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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黃埔區對轄區內十類古遺存（以下簡稱
「十古」）的文化歷史信息進行了系統梳理、挖掘，

對 「十古」加以活化利用，在實現老城市新活力中凸
顯濃墨重彩的歷史文化遺產底色。

在全面摸清 「十古」家底的基礎上，黃埔區廣泛徵
集專家、學者、村民各方意見，為城市更新、環境治
理提供堅實的歷史依據與借鑒思路。明確了政策導
向、基本原則、前提基礎、對象內容與方式、管理運
營要求，確保古遺存利用活化的有益性、適宜性、獨
特性、可持續性。

所謂 「十古」，即古村、古樹、古屋、古廟、古
巷、古道、古塔、古井、古橋、古碼頭。列入保護項
目的 「十古」，反映了當地古代歷史各個發展階段涉
及政治、宗教、軍事、科技、工業、農業、建築、交
通、水利等方面的歷史文化信息。對古遺存的合理利
用，主要通過博物館、遺址公園、城市公園等，為文
物保護、展示闡釋、傳播教育、產業轉化提供有效平
台。將所處的空間環境開放為街心公園、公共綠地、
小型廣場、街道活動場地等，設置必要的展示服務設
施，為公眾提供具有歷史氛圍的公共活動場所，深化
文物價值認知。

蓮塘村位於黃埔區九佛街道，是廣東省歷史文化名
村。村裏的大祠堂時四陳公祠建於1899年，保留着一
派古風古韻。走進這個有着 700 多年歷史的古老村
莊，遠遠可見20米高的參天巨榕像一把張開的大傘，
福蔭着這片土地。700多年間它多次瀕臨死亡，又多次
復生，就像是長壽的長輩，見證了蓮塘村世代變遷。

老樹常青不僅成為蓮塘村的佳話，亦成為黃埔區
「十古」文化遺存保護及活化利用工作成效的真實寫

照。
蓮塘村風水堂正面有一條小軸線，以這條軸線為核

心將 「山、水、古村」連接為一體。在黃埔區701處
十類古遺存當中，蓮塘村的古遺存佔了36處。除古
樹外，這裏有最早建於宋代的12口古井，建於清代
的祠堂、家塾、書舍、書室等嶺南特色古建群落和街
巷。在廣東的古村中，尚保留着這種小中軸秩序的已
經為數不多。

這正是學者們珍視的 「秩序完整、山水完整」，九
佛街道的3個傳統村落都有這樣的共性，就是 「山、
居、塘、田」是一個完整的保護體系。黃埔重視古遺
存的保護開發，確保了基本山居模式的延續。

在重視物的保護同時，編撰村史、挖掘古遺存背後

的故事，並努力講好故事，把文脈一代代傳承下去，
守住蓮塘的 「根」。

著名藝術家將上世紀50年代建成的青蓮戲台作為
粵劇傳承基地，時常帶學生在此唱戲學藝。少年們施
粉黛、着戲服，稚嫩的面孔和古樸的戲台相映成趣。
他們從蓮塘村豐厚的歷史文化傳承汲取營養，粵劇課
堂因此鮮活，百餘年古村因此返老還童。

穿行蓮塘村， 「鏈咖啡」館、 「荷塘月色」茶室、
「愛膳蓮塘」餐廳、九佛蓮塘 「懂通實」活力館、蓮

塘家風館、黃埔圖書館蓮塘分館……紛至沓來，新舊
碰撞讓古遺存 「活」了起來，吸引了四方來客，也把
越來越多在外打工的青年吸引回來。

古樹保護，是黃埔古遺存開發的一個亮點。在長嶺
街道嶺頭社區，枝葉繁茂、鬱鬱蔥蔥。根枝粗壯的大
樹都貼着二維碼標識。長嶺的老人們說 「這些樹是看
着我們長大的，守護着我們幾代人，我們也要好好守
護它」。黃埔區登記在冊的古樹名木為 5208株，約
佔廣州市古樹名木總數的53%，約有3096株散生在自
然村落的房前屋後。黃埔區全面推行林長制，明確
「開展古樹名木的信息化、數字化、智慧化全生命周

期管理」。應用三維 GIS 信息技術，建立一樹一檔
「一張圖」，全區古樹全部納入古樹名木電子地圖系

統。實施 「古樹故事」保護項目，挖掘古樹名木相關
的歷史故事，拍攝村民口述視頻，人們可以掃描樹上
二維碼，讀懂古樹歷史。此外，攝像頭及振動位移傳
感器等高科技裝備也被應用到古樹名木的保護中，對
古樹的生長環境、生長情況進行實時監控。

