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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 不急功近利， 不大拆大
建。 要突出地方特色， 注重人居环境改善， 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 ‘绣花’ 功
夫， 注重文明传承、 文化延续， 让城市留下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 2018
年 10 月 24 日，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州市永庆坊的重要讲话， 为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 城市更新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广东近年来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指示精神， 以坚定的文化自信、 高度的文化自觉、 强烈的文化担当， 以 “绣
花” 功夫， 大力推进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延续城乡历史文脉， 传承弘扬
历史文化记忆， 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 让城乡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欧阳仑， 作为广东省文物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 多个城市更新标杆项目
的负责人， 一直在用他精湛的 “绣花功夫”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积极且专业地促进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让城市留下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
愁。

欧阳仑是历史文化遗产建筑保护的倡导者、 践行者。 早在 1994 年他就
组建自己的公司， 开始从事南粤古建修缮。 他先后主持完成 “开平碉楼”
“自力村核心展示区碉楼” “白沙祠” “碧桂园故乡里” “番禺潭山许氏宗
祠” “番禺石楼善世堂” “顺德和园” “广州永庆坊” “深圳南头古城”
“江门启明里微改造首开区” “新会学宫” “开平学宫” “李小龙祖居”
“南海神庙环境整治” 等项目。 2019 年驻场主持完成的 “广东河源市仙坑村
四角楼修缮” 工程项目， 获得了 2020 年度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优秀项目”，
在全国仅四个项目获此荣誉。

欧阳仑在多年古建修缮的实践中， 不断总结施工经验、 升华施工工艺，
形成了高超、 原真、 古朴、 细腻的古建修缮技艺， 在业界被赞誉为欧阳 “绣
花” 功夫。 欧阳 “绣花” 功夫不仅雕琢出了一项项精品工程， 而且成为了历
史文化保护与传承领域能够深刻体现工匠精神的样本和标杆。

广州历史街区永庆坊微改造工程是欧
阳仑的经典之作， 也是他感到最为满意和
自豪的代表之作。

永庆坊， 位于历史悠久的广州西关恩
宁路，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城市记忆。
永庆坊曾是广州市危旧房最集中的区域之
一。 在永庆坊， 建有不同时期的南粤广府
风格建筑， 既有清末民初的青砖墙体民居，
也有民国时期红砖墙体民居， 还有上世纪
50-60 年代及 80-90 年代的水刷石 、 青砖
红砖混砌民居， 广府历史时期建筑呈多样
性。 但是这些历史时期建筑由于岁月的侵
蚀而受到严重的损害， 有的建筑出现下沉、
墙体酥化开裂、 墙体倾斜， 有的已经倒塌。
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历史时期建筑迫在眉睫。

2015 年， 广州市荔湾区旧城改造项目
开始实施， 项目中心经过严格的招标程序，
确定广州万科为合作企业， 项目采取 “政
府主导， 企业承办， 居民参与” 的改造模
式， 对恩宁路片区进行改造。

2016 年， 欧阳仑及其团队经过专家评
审、 项目负责人现场评比等重重考核， 成
功成为广州万科合作单位， 承接了恩宁路
项目古旧建筑修缮加固工程。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欧阳仑和他的团
队凭着 20 多年积累的专业经验和能力， 全
面参与工程设计的优化， 坚持古旧建筑的
修缮理念、 工艺， 抓住最细微的环节， 一
丝不苟， 下足 “绣花” 功夫。

“街巷的每一寸肌理、 每一座老房子
都有着独特的历史记忆， 它们是这座城市
的乡愁。” 欧阳仑对古建的修缮有着深刻的
认识和理解。 正是这种认识和理解， 使他
和他的团队在施工过程中更加以专业态度
对待每一块砖、 每一片瓦的修缮。 吉祥坊
一号一处墙体发生了局部崩缺， 为了恢复
原貌 ， 团队先通过注浆的形式加固墙体 ，
随后采用与原建筑大小、 色泽一样的青砖
进行修补缺失， “这些青砖是我们从广州
地区收购的， 这座文物修缮一共用了 21000
块青砖， 修完之后， 完全看不出任何差别
来， 连砖缝大小都一模一样”。

建筑外立面直接决定着建筑的风貌和

特色 。 永庆坊存在四 、 五个时期的建筑 ，
不同时期的建筑， 外立面青砖砌体墙都有
0.4 厘米到 1.7 厘米大小不同的砖缝， 缝隙
砌筑灰浆采用黄糖浆拌红泥石灰砂浆或黄
糖浆拌石灰膏灰砂浆 。 在外立面修复中 ，
施工团队没有去改变， 而是保留了这些砖
缝原状 ， 修复也是老方法 。 “只有这样 ，
住在这里的老街坊才能留住家园记忆。” 欧
阳仑这样解释不改变的原因。 正是这种尊
重， 让永庆坊外立面砖缝充分呈现了清末、
民国 、 上世纪 50-60 年代 、 上世纪 80 年
代、 上世纪 90 年代等不同时期建筑外立面
砌体的特征。

