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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古不成今”，罗汉强、梁莲英等同志经多年的深入研究，以传承和发扬中国园林的优秀传统为宗
旨，编纂了岭南园林书系之一的《余荫山房》，内涵丰富，论述有据，涵盖了宗祠、书院、园林等文
化，图文并茂，有卓跞的探索性、人本的哲理性、差莆的可读性、有衡彭的欣赏性。
该书的出版，将使人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岭南园林“妙在小、精在变、长在情、巧在景”这一特色的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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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时移世换　　深柳堂前廊柱悬挂着邬彬的自撰联，其中下联写道：“蜗居容我寄，愿集名
流笠屐，旧雨同来，今雨同来。
”由此可见，这座同林建成后，就一直成为邬彬家族生活和社交活动的主要场所，园主常与各方骚人
墨客雅集园中。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邬彬辞世后，余荫山房产业由其次子邬宝莹继承。
邬宝莹辞世后，其子邬庆桂又继承该项物业直至全国大陆解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番禺县人民政府派工作组进驻南村，组建地方政权，继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按照
当时没收地主财产的政策，对作为南村十大主（十大地主富豪）之一的邬庆桂家族财产的余荫山房予
以没收，用作地方政府番禺县第五区公所的机关驻地，从而宣告了余荫山房自1871年建成起至1950年
政府接收为止长达79年作为私家园林的历史终结。
随着时间的流逝，余荫山房在所有权和使用功能方面都发生了改变。
善言邬公祠先后用作贲南中学和番禺二中校址，1952年番禺二中迁往沙湾后，善言邬公祠收为区公所
办公用地，部分房产用作南村供销社仓库。
在“三面红旗”，风起云涌的1958年，番禺县第五区公所易名为番禺县南村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办
公地址仍设在余荫山房花园及善言邬公祠内。
余荫山房长时间用作政府机关办公场所，虽然功能改变，且缺乏专人经常性地对园林设施和绿化植物
的维护保养，但总比某些名胜古迹用作工厂、民居、仓库等优胜得多。
因为政府工作人员思想素质、文化意识都比较好，有这样优美的园林环境作为办公场所，大家都非常
珍惜。
公社还于1959年出资对山房进行了一次大范围小规模的维修保养，力保减少这座园林人为破坏的因素
。
　　（三）文革历险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开展对“封、资、修”
思想、意识形态的大批判，“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
这时，南村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相继出现了多支红卫兵队伍，他们四处寻找“四旧”，凡是被认为
是“四旧”的东西，他们都毫不留情加以横扫，满园诗联、文采缤纷的余荫山房，被视作充斥封建主
义思想、文化的藏污纳垢之所，首当其冲自然不在话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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