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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 这两栋风烛残年的老
楼墙体已严重倾斜，天面漏水，墙体
开裂， 白蚁蛀蚀木梁……后来负责
改造的师傅回想起来就说：“都不敢
走进去。 ”而天台、阳台、巷道里则塞
满了后期加建的房间、 厨房、 化粪
池、卫生间，严重损害了老宅的历史
风貌。

农荫厅属沙湾古镇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所有 ， 由于当地政府资
金有限 ， 无法大规模对沙湾的古
建筑进行修缮和活化利用 ， 部分
有价值的古建筑长期空置 ， 缺乏
保护 。

去年 10 月，沙湾镇政府改变此
前由政府单一投入的做法， 引入专
注于活化历史建筑的品牌“栖枟”所

属的广州匠意营缮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 （下称 “栖枟”）（详见 《新快报》
2017 年 9 月 《广州出现专门活化利
用历史建筑的公司， 众筹修缮变会
所咖啡厅工作室》），投入 300 万元，
对农荫厅进行修复与运营。 国有历
史建筑引入民间资本活化， 尚属罕
有，而“栖枟”也为此首次进行公开
众筹筹得 116.4 万元 （见 《广州历
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 》（下 ））。 农
荫厅也被列入 2018 年住建部历史
建筑保护利用试点项目，在住建部
的相关文件中 ，提出要 “拓宽资金
渠道，保持资金良性循环。 破解政
府单一投入的资金模式， 鼓励多元
投资主体、 社会力量和居民参与历
史建筑保护投入和经营”。

这个国庆假期， 广州惟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4A 旅游景区沙湾古镇
多了一个打卡点———一座刚刚“新鲜出炉”、由民国时期的历史建筑改造而成
的民宿、共享厨房与聚会、表演空间：农荫厅。

农荫厅位于沙湾镇高弟街农荫厅巷 1、2 号， 两座主楼是广州市挂牌保护
的历史建筑，建于 1927 年，是番禺地区少见的中西结合风格民居，青砖墙、石
门套、趟栊门、封檐板、八角门洞、宝瓶栏杆、花格窗、木楼梯等满足你对广府古
建的各种想象，而现代时尚的民宿又给你温馨的体验。

经过半年多的脱胎换骨，重获新生的
老楼接受了专家们的再次论证， 施工前，
设计方案就经过区规划部门组织的专家
评审，这在历史建筑修复中也是罕有。

专家们认为改造符合保护规划要求，
建议总结项目的经验和做法，以利推广。

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所长汤国
华教授称道：

“给我的整体印象非常好，该保留的
保留，该拆的拆，该复原的复原。 是个保护
和活化历史建筑的样板。 ”

除了肯定目前的改造，专家们还提出
了不少可改进之处：

意见最集中的是，将二层客厅改为客房
后，封掉一、二层之间的光井是个遗憾。 光井
是广府传统民居独具特色的重要构成。 专家
们希望可以把部分光井显露出来。

外墙上保留后开的窗口是可以的，但
加上白色的窗框是否合适，也是讨论的焦
点，专家们认为白框与青砖外墙的整体风
貌不协调，汤国华建议不加窗框或加水刷
石窗框。

坡屋顶的安全性也引起专家的担心，
汤国华认为现桷板太细太薄，建议要加密
桁条。

他还对 2 号楼的楼板加固出了一招，
“不需要把原木梁抽出来换方钢，在木梁旁
边加一条方钢同样可以增加承载力，也不
需要在原楼面上做 10cm 厚的钢筋混凝土
板， 而是在木楼板上面做防水， 再加 6cm
厚钢网细石混凝土， 这样就轻很多了，不
改变原结构，又可以达到防火目的。 ”

广东省传统建筑名匠，砖雕技艺大师何
世良则很在意材料与工艺上的广府风格，他
说：“沙湾古镇整个的风格是很典型的广府风
格， 所以保持整个广府风格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无论设计和手艺都很重要。 ”

