的感受，更

没有真实的体会。  但是等到真正前往逢简村，双眼带给我视觉冲击是非常强烈的。在封建村

村口，大榕树下，十几二十个人围坐一团，下棋观棋，氛围和谐。这是真正的“人文”。 

        河流映绿，条条小船载着远客悠悠前行。 

        走过小桥，踏过一块块石板，村庄里的小巷幽深而宁静。 

         跟着老师前进，观游逢简遗留下来的历史古建筑。 

        巨济、明远、金鳌桥，如我想象般，都是饱含古韵风姿的古桥。 

        巨济桥，到现今仍保留下来的28座石狮子，仍然给人一种傲然之感。24步半阶梯，每走一

步都让我感觉自己有种置身于改建当时，工匠师们在烈日之下，任汗湿了背甲，一块一块累积

铺出我们如今脚踩的步半阶梯。 

        巨济桥，不仅是历史的沉淀，也是人们的辛勤付出。 随着泛绿的河流行进，碧荫送凉，阵

阵微风拂过，带着些许只属于逢简的古朴之气。 

        郭氏大祠堂，装潢美丽，在现代建筑里，并没有显得突兀，反而更加给人一种庄严之气。  

事实证明它表里如一，是真正的建筑里的君子。走进大宗祠，我便被它的那份庄重所感动，精

美的雕刻，左右对称的设计完全将中国古建筑的特点彰显尽致。供奉台仍在，虽然已没有了隆

重的贡品，也蒙上了尘埃，我却觉得它更加美。 

         逢简，一个已经被历史摧残过的古乡村。虽然许多的美丽已不复存在，但是它的精髓依旧

存在，依旧让人为之感动，因为它有纯粹的古韵古风的水乡之气。 

 



          这次因为要实地考察收集资料，所以我们工作室的人有了一次去“逢简水乡”的机会。 

          逢简水乡听起来就知道是个 水天一色、郁郁葱葱充满古朴气息的地方。 

          果不其然，我们下车后，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街道旁有一个宣传栏，

记载着当地建筑的历史信息。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经过了一条长长的小河，河水是碧绿色的，远远可能看不到尽头，

不一会儿，有一条观光小船映入我们的视线，船上的人悠闲自在，看起来很享受这里的景色。

我们本来也想租一条小船，可是价格有点贵，就算了。 

           接着我们看了很多著名的景点，走在田间小路上，沿途可以看到有一些老人在树下乘凉，

悠然自在，街边的小卖部无人管理，四周都显得宁静安详。  

          从远处看到一栋气势磅礴的暗红色建筑，原来是重修的觉妙净院，走进去看，里面的装

修金色辉煌，格外宏伟。 

         院子的深处里传来诵经的声音，声音庄严神圣，想去看看后来赶时间又回去了。 

         最后在当地尝了甜甜的豆腐脑，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待客。 

          一行人在这带着愉快的心情拍照留恋了。 

         逢简，没有热闹的气氛，它传递的是一种朴实自在，宁静安详的感觉。 

何嘉宜（动漫13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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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然晴（动漫132班） 

        远离繁嚣，宽气清新宜人，自然环境和谐，走进逢简是这种感觉。 

        逢简是个极具岭南水乡特色的村落。船、河涌和桥梁，是逢简村的主要标志性景观。

走在小巷中，古朴的建筑点缀着田园的风光，充满了恬淡而沉静意境。逢简村的每一座石

桥，每一棵大树，每一座宗祠，都有着属于它的故事，有着它的沧桑，有着它历史的痕迹。 

         看着别人在船上游览，心里也滋生羡慕，水乡总是有着无穷魅力。古朴，幽静，在这

里感受到了真正的“小桥，流水，人家”，虽然没有全部走完，但是感觉每一条路都颇有

情趣。而且在逢简会看到有很多特色食品。杏坛逢简村至今仍保留着最纯朴的人文生活和

水乡风情，听说以前没那么多新建的楼房的时候更漂亮。 

         巨济桥，明远桥，金鳌桥，在村中是最有名的三座桥。巨济桥是一座漂亮的三孔拱桥，

桥很阔，桥面的麻石上划刻了菱形花纹，桥栏的每一根石柱上都蹲伏着一只小石狮，很可

爱。最让我们觉得惊奇的是屋檐下的燕巢，因为大家以前都没有见过，当然对于村里人来

说这是很普通的事情。 

         逢简有三个出名的祠堂，一个是最早最值钱但也是最小的李氏祠堂，一个是最大的梁

氏祠堂，第二大的是刘氏祠堂。我们参观了梁公祠，经过了宋参政李公祠。 

         这是村里的雍和书院，听说有书院的村，都是出科举人才的地方，不是每个村都有书

院的。“黄妈妈私房菜”很不错，但是这次去没有看见。有机会还要再去玩玩，看看风景，

尝尝顺德传统美食，这样想想还挺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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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4.16我们去了逢简水乡取材、参观。我们在逢简参观的时候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桥，