尊重歷史、尊重民俗、尊重群眾需求，就會獲得理
解與支持。

城市改造極大地提升了環境：建築整治、場地綠化
和環境塑造，改善了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在確保文
物安全和文物價值的前提下，與古遺存價值展示和文
物環境改善相協調，發展文化產業、旅遊業等低能耗
低強度的產業，形成了適合古遺存保護利用和地方經
濟發展的產業環境。

融德里位於原沙步村的鹿步大街。南宋末年中原移
民南渡，在此造屋、鑿井、鋪路、挖塘、墾荒、種
地、立祠堂、建神廟。

而今，作為城市更新項目，被打造為歷史文化保護
街區 「融德里」。

緊鄰鹿步滘古運河的融德里，整體呈現一水兩岸一

湖心島的空間格局，借鑒嶺南傳統布局方式，結合
廣州 「六脈皆通海，青山半入城」的山水城市設
計思路，打造原汁原味的嶺南建築群落。秉承
着 「修舊如舊」的理念，保留原有街巷肌理。
在此基礎上對建築和街區的功能進行提升，適
應現代生活和商業、辦公的需求。

大量傳統嶺南建築的細節如青磚、瓦片、嶺
南山牆等原有的元素被精心保存；灰塑、彩
繪、滿洲窗、蚝殼牆，被完整保留；一些原有風
貌特徵不明顯、保護等級較低、存在安全隱患的建
築結構被加固；後期加建的破壞
原 有 風 貌 的 部 分 被 清
拆，同時實現了三
線下地、四網融
合 、 雨 污 分
流。仿古建
築既有古建
築 的 特
色 ， 又 有
現代建築的
通透。

石 板 路 保
留 着 初 始 的 面
貌，雨天不打滑，
潮濕不長苔。讓老廣州
充滿了回憶；商業外街的廣
場，為村民重大日子舉辦戶外流水席提供了充足的空
間。老字號酒樓、婚慶策劃、特色民宿為三大主力業
態；龍舟文化、粵劇文化、嫁娶文化的傳承與體驗為
核心記憶點；始建於明朝的宗祠，修復時最大限度還
原建築原貌，以往私家園林的精緻感被置於公共景觀
之中；榕樹下的鳥類自然灘塗棲息地，大量可食用的
濕生植物，為鳥類提供隱蔽而可食用的生活環境。

全新的嶺南濱水睦鄰街市，從新生活體驗和舊情懷
感知兩個角度，突出當地文化屬性，有層次地營造出
居民物質精神供應集合點和遊客愜意生活、人文體驗
的目的地。

古運河鹿步滘扶胥古運河港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
節點起點。韓愈有 「扶胥之口，黃木之灣」的描述
（《南海神廣利王廟碑》）。港口的看海亭，正對浩
瀚珠江，日出時 「火雲一燒，天海皆赤」，讓遭貶途
經的蘇軾頓生 「坐看陽谷浮金暈，遙想錢塘涌雪山」
（《南海浴日亭》）的感慨。 「扶胥浴日」由此成為
宋元兩代 「羊城八景」之一。海絲文化牆以大紀事碑
的形式，將開挖古運河、開闢海上絲綢之路的故事以
文字及地圖的方式給予呈現，凸顯出歷史上扶胥港口
重要的國際性地位。

巍峨的現代建築樓群環繞融德里。那裏有村民的復
建住宅，村民們隨時可在融德里休閒、祭祀、購物，
享受生活；在湖心島大樹下，喝茶、聊天、打牌、聽
戲，延續久遠的生活場景。

融德里由此成為黃埔舊改中歷史文化街區改造的標
杆。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始於歷史、立足現實、面向未
來的優秀範例。如果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那麼，融德
里便是一首古典與現代的交響曲。

古遺存不僅僅是黃埔發展旅遊經濟的重要資源，更
是黃埔社會歷史文化的載體，是黃埔城市建設的精神
支柱之一。

來自西子湖畔的作家陸春祥，對黃埔伏虎山下的蘿
峰，讚美有加：山不高，風景卻絕佳，樹茂草盛，溪
澗環流，曲徑通幽，常年雲霧繚繞，晴空時，登峰眺
遠，眼前景色盡收。玉岩書院披滿八月熱烈的陽光。
微風吹拂，給人別樣的清涼。整個書院，依山隨勢，
樓連樓，閣依閣，檐接檐，大多藏在樹蔭中。催詩台
前的荔枝樹，已經1021歲，是廣州最老的荔枝樹，
去年依然掛果纍纍。

