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狂风难撼黄丽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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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康有一村叫黄丽窝村，不但村名挺好听，而且还有一番来历呢。据这么多

年来的口耳相传，黄丽谐音黄鹂，即黄鹂鸟，相传村里以前有黄鹂鸟飞来做窝，

故得名。因为黄字不雅，黄丽窝大队后来改名为红丽大队，最近才改成现在这样。

在我想象中，黄丽窝村应该是小小的，似黄鹂的窝。直到亲身探访才发现，那是

一个大村庄，大到有新村、老村之分，大到占地几百亩，大到数百年内出了无数

俊彦，大到足以抵抗任何狂风暴雨。

黄丽窝村位于北海市铁山港区南康镇，西距南康镇中心约 7千米，与闸口镇

交界，由新村和老村组成，是南康镇八大古村落之一。

夏日的黄丽窝，芒果、黄皮果、柚子等果树被果子压弯了枝头，欢迎远道而

来的游客。果树下阳光斑驳，一只狗蹲在那儿吐着长舌头。一座重修的祠堂前，

水汽氤氲，碧波荡漾，池塘散发的水味和大地同有的土香味混合飘来，是我熟悉

的味道，农村的味道，大自然的味道。

黄丽窝村居住的钟氏家族来源于颍水流域人家，故钟氏祖堂称为“颍川堂”。

晚清时，为了躲避战乱，他们从广东湛江搬迁至此。

钟氏祠堂后面是一座炮楼，虽年久失修，仍依稀可见当年的风貌。四角形的

炮楼屹立在绿树丛中，外观整体保存完整，看上去十分坚同。历经近百年风雨，

炮楼外墙斑驳，墙面长满苔衣和寄生植物。据说炮楼建于 1926 年，作为防御工

事，炮楼四面有窗，有枪孔，黑洞洞的。

炮楼是为了保一方平安，抵御外敌或盗贼的入侵而建的。当年建炮楼时只能

靠手扛、肩挑、牛运，原料主要由灰沙土、石灰及红糖构成。建筑工事是为了抵

御贼人入侵，塔身厚度超过半米，相当坚固。

修筑炮楼的同时，还修筑了城墙。那时强盗猖獗，民不聊生。后来有人提议，

修建一道城墙，来抵御贼人侵犯。这一提议马上得到了村中一位地主的支持。他

出资聚集族人修筑城墙。历经五年之久，才修筑了这道防御城墙。据考证当时城

墙“长千丈，高二丈，厚二尺有余”，主要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城门墙



上都有炮眼。村里人把它叫作“小长城”。

炮楼和城墙建好不久，以刘米华为首的劫匪 400 多人攻击黄丽窝，被挡在了

城墙之外，从此不敢涉足。

抗日战争年代，城墙再次发挥了其重要作用，保住了大多数村民的性命。炮

楼和城墙帮助村民逃过了多次劫难。直到那次，更大的“狂风”来临。国民党的

部队围剿黄丽窝抓捕共产党员。黄丽窝党的地下组织利用炮楼、城墙和敌人展开

了激烈的战斗，枪林弹雨，炮声连天。后来敌人拉来大炮轰炸，城墙被炸开。共

产党员终因寡不敌众被抓捕，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人钟逢仁、钟逢适不幸牺牲，村

民也因此流离失所。尽管炮楼之后经历了许多狂风暴雨：土匪威胁、强盗偷袭、

风灾水灾……城墙仍然屹立在南康这片坚强的土地上。

城墙不倒，精神永在。当年，黄丽窝子弟有 100 多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军

队，有 20多名升职为营级以上干部，有的甚至当上了师长。

如今，国泰民安，城墙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风化成了历史回忆，成为一抹

永恒的时代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