各具特色的祠堂，淳厚朴实的村民，来自各地的游客。 

          “逢简水乡”正如名字一般，在逢简有很多的河流、池塘。也正因如此逢简有各种各样

的桥，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明远桥、巨济桥、金鳌桥。由于时间问题我们只看到了巨济桥和

金鳌桥，巨济桥是一座三孔石拱桥，金鳌桥是一座单孔石拱桥。从这两座桥可以体会到古代

人类的智慧是多么的伟大。 

       逢简还有许多祠堂，刘氏祠堂、梁氏祠堂、李氏祠堂、黄氏大宗祠。我们只到了和之梁公

祠，我们在公祠里看到了许多精雕细琢的细节，古代的建筑风格使人不禁惊叹它的美。 

        在逢简不但有随处可见的村民、游客，还有画者在林荫下作画，用画笔记录下这美不胜收

的景色。 

          这一趟逢简之旅，收获更多的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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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格琴（动漫132班） 



        周四的下午老师带领着我们去到了顺德著名的水乡——逢简。一踏上逢简村头，便感觉清

爽，四面环水，古风犹存，是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走在逢简窄而幽长的石板路上，依河而

建的街筒，临水而筑的民居，百间未经修葺的老屋，随处可见的石墩青板，小桥、绿水、古

榕相映成趣，构成一幅一幅美丽的静物画。难得一见的是一间清清静静，精精致致的觉妙净

院，完全没有庙宇阴森恐怖的感觉，到处插满各色的香水百合，花香四溢，庵里的尼姑全部

穿着清一色的素雅的浅灰袍子低声诵经，梵语绕梁，神秘而悠扬，我们全部人都忍不住进院

参拜。 

        巨济桥为梁式三孔石拱桥，花岗岩石构筑。全长24米，顶宽4.45米，高4.1米，桥拱为纵联

砌置法，桥两边各有十二级石阶，桥栏两边各有望柱十四条，柱头雕石狮子，石栏华板刻花

纹图案装饰。 

        梁氏祖祠建于光绪年间，砖、木、石结构犹为精细，灰雕工艺精湛，是逢简村祠堂保存尚

好之冠。该祠堂耗时30年方建成，正处于顺德丝绸业迅速发展阶段，祠堂的规模和装饰反映

了当时梁家的地位和财富。石雕装饰是该祠堂的重要特点，展示了当时石工的高超技术。 

四、
学
生
感
想 

封洁莹（动漫132班） 



        俗话说看万卷书不如行一里路，通过这次去逢简又加深了对这句话的理解。 

        看照片永远没有，去实地看得明白。 

         刚下车，我们就被它浓厚的历史给打动了。我们沿着一旁的道路走去，之后我们遇到了一条河，河上架起了一座

无名桥。我们之后沿着河走了下去，看着河边那一颗颗长得茂盛榕树，默默地感叹道这些树应该都比我大吧！ 

        之后，我们被老师带到了乡间的小路，看到路旁盛开的鲜花和小草，心里想这有多久没有走过这样的路啦。走了

一小会开到河中有艘小船，又感叹道这真是照应了逢简水乡的称号啊，我们继续的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不过没有看到

暮归的老牛。而是看到了一座奇怪的桥。对于这样的桥，咋一眼看上去好奇怪，为什么奇怪呢，应为只有一半，不过

走近仔细一看，一股历史气息扑面而来，再看看两边的石头，这两个石头像狮子，原来这就是闻名的石狮巷桥了。 

         然后我们又走了一会，你猜看到了什么，同行。我们看到了有同行在湖边写生。技术吗还是可以点个赞的。有点

扯了。回到主题，我们来到了一个湖边碧绿的河水，茂盛的草丛，几颗杨树散开这它们茂盛的枝叶，看到这一幕，我

不由再次感叹真的好漂亮啊。这真是个美丽的地方。怪不得同行来着写生，再给你点个赞。 

        我们告别了湖泊来到了游船码头，原来刚刚的小船来自这里啊，再看看陆地上，又是一颗榕树。旁边还有几位大

爷聊天；然后来到了一个祠堂，感觉到凝厚的历史气息。 

        我们出了祠堂，看到了一座历史悠久的桥，这次桥是有名字的，叫巨济，真是好名字，然后我们又穿过小巷，来

到了小学，最后游览了金鳌古桥。 

          这就是我们这天的逢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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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杰（动漫132班） 