类似这种修缮砖缝的细节比比皆是 。
永庆坊多栋建筑外立面采用的是青砖、 红
砖混砌的方式， 在修复过程中也没有做改
动。 永庆一巷 8 号民居， 原有水刷石墙面
修复前已呈空鼓状态， 最初的想法是把它
铲掉重新做， 后来放弃了， 改为采用注浆
的方式将老墙面与墙体重新牢固粘合起来，
将这面老墙面留了下来。

“建筑承载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印
记， 这些印记就镌刻在不同时间、 空间中
的形制 、 材质 、 工艺 、 图案 、 手法当中 。
具体到永庆坊建筑外立面修缮， 我们不是
建设一条仿古商业街， 每一座建筑都有独
一无二的特性， 我们在施工中很尊重建筑
本身所承载的建造过程的历史记忆。” 欧阳
仑特别强调说。

“绣花” 功夫不仅表现在对古建的修
缮， 还表现在对历史遗存的精心 “呵护”。
据介绍， 在施工过程中， 施工队面临的第
一个问题就是施工通道狭窄问题 。 3 米多
宽的永庆大街是唯一的施工通道， 所有施
工人员、 器械和建筑材料都要从这里进出。
而这条街是清末民初时期铺的一条麻石板
路， 是永庆坊街坊记忆的一部分。 为了保
护这条麻石路， 施工队在路面上覆盖了一
层厚钢板和石粉， 将它们完整 “护卫” 起
来。

正是这种 “绣花 ” 功夫和工匠精神 ，
才呈现出 “让人们记住乡愁” 的永庆坊。

欧阳仑和他的团队按时完成修缮施工

在众多的资料记载和许多人的印象中，深
圳是改革开放之后才从一个边陲小渔村发展
成为现代化的国际都市。其实深圳也有着悠久
的历史，其中南头古城就是深圳历史的见证。

大隐隐于市。 隐藏在喧哗繁华都市中
的南头古城是深圳的根。 南头古城始于晋
代、延续至今，拥有 1700 多年的建城史，只
是近百年间古城不断消退而村庄不断膨
胀，随着深圳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最终
形成城市包围村庄、 而村庄又包含古城的
复杂格局。

南头古城是南粤古文化遗产的宝贵遗
存， 它经历并记载着深圳地区的历史变迁。
2019 年 3 月，经过 40 多轮的反复研讨后，南
头古城 “蝶变重生计划”———南头古城活化
与更新项目正式启动， 由南山区政府主导、
万科集团执行落实。古城项目以“粤东首郡、
港澳源头”的定位，提出“源·创·艺·活”的品
牌宣言，将为南头古城带来新生的创意活力
与品质人文的美好生活。

南头古城改造主要集中于南北街和东西
街所组成的十字轴上。 在尊重历史原真性和
时代层积、 兼顾建筑性能和视觉美观的前提
下，对建筑风貌进行分段控制和分级改造。主
街风貌以南粤广府建筑风格为基调， 融入了
当代审美装饰元素， 通过控制新旧材料和新
老元素的选择和应用比例， 从街道表层至临
街建筑纵深的改造，营造一个“低层”建筑古
朴协调、“高层” 建筑多元展示的古城风貌和
古今交融的文化场景。

“我们在南头古城的修缮、改造过程中，
依然延续了修缮永庆坊时的‘绣花’功夫，避
免刻意地去人为制造一条仿古街，也避免整
齐划一地修缮。 ”欧阳仑在南头古城的更新

施工过程中，指导思想非常清晰和明确。
南头古城的改造、修缮将南粤建筑文化

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与永庆坊不同，南头
古城并非是 1-3 层的古建筑、民居楼，而是
民居建筑体量大小不一、高低不一的建筑形
态。修缮、改造面临新的挑战，欧阳仑团队在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与各方协商沟通之后，
将民房外立面的现代瓷片铲除，改成了与近
现代传统工艺更接近的水刷石外墙，从而营
造出了更加浓郁深厚的文化意蕴和风情。采
用水刷石也营造近现代审美的“观感”，例如
南城门修缮完成之后，由于古城门的作用主
要是御敌，整个墙面采用青砖、红砂岩，给进
城门的人感觉很生硬压抑。欧阳仑和他的团
队采用园林工艺手段进行改造，布置一株花
龄达 15 年的炮仗花，并新营造了一个巷门，
用浓郁市井风情的大水缸当作花槽，将这些
爬藤植物植在小巷入口背面，攀上迎面的高
耸居民楼墙壁， 巧妙化解了原来的生硬感，
使得整体观感变得更加柔和、融洽，凸显乡
愁、记忆，颇有诗意。

