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康散记

林少海

阳春三月，北海正是春暖花开、万紫千红的时节，我邀约二三好友，一起到

南康镇春游。

南康镇是有着 2200 多年历史的古镇，是第一批广西历史文化名镇，中国首

批特色小镇之一，早已闻名遐迩。走进南康镇，但见城区建筑整齐有序，崭新别

致；街道绿树成荫、美丽整洁；城镇中心标志性雕塑《海纳百川》在春天的阳光

中熠熠生辉。解放路、上新路、胜利路、沿江路等老街区是我们必到的地方，因

为老街区的骑楼建筑是南康近代历史的活化石。这里的骑楼与北海市区珠海路、

中山路的骑楼一样，是岭南地区保护较好的骑楼建筑之一。

南康镇的骑楼建筑是中西合璧式建筑，是北海唯一保存完好的乡镇级法式骑

楼建筑，迄今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了。与北海珠海路、中山路的老街热闹繁华

的氛围迥异的是，这里很多的骑楼建筑都是居民所住，很少作为商铺使用，因而

商业气氛很淡。行走在骑楼老街，感觉环境很安静，静得时间仿佛也慢了下来。

骑楼下，常见三三两两的老人在聊天儿，慢声细语地，时不时还会笑出声来。老

街有一位大姐在制作手工纸偶，这种纸偶一般用在各种祭祀场合，据说，这是大

姐家里祖传的手艺。由于是纯手工制作，大姐又是精益求精之人，所以一天时间

只能做 10 个左右。在这时代，还能坚持传统手艺的人，其实很少了，我们不禁

为大姐的执着感到钦佩。

据说，在民国时期至 20世纪 90 年代，解放路的骑楼老街仍是南康最繁华的

地方，是十里八乡村民“趁圩”的集中地。北国客栈、广华昌针织厂、茂隆商铺、

同和隆商铺、珍文书店以及“又发”黄记副食酱料厂等许多大商号曾设在解放路

老街的骑楼，这么多的商铺集中在这里，可以想象，当年的老街是何等的繁忙热

闹。现如今，往昔的繁华场景已经成为历史，所幸的是，作为近代南康繁华时期

的见证者，骑楼基本保存完整。骑楼大多以两三层居多，而且凭栏、门窗等处的

精美雕花还是常常可见的。骑楼二楼的雕版图案多为花草，做工精细，栩栩如生，

古味幽然。骑楼的窗楣有方形的、半圆形的、敞肩形的，是民居建筑风格和古建



筑艺术的典范。在老街，我们看到一排两层高、4 栋相连的骑楼，这在旧时代算

是名副其实的豪宅，这座豪宅现挂牌“杨天锡故居”，属北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虽经岁月的磨砺，墙体已经有些斑驳，但是这排骑楼仍难掩旧日的豪华。

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南康镇政府总体规划是将老街区打造成集旅游、餐饮、

民俗、民宿等多元素融合的特色街区，对沿街骑楼修护改造，保护性修复古建筑，

建立配套服务设施。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老街，在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变迁之

后，将会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光彩！

作为一个拥有 2200 多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千年古镇，南康的文物古迹众多。

这正合乎我们的心意，因为我们几个都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出身的人，对于文化

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古镇，只要你是有心人，就会发现很多古色古香的古庙、

古建筑、古井、古街巷。我们在古镇先后瞻仰了三帝庙、三婆庙、冼太庙、天波

府、四大古井、摸乳巷等古迹。三帝庙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庙内

供奉的是真武大帝、关圣帝君、华光大帝，距今已经有 250 年的历史了，现在的

三帝庙已经过多次修缮，三帝神像是 1995 年重塑的。三帝庙的香火很旺，每逢

妈祖诞、观音诞、中秋节、农历正月初一、正月十五等日子，村民就会带着丰盛

的祭品来此烧香祝愿。其实，三帝庙和南康古镇的历史渊源深远，在清道光年间，

以三帝庙为中心，建起了“南康圩”，板砖铺设了新的街道——大庙街，逐渐发

展成了集贸中心。三帝庙内还有一口古钟，由于年代久远，古钟有些锈迹斑斑，

但是镌刻在古钟上的“风调雨顺”四个字还是依稀可辨，用木棍轻轻地敲敲古钟，

悠扬的钟声“当当”响起，令人感到心灵的安宁。三帝庙不远处有一口青龙井，

青龙井是南康老街四大古井之一，井前有一小牌匾，雕刻着金黄色的“青龙井”

三字。从牌匾上得知，青龙井已经有 400 余年的历史了。据说，井里的水很甜，

有清凉解毒之功效。井壁周围生长着一些蕨类植物，有自来水管伸入水中，青龙

古井现在仍然惠泽世人！

南康古镇文化底蕴深厚，这与其自古以来重视文教是分不开的。据相关资料

的不完全统计，在古代科举阶段，南康古镇先后出了进士、举人 30 多人。我们

特意去了南康中学，因为南康中学的前身珠场社学是南康古代的重要文教场所。



该书院创建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校园有《重修廉州府学碑记》《新建珠

场社学碑记》等文物。我们徜徉在南康中学内，校园树林碧绿青翠，环境幽雅。

遥想当年，这儿也一定是书声琅琅，书香四溢。书院当年的读书求上进的精神一

直延续至今，激励着一代代南康的莘莘学子。南康中学涌现出了一批批优秀的人

才，如打响“一·二八”淞沪抗战第一枪、后成为上将的抗日名将张君嵩，在南

京保卫战中牺牲的少将谢彩轩，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谢有畅教授，中山大学生命

科学院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庞义博士，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中科院半导体研

究所我国第一代集成电路隔离技术带头人姚坚厚总工程师等。古镇的文脉能够传

承迄今，重视文教是重要原因之一。在这座有着百年历史，人才辈出的校园内，

我们不带走一花一草，但是我们都希望可以获取些文化灵气，感受其厚重的文化

气息，足矣！

南康简屋村一角 北海市铁山港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供图

我们在南康的三天时间里，除了感受到浓郁的古镇文化之外，还到了南康的

简屋村去体验田园风光。简屋村的道路很宽阔，不再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而是

硬化的道路，到处可以看见绿油油的树木和崭新的楼房，很多村民的家里还用上

了太阳能热水器。村里建有凉亭楼阁、文化综合楼等文化设施作为村民休闲娱乐

的场所，这可以看出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用风景如

画来形容简屋村是很恰当的。漫步在简屋村，仿佛是在逛公园。我愿南康这样的

美丽乡村多一些，更多一些！这何尝不是每一个热爱南康的朋友们的共同心愿



呢？

南康的生活节奏是慢的，南康古镇静谧、古朴、祥和、绮丽。南康人善良、

勤劳，生活得恬淡、悠然、适意。南康古镇就好似一本好书，一壶香茗，只有细

细品味，才能品出其中蕴含的独特魅力。古镇内的文化古迹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值得好好珍惜。我们可以依托古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优美的环境资源，以打

造“乡愁、乡情、乡思”品牌为目标，谱写古镇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