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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古建筑 迈步新时代
文/姜兴贵

步入广州永庆坊，触摸古建
筑留下的广府文化印记；行走江
门启明里，感受中国侨都吸引四
方游客的盛况；徐行深圳南头古
城，见证城市建筑古今共融、时
尚与市井生活的氛围；漫步在东
莞记忆里，见证中西结合的骑楼
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活化……近年
来，广东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中
取得坚实成效。其中，拥有仿古
建筑营造、古建筑修缮、文物保
护维修 30 年资历的正高级工程
师欧阳仑所带领下的广东南粤古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也迈步进入
新时代。

欧阳仑曾主持或参与开平碉
楼、茶坑村旧乡府建筑更新改
造、良溪古村改造、启明里历史
街区微改造、广州永庆坊微改
造、深圳南头古城修缮、东莞记
忆历史街区保护等数十项工程，
获得国家级、省级奖项和荣誉称
号近30项。欧阳仑说：“有人说
我们是在修缮古建筑，其实我们
是在‘阅读’古建筑”。

古建新生
丰富居民社区环境

位 于 广 州 市 越 秀 区 的 林 克 明 故
居，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于 2022
年启动了修缮及活化工作。由省建筑
设计院陈雄大师、华南理工大学彭长
歆教授合作设计的林克明故居修缮项
目，欧阳仑带领的施工团队在启动之
初便表示，修缮工程将按照设计保护
理念，在保留原建筑文化风格、装饰

特色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修旧如故，
既保证古建筑“风韵犹存”，留住乡
愁，又充分挖掘林克明故居在当时

“摩登建筑”的重要影响力，激活新的
城市文化价值与活力。

现如今，这座越秀山脚下的小楼
在迈过近九十年的岁月后，正持续焕
发岭南建筑的荣光风采。修缮后的故
居，不但成为了纪念林克明先生的陈
列展馆，也展示了广州城市建设发展
的历史，为社会大众了解广州近代生
活开了一个小窗口，也为社区居民提
供了一个好去处。

街区蝶变
打造城市旅游名片

南粤古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这些年来也频频成为城市旅游的亮
点。其中，江门市启明里的保护活化
利用就是南粤古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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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这里老建筑见证了江门
的城市变迁，独特的侨乡建筑特色风
貌，也成为追溯华侨史的重要载体。
因此，在启明里品质提升及活化项目
坚持“民生为先，修旧如旧，活化利
用，留住乡愁”的理念，注重保留历
史韵味，引入业态激活经济。

随着活化项目的推进，启明里人
流量不断增加，逐渐成为广东文旅当
中的“新网红”，不仅被评为省级旅游
休闲街区，还成功升级为国家 AAA 级
旅游景区。随着江门市委市政府对历
史文化遗产工作的精细化关怀，江门
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会成为亮点。

旧村新颜
保留居民乡愁记忆

以 “ 一 水 两 岸 一 湖 心 岛 ” 的 布
局，展现广州山水城市特色，在古村
落里领略古典和现代的交响，这是欧
阳仑参与的又一个典型古建修缮项目
——广州市黄埔区沙步村融德里历史
文化街区。他表示，面对一座古村，
应 该 抓 住 当 地 文 化 的 “ 根 ”， 守 住

“村”的韵味，留住乡愁。
修缮完成后，融德里已成为广州

市民和外地游客旅游的好去处，整个
片区宛如一座公园。水塘碧波荡漾，
古建筑群傍水对望，中间以鹊桥相
接，还可通往湖心岛，岛上榕树茂
盛，掩映的新戏台上粤剧余音缭绕，
古色古香。

在修缮过程中，融德里的改造始
终秉承“修旧如旧”的理念，对建筑
状况较好、有价值有特色的建筑保持
原有轮廓不变，并使用传统材料及工
艺对破损部分进行修复，保留原有街
巷肌理。如此，大量传统广府建筑的

细节元素，如青砖、瓦片、山墙等被保
存下来，灰塑、彩绘、满洲窗、蚝壳墙等
也被完整保留，留下文化记忆。

城市更新
实现城市面貌蜕变

提到“绣花功夫”的城市更新，一定
绕不开广州永庆坊。持续活力的业态、
全年络绎不绝的游客，都足以证明该片
区更新改造显著成效。永庆坊的微改
造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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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度精细化、标准化，修缮中
尽可能保留各个建筑时期的工艺、材
料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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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关”面貌也蜕变
成“新气象”。