一点一滴、细致入微的“绣花”功夫雕琢
出了南头古城历史的记忆和乡愁。

南头古城的改造既保留了古城原有的
文保建筑，又首次在城中村微改造项目中展
示明代城墙遗址，使人们阅读历史及增强文
化自豪感，展示南粤广府建筑风格，展示建
设过程古今融通并存的历史文化街区。南头
古城的改造成为城市城中村微改造的典范
和标杆。

与此同时，欧阳仑及其团队目前正参与
广州黄埔区幸福里（文冲村）的旧村更新工
作，并力争将其打造成留住记忆的美丽乡愁
标杆项目。

河源仙坑村四角楼， 又名荣封第， 位
于河源市东源县康禾镇仙坑村， 兴建于清
嘉庆年间， 占地约 5000 平方米， 建筑空间
结构为四堂四横， 是一座典型的客家方形
围屋。

与以往修缮的古建项目不同， 河源仙
坑村四角楼修缮项目是一个 “特殊” 的项
目： 该项目是 “对口扶贫+文物保护+文旅
相融+助力经济发展” 的乡村振兴项目。 该
项目在全国首次创造性地引入 “文物扶
贫” 社会资金介入文物保护的新模式， 当
地政府、 广东省扶贫基金会联合万科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
司完成四角楼的修缮及其仙坑村的可持续
运营活动。 同时， 修缮完成后的四角楼现
由仙坑村集体运营， 除满足一部分居住生
活功能外， 另一部分空间被用于展示客家
文化， 促进仙坑村文旅融合发展。 欧阳仑
作为修缮工程施工总负责人及技术总工 ，
带领他的团队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
身心地投入到四角楼的修缮中。

四角楼的修缮， 再次展现了欧阳仑修
缮古建筑的专业性和精湛的技艺。 欧阳仑
介绍， 四角楼在修缮中使用了 3 个关键性
技术， 其中包括三合土地面修复、 土坯墙
裂缝修复和仿石装饰墙面修复的墙面修复
核心技术， 并在最小干预的原则上， 尽可
能地保留了原地砖和墙壁的原貌。 欧阳仑
研究小组采集并分析了原三合土的配比 ，
经过多重实验和比较， 最终选择了最接近
原地面的原区域性的配比用于三合土地面
的修复。

此外， 欧阳仑确定了墙体的修缮原则，
即在确保墙体结构安全、 风貌完整良好的

基础上， 尽可能保留历史信息。 墙体的施
工采用了土坯墙裂缝修复关键技术和仿石
装饰墙面修复。 在充分研究补充材料的基
础上， 项目组选用了客家地区常见的毛竹
作为土坯墙裂缝修复补强的材料 。 同时 ，
项目组对于屋顶漏水现象进行了全面的修
整， 并对阁楼和门窗采取酌情按原样修复
的原则， 同时疏通排水系统， 排除排水通
道堵塞的隐患。

“保护文物的同时为村民留住乡愁。”
欧阳仑举例四角楼墙裙线的修复进行了说
明。 过去， 仙坑村村民架梁造屋， 推崇广
府地区的风格 ， 但广府地区多用花岗石 ，
在当时不仅开采难， 运输成本也很高， 仙
坑居民独辟蹊径就地取材， 首先使用本地
的夯土筑墙 ， 外墙底层再上一层由禾草 、
稻壳、 石灰等制成的纸筋灰， 最后以墨水
和土黄灰等为颜料， 摔洒其上， 形成花岗
石的效果。 “此次修复， 我们完全复制了
这种技法。” 欧阳仑自豪地说。

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独具地方神韵
的传统技艺， 让四角楼的修缮取得了优秀
成绩。 2020 年， 该项目成功入选由广东省
古迹保护协会与广东省规划师建筑师工程
师志愿者协会联合举办的 2020 年度广东省
文物古迹活化利用典型案例。 同时， 该项
目也荣获了 2019-2020 年度中国建筑工程
装饰奖和 2020 年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
奖。 今年 4 月 22 日-24 日， 在福建泉州举
行的 2020 年度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推介
活动中， 该项目作为四个入选 2020 年度全
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之一， 与全国同
行分享了成功经验和做法。 这是广东 2018
年至 2020 年四年来唯一获此殊荣的项目。

江门市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 ，制定
出台了 《江门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
保护条例 》，提出用 “绣花功夫 ”统筹推进
城乡建设 、 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 ，并建立了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联
席会议制度 ，推动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
筑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 启明里的保护活化
利用就是江门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典范 。