玉岩書院名稱幾經改動，教師幾度易
人，但始終一如既往，講授、研究、
論道、修身，都是為了文化種子的千
年賡續。

陸春祥 「深深喜歡」一副古對
聯： 「世上幾百年舊家無非積德，

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感嘆
「嶺外玉岩，八百年時間與空間的美

妙組合，最有力量的讀書種子，往往
在剎那中變成永恆。」
長洲街深井古村是一座有着700多年歷史

的古村，具有嶺南風情的青磚大屋、石板街巷比
比皆是。微改造實施之前，街道成立了由專家學者、
社會組織、職能部門、村民共同參與的 「深井共同締
造工作坊」，探索老舊小區微改造與傳統村落保護之
間最大限度的平衡。工作坊與村民們形成共識：一定
要保持深井安靜、寧靜、平靜的文化氛圍。

如今，改造後的深井村不僅是一個旅遊區，而且是
以創意產品研發和、教育講學為主導的 「大學生文創
基地」、以休閒體驗為輔的 「慢生活島」。被授予全
國改革先鋒的著名作家蔣子龍，對改造後的深井古村
極為讚賞。他最感興趣的是深井古村作為對外貿易的
集散地的歷史： 「深井之深，留給我的思索極其豐
富。比如，原本 『深藏不露』的深井村，竟是中國第
一個 『國際村』……廣東巡撫楊永斌在寫給朝廷的奏
報中稱： 『深井村民多有能蕃語者』。」

黃埔 「十古」的保護和活化利用開發，既是區域文
化遺產保護的體現，也強有力地促進了地方經濟和文
化產業的發展。黃埔古遺存利用有清晰的技術路線、
操作程序、技術要求。通過科學的方法、程序、技術
指引，推出全國首個導航類應用軟件文化保護對象地
圖、全省首名文化遺產檢察官、全市首創 「屋長+保護
責任人」制度，明確古遺存開放管理中的日常管理、
社會服務、運行評估與調整、職責與要求，建立歷史
文化遺產保護聯動機制，強化相關職能部門的橫向聯
動機制和 「區政府-街鎮-社區」三級管理的縱向傳導
機制，切實形成了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合力。

長遠規劃的歷史課題，是當代人的歷史使命。縱觀
黃埔古遺存的發掘、保護、活化、利用，可謂高標
準、高起點、高質量。被擦亮的黃埔 「十古」從歷史
的塵封中，重新煥發出新的活力，與無數處於世界科
技前沿的現代企業一道，散落在黃埔的青山綠水樹之
間，如珍珠般閃閃發光，彰顯出黃埔深厚的歷史文化
底蘊，以及黃埔在高速發展的經濟建設中自覺的文化
追求。隨着黃埔城鄉一體化步伐的進一步加快，黃埔
古遺址的保護開發一定會取得更大的成績，提供更有
益的經驗。

擦亮擦亮 「「十古十古」」 彰顯文化彰顯文化
廣州黃埔區活化利用古遺存見聞廣州黃埔區活化利用古遺存見聞

廣州市黃埔區，是嶺南經濟重
鎮。2021年，全區實現地區生產總
值（GDP）4158.37億元人民幣，
人均GDP為33.71萬元。在經濟高
速發展的同時，黃埔區深刻認識
到，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土壤，它為
經濟發展提供了內在的價值動力，
也提供了重要的價值環境。正是基
於這一認識，黃埔區在深耕文化建
設工作上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黃埔文化資源豐富，文物繁盛，
轄境內有古代 「海上絲綢之路」 發
祥地——南海神廟，近代中國民主
革命策源地和有中國 「將帥搖籃」
之稱的黃埔軍校舊址，東江縱隊
增（城）、從（化）、番（禺）獨
立大隊隊部舊址，嶺南建築的瑰寶
——玉岩書院、橫沙書香街、深井
古民居、蓮塘古村等。 文/陳世旭

玉岩書院玉岩書院。。 李劍鋒李劍鋒 攝攝

「「融德里融德里」」 歷史文化街區歷史文化街區，，
嶺南古建築群古意十足嶺南古建築群古意十足。。

黃埔區長嶺街道落實古樹名木黃埔區長嶺街道落實古樹名木 「「樹長制樹長制」」 ，，保護彌足珍貴的物種資源保護彌足珍貴的物種資源。。 李劍鋒李劍鋒 攝攝

蓮塘村時四陳公祠蓮塘村時四陳公祠。。 肖昆華肖昆華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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