通过历史文化遗产更新来改善城
市面貌的不只有永庆坊。多年来的沉
淀积累，广东南粤古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创造及延续了由欧阳仑主持修缮项
目的“南秀古建，欧阳营造”到“南
粤古建，欧阳营造”的自主品牌，深
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如深圳南头古
城项目，改造完成后分为历史怀旧
区、艺术文化体验区、品质生活区、
文化创意区等 4 个功能区，在这座古
城之上打造现代化的湾区文化地标和
设计、创意产业集聚地。

近期，在海南省海口市，也正在实
施博爱路骑楼老街修缮更新，争取在
2025 年春节期间向游人呈现旧韵新貌
的街区氛围，迎接来海口过年的游客。

祠堂修缮，凝聚正能量。祠堂修
缮，也是广东南粤古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的一个重要领域。新会张将军家
庙、中山古镇区氏大宗祠、江门白沙
祠、番禺善世堂 （陈氏宗祠）、文冲陆
氏宗祠、棠下黄氏宗祠等，也是在欧
阳仑带领下完成的，重现了这些宗祠
的传统工艺、建筑风采，凝聚了爱国
爱乡的正能量。

永庆坊

启明里林克明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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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更新咨询电话
欧阳仑 13326838136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
通讯员罗汉强报道：为贯彻落实省

“百千万工程”相关部署，佛山市
“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城镇建设专
班聚焦落实“1+5+8”工作要求，
积极指导禅城区专班全面推动农房
风貌品质提升工作。同时，禅城区
各 镇 （街 道） 坚 持 “ 一 镇 一 方
案”，通过“坚持高位统筹”“坚持
因地制宜”“坚持多元筹集资金”
等方式，推动农房风貌品质提升走
深走实。

据悉，禅城区通过开展实地调
研，打通农房风貌品质提升工作的
信息差，在各镇街筛选一个行政
村，开展连线成片农房风貌提升试
点工作。同时，规范宅基地、自建
房设计指引等环节的流程管理，突

破“拆旧不能建新”的现状，进一
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

此外，禅城区坚持强化资源推
动，引导各镇 （街道） 下沉所属行
政村，开展示范村参观学习活动，
鼓励村两委发挥带头作用，带动村
民观念转变，支持农房风貌品质提
升工作。

在高位统筹下，禅城区还坚持
因地制宜，以“风貌+”激发农房
风貌品质提升活力。一方面，以

“ 风 貌 + 产 业 发 展 ” 推 进 农 房 改
造，积极推动农房风貌改造提升和
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招引开发商
到村投资建设。另一方面，以“风
貌+文化传承”推进农房改造，充
分挖掘本土特色文化，将红色文
化、书法文化、廉洁文化等乡土文

化融入农房外立面改造设计，形成
一村一特色。再一方面，以“风
貌+环境提升”推进农房改造，以
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全面提升片
区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农房风
貌等。

此外，禅城区还坚持“共参共
建共治共享”理念，统筹协调各方
资源和力量，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农房风貌品质提升工作。
一边引导建筑业企业结对帮扶，共
引导 29 家建筑业企业与南庄镇形
成结对帮扶关系，计划帮扶金额超
380 万元；一边发动村民、村集体
参与，激发“我要干”的热情。近
年来，该区共发动村集体、村民出
资对 534 栋农房进行风貌品质提
升。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克正，通讯员肖明
葵、邱英田、吕传龙、陈婷、莫演明报道：近
日，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
交四航局） 广州黄埔区下沙社区珠江村旧村改
造项目首开复建区 7 号地块率先整体冲出正负
零，将为回迁居民提供近千套高品质住宅。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广州海丝城鱼珠片区的
老黄埔核心区域，由中交四航局投资开发，项目
改造范围约 2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90 万平
方米。项目首开复建区包括 5 栋住宅楼及商业裙
楼，其中，7 号地块建设内容包含住宅、商业、文化
室 等 ，总 占 地 面 积 13506 平 方 米 ，总 建 筑 面 积
134246 平方米。第一期复建住宅结构预计于
2025 年年中封顶，于2027 年一季度进行回迁。

为推进项目高效建造，中交四航局项目公司
负责人统筹协调参建各方，对主要施工工序及其
前置后置工序、施工条件等进行了系统梳理，精
细化组织工序穿插，并形成了穿插模型，现场各
分项工程按照流水施工原则有序推进。

佛山禅城区推行“一镇一方案”等方式

以“风貌+”激发农房风貌品质提升活力
珠江村旧改项目

首个地块冲出正负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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