启明里是江门城区 13 个百年华侨古村
落之一。 1914 年，华侨黄黎阁在此首建启明
楼，片区由此得名启明里。 随后，归侨陆续在
启明里购地建房，人气逐渐鼎盛。 这里绝大
部分的老建筑历经沧桑，见证了江门的城市
变迁，中西合璧、风格独特的侨乡建筑特色
风貌，成为追溯华侨史的重要载体。 然而，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带成为了江门危旧房最
集中的区辖之一，辖内危破旧房密集，公共
基础设施薄弱，亟须修缮维护及更新改造。

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江门市蓬江
区白沙街道办事处主导的启明里城市品质提
升及活化项目的正式启动为启明里带来了新
的曙光。启明里品质提升及活化项目秉承“民
生为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留住乡愁”的理
念，即以民生基础建设为切入点，建设中注重
保留历史韵味，引入业态激活经济，尊重当地
居民生活保留 “市井味”。 该项目的建设内

容包括地下基础设施建设、 历史建筑外立面
修旧如旧、休闲文化广场建设等。

历史建筑外立面的修缮改造决定着街
区的风貌、文化的传承、项目的成败。 欧阳仑
和他的专业团队承担起了启明里首开区及
展示线的历史建筑外立面修缮改造的重任。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们高度注重修缮保护
历史建筑，延续城市文脉，尽可能地恢复、还
原历史建筑原来的面貌。 对建筑的外立面，
并没有大面积翻新或装饰，而是将原本的墙
面清洗后， 按照当年的建筑工艺手法进行
“微改造”。 原本地面坑洼、破损严重的巷道
也重新铺设了原真老石板，方便居民出行的
同时契合建筑风格。

在还原街区历史风貌的同时，启明里还深
挖建筑背后的华侨故事，打造“时光巷子”、增
设路牌标识、投影灯光及壁画，赋予项目文化
内涵。随着启明里的三线下地，交通微循环、以
侨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广场改造完成，一个全面
活化的历史街区展现出巨大商业潜力。

“历史建筑的修缮首先要注重保护，延
续城市文脉，尽可能地恢复、还原历史建筑
原来的侨乡建筑面貌，做到‘修旧如故、活化
利用、留住乡愁’”，让人们生活更加美好，谈
起启明里修缮改造的经验和体会，欧阳仑深
有感触地说。

欧阳“绣花”功夫，是一种信念 ，一种追
求，一种精湛的技艺，是又专又细、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在欧阳仑的办公室，悬挂着单
德启先生送的书法———“读文保书， 行忠义
事，干专业活”。 这是欧阳仑的座右铭，也是
他从事历史文化保护的初心和追求。

“历史建筑保护需要‘绣花’功夫。” 作为
江门市蓬江区政协新的委员，谈起未来历史

建筑的保护，欧阳仑说：“那些散布在城市乡
村的古代建筑、历史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
文明的标志，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作为传
统营造匠人，常怀敬畏之心，踏踏实实干好
每一件事，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每一个修缮
保护项目，为江门蓬江区历史侨文化的保护
与出彩，为建筑之乡的江门，展示与传承侨
乡建筑传统工艺作出自己的一点点绵力。 ”

任务， 永庆坊也成为广州市第一个成功进
行旧城历史街区微改造项目： 在房屋修缮
上基本保持原有建筑的外轮廓不变， 对其
建筑立面进行更新、 保护与整饰， 强化广
府建筑整体岁貌特色， 保留广府传统民居
的空间肌理特点； 对现存的文物保护建筑
进行结构加固， 传承传统工艺， 修复屋瓦
面、 青砖墙、 红砖墙、 灰雕、 壁画等传统
元素， 再现建筑传统风貌， 留住了永庆坊

历史记忆。
修缮完成后的永庆坊， 面貌依旧是在

“老西关”， 但是却多了更多的 “新气象”。
永庆坊不仅成为 “老西关” 街坊的精神家
园 ， 而且成为 90 后 、 00 后年轻人云集的
“网红打卡地 ” 。 特别是 2018 年 10 月 24
日，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永庆坊， 更让永庆
坊成为 “热搜”。 现在的永庆坊已经成为历
史街区 “微改” 项目的标杆和样板。

修缮一新的河源仙坑村四角楼

修缮后的深圳南头古城

广州市番禺石楼善世堂仪门修缮后

修缮后的广州市恩宁路永庆坊项目古旧建筑

2016 年 ， 欧阳仑及其
团队承接了广州市恩宁路永
庆坊项目古旧建筑修缮加固
工程； 江门市住建局到场指
导。历史街区 “微改造” 项目的标杆1

城市城中村 “微改造” 的标杆2 乡村振兴的文旅相融标杆3

大湾区侨乡文化街区 “微改造” 的标杆4

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5

马炳坚在深圳南头古城与欧阳仑交流

欧阳仑联系方式： 1332683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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