汤国华还指出“磨砖是通病，很多外
墙装修、穿衣戴帽工程，包括文物修缮看
到青砖不平、灰洗不掉就磨平它。 他们不
知道，青砖出窑后不久，表面就形成一层
隔水透气的保护膜，就像人的皮肤，磨损
后就会发炎。 所以，墙面磨平后，保护膜没
有了，就很容易生青苔或长黑霉菌。 ”

当你走进农荫厅的民宿房里，
一定会惊讶地发现， 在现代时尚的
客房里， 竟然还能见到头上古朴的
木梁屋顶， 这是原汁原味的民国时
期的木梁。 不要担心这个木结构是
否安全，里面大有乾坤：

据 “栖枟 ”的创始人 、建筑师
谢夏祥介 绍 ，2 号 楼 保 留 了 更 多
历史信息 ，作为民宿 ，是改造的重
点 。面对摇摇欲坠的危楼 ，首先要
保证安全 ， 但又要保留原来木梁
的结构特点 ， 所以没有全部拆除
木梁换成钢筋混凝土 ， 而是通过
结构计算 ， 用等截面方钢间隔替
换原木梁 ，木楼板替换成钢板 ，浇
筑混凝土 ， 再铺上民国风格花地
砖或实木地板 ， 谢夏祥说这样做
既花时间 、人工又花钱 。

作为挂牌历史建筑 ， 根据保
护规划的要求 ， 要对主体结构进
行修复 、加固 。 除了客房 ，天面原
木梁大部分已被白蚁蛀蚀 ， 故拆
除天面混凝土楼板 ， 重新浇筑混
凝土楼板 。还加固了木梁屋顶 ，原
坡屋顶重新铺设防水 ， 更换破损
瓦片 、增加筒瓦 。

如果说安全问题是做加法，根
据保护规划要求，拆除后期的加建，
恢复其历史风貌，则是做减法：

走进这座古宅的客人一定会喜
欢在它的几个露台、天台上纳凉、眺
望， 这是拆除了大量后期加建复原
的，还恢复了天台边的女儿墙；

巷道里古朴的麻石台阶， 也是
拆除加建用房和加砌的水泥坡道复
建的。

由于没有这个房子的原始资
料， 这些复建只能依据一位邻居阿
伯点点滴滴模糊的回忆。

做完加法与减法后， 余下的就
是原样保留、 修复保护规划确定的
核心价值要素：

修复外墙局部破损， 并进行全
面清洗、 打磨掉后期刷的有色涂料
和白色批荡； 修复外窗护边及挑檐
檐口；对木楼梯进行原样修复加固，
并进行原样粉刷； 在封檐板上的木
雕上重新刷清漆。 还特意保留了天
台别具特色的女儿墙，“我走过岭南
很多地方， 从未见过这么特别的女
儿墙。 ” 谢夏祥说。

在保证安全、 保留与恢复老宅
历史风貌的基础上， 为满足民宿的
需要，2 号楼内二、 三楼的客厅改成
客房，并在所有客房内增加卫生间。
延续“栖枟”民宿亲子游家庭游的定
位，房间内青砖墙改上乳胶漆，更温
馨宜居。

投入 300万元，列入住建部试点

既加固承重又保留木结构特点
专家称是保护利用历史建筑的样板

据了解，番禺区为这一保护利用试点
项目成立了由副区长任总指挥的试点工
作指挥部， 希望形成可操作的实践案例，
带动全区参照试点政策探索历史建筑活
化利用。 沙湾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还突

破限制将租期从 5 年延长到 12 年，而该公
司尚有闲置未修复的古旧建筑 8 处，专家
们认为活化利用民间资金方向是对的，希
望政府部门协助解决消防审批等方面的
问题。

望解决消防审批等问题

广州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上）

沙湾古镇新增打卡点，民国历史建筑变身民宿

国有历史建筑罕有引入民间资本300万元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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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台拆除了后期加建复原女儿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