        星期四下午，我和老师、同学一起去了逢简水乡。逢简村，就是这次我出行的目的地。

这里被大小河道所环绕，河道交错，小桥林立，才形成了逢简这个地地道道的水乡风貌。

那里风光明媚，有很多别致古老的建筑和桥梁。我还发现哪里有着很多充满艺术感的咖啡

厅和茶馆，他们保留着古代建筑的风格再进行装修和改良，让人感觉有独特的气氛。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里的桥。桥身上刻满了历史的痕迹，青绿的青苔，细缝间的

小草，都能看出了桥的历史。走着青石板路，穿行在逢简村的古老历史回忆里，感觉这里

的宁静。许多拆了的老屋，或是倒下的旧墙，似乎都告诉我们，逢简，有一段丰厚的过去。

不过那里的建筑大都很新，不像是陈旧的感觉，我和我的朋友都说那已经不是旧的东西了，

都被翻新过的，显得有些斑驳和不协调。然而散布各处的历史文化遗迹，还是在向人们透

露它曾经有过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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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铃（动漫132班） 



        2015年4月16日的这一天，我到了杏坛的追逢简水乡，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但是我是

杏坛人，已经听到了好多次这个名字了，我觉得今次要好好地去探究这个熟悉的名字。                                                      

老师组织了一次去逢简水乡的活动，让我们了解多一点，并收集风景照去做项目，我对这

次活动感到开心，可以到原地收集图片，而不是在网络上，我可以摆脱电脑，亲身去体现

这个水乡了。                                                                                                                                                                    

         到了逢简,环境的确很不错。有各种各样的桥.祠堂刘氏大宗祠明远桥......村民他们都很

热情的为我们指路的，感觉很自然。 

          我去到一条街上市时，还看到在屋子上筑巢的鸟，大家都很开心，不忙地拍照，有机

会的话，我要再一次慢慢的领略逢简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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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动漫132班） 



      想再一次去逢简，那的环境的确很是不错。 

      这次的目的，我主要是要找那几座桥和宗祠，一直以来是对逢简那几座桥和宗祠是期待

满满的。 

       巨济桥，金鳌桥，明远桥，这三座在逢简最有名的名桥，历经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仍屹

立不倒。只是有些可惜的是巨济桥，和明远桥在多年的重修中早已失去了以前的面貌。 

      走了不少地方，现在的逢简渐渐的越来的现代化，除了那几座桥和祠堂旧址还有以前的

味道。在古村四周散落的古榕树最能体现逢简的古风古色，一路过来经过了不少的百年老

树。 

       古榕树依水而生，粗壮的根枝向四周生长，炎日在树荫下小憩闲聊更能体现古村的宁

静安逸。沿着小路行进，沿途有不少的商铺，一些当地特色的美食映入眼中，可惜身上没

多少钱，只能望眼欲穿，依依不舍的离开了，下次要和老妈一起来吃个够 。本来是打算看

那几座桥和宗祠的，不过时间有限，只去了几个地方，要找个时间自己再去一次。 

四、
学
生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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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燃彤（动漫132班） 



         水乡粤韵，诗书人家，四面环水、古风犹存，这是网上对逢简的评价。 

         在这个星期四我们有幸可以去到逢简实地考察，在此之前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到网上

找了许多关于逢简的资料 

         那天是一个好天气，我们经过了十几分钟的车程，到达了逢简水乡，在下车处慢慢地

向里面走去，沿途风景远离繁嚣，空气清新宜人，那里的人都是一种悠闲的状态，在我们

行走时有一条小舟缓缓的向我们驶过来，上面坐着几个游客，价钱也是贵贵的。 

         之后我们去了梁公祠，一进去古风气息扑面而来，每一块砖都记载着历史的发展，时

间的变迁。在里面的一个地方放着龙舟时的大鼓与一些旗子，到明远桥后，站在桥上看着

下面浅绿色的河水蕉林蔗地上，旧日店铺基础依稀可辨，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繁荣的古代水

乡市集景象。 

         穿梭在这些古街道中，人的心境不觉变得沉静下来，这是我在逢简受到的最大感想。 

四、
学
生
感
想 

黄铭欣（动漫132班） 



五、
合
照
留
影 



谢谢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