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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建成的广州第一条中间有
绿化带的复式马路，有“模范马路”之称，
新中国成立前广州最宽的马路——白云
路没有入选，最让市民意外。

“居然没有白云路？！”经常带学生徒
步老城的刘老师在看到公示后惊讶道，
“林荫道，当然首先就想到白云路啊，因
为建成年份早，它是广州最早的两块板、
带中央绿化带的道路吧，树也很多。很
长时间，在广州，它都是很特别的道路断
面。所以应该是历史性景观道路，就像
上海的武康路。所以才说居然没有！”

文保志愿者杨华辉也认同将白云路
列入保护名录，他说：“白云路民国时期
已经种树，马路中间也是树。榕树，紫荆
花，绿意盎然。”

除了白云路，有百年历史、榕荫浓密
的惠福路呼声也很高。

《广州传》的作者、知名作家、近代史
研究者叶曙明说：“惠福路是上世纪20
年代广州正式规划的绿化林荫路，目前

沿路仍有许多大树，我以为应该加以保
护，并立牌说明它‘林荫路’历史。”

叶曙明对这段历史娓娓道来：“当年工
务局与财政局对城市规划有分歧，财政局
希望多建骑楼，以收取契税之类，增加收
入。工务局希望多建林荫路，美化广州。
最后双方妥协，定了一些骑楼街，一些林荫
路。一德路、惠爱路、永汉路、文明路、泰康
路、大德路、大南路、太平南路为骑楼街，惠
福路便是政府建绿化街的试点。按开辟马
路时的规划，惠福路沿街植树，不建骑楼。
后来，维新路（北段）、法政路、越秀北路、应
元路等马路，都按绿化路的标准去做。”

除了白云路、惠福路，越秀南、盘福路、
麓湖路、大沙头二马路的支持率也很高。

而在市民小莫看来：“老城区很多马
路，原来都是绿树成荫的‘林荫道’，在民
国时期，早有规划。越秀南、越秀中、越
秀北、德政南、德政中、德政北、文德路、
文德南路、八旗二马路、起义路、西华路、
同福东路，这些马路不应该漏掉，它们在

骑楼街附近、有的连接骑楼街，延绵几百
上千米。湛塘路、东园路、东园横路也应
该一起纳入名录，刚好和德政南路连成
一片，都是东园广场附近。”

杨华辉也赞同道：“越秀南路是民国
时期种的大树，很有地方风情；盘福路是
民国时期陈济棠要求种的大榕树，至今
服务着民众；吉祥路、连新路古树浓密。”

知名媒体人陈扬强调：“盘福路、惠福
路、大沙头二马路这几条路都是榕荫路。
形成至少要一百几十年，千万要保护好。”

市民小辛、小林都对麓湖路情有独
钟，小辛说：“每年清明我都要去麓湖路
踏青拍照，林荫与紫荆掩映的麓湖路定
格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市民还建议，华贵路、长寿路、新河
浦路、豪贤路、文明路、农林东路、先烈南
路、先烈中路、广九大马路、多宝路也应
纳入名录保护。

除了上述老城区的路，住在天河区
的小辛力荐林荫茂密的体育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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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建议补充林荫路及有历史价值公园名单

说到广州有特
色风貌的林荫路和
历史名园，不少市民
都如数家珍，在他们
眼中，应当上榜的远
远不止这些，不少市
民都想知道有没有
具体评定标准？更
有专家和市民建议，
应在林荫路、历史名
园之外，将历史文化
街区里的绿化，及一
些滨水、校园特色景
观风貌区列入保护。

建议增补历史文化街区、
河涌、校园绿化列入保护

除了有特色风貌的林荫路、历史
名园、参照历史名园管理的公园，有市
民和专家认为，广州26个历史文化街
区里的绿化、一些特色景观风貌区也
应列入保护。

根据《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第三十五条，对于绿线以外的历史
文化街区，应维持原有绿地历史格局。

市民陈小姐认为：“在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规划中，绿化风貌都会作为历史
环境要素加以保护，建议将历史文化街
区内的树木砍伐迁移审批收回由市里
批；近日公示的《绿化审批意见》和《关于
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控的通
知（征求意见稿）》都应补充这个内容。
或参照上海将历史文化街区道路及绿
化和其他要保护的林荫路设立为‘风貌
保护道路’，列入历史风貌区保护。”

肖毅强建议制定特色景观风貌
区，将城市发展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代
表城市景观风貌特征的，包含城市历
史价值的景观空间及场所载体列入保
护，如滨水景观风貌区、河涌景观风貌
区、产业景观风貌区（如芳村花卉产业
风貌区、基塘风貌区等等），传统聚落
景观风貌区（在历史名村、历史名镇划
出包括景观资源的整体保护区，控制
引导建设和开发）。

林广思则建议将历史名园、历史园
林、名胜古迹、古树名木大树等集中成
片，景物样式、空间格局和街区绿化较
完整地体现广州某一历史时期地域文
化特点的地区，可以确定为历史园林风
貌区。如兰圃-越秀公园-中山纪念
堂-人民公园历史园林风貌区、白天鹅
宾馆-沙面历史园林风貌区、中山大学
校园（原岭南大学校园）历史园林风貌
区、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校园
（原中山大学校园）历史园林风貌区。

对公示的历史名园和参照历史名园
管理的公园名录，市民们也列出不少增
补名单，四大人工湖公园是众望所归。

刘老师看到流花湖公园列入名录
后，不禁疑惑：“有流花湖公园，就应该有
荔湾湖，东山湖，麓湖公园。四大人工湖
至少凑齐一桌嘛。还有十香园。”

华南理工大学肖毅强、林广思教授
都建议把一批岭南现代园林精品列入历
史名园保护。

肖毅强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
80年代中，林西作为广州城建30多年主
管领导，带领广州建筑界（夏昌世、莫伯
治、佘畯南等）、园林界（郑祖良、金泽光、
莫俊英等）以及工艺美术界（尹积昌、潘
鹤等）的大师，共同合作，创新开创了岭
南园林的新路，建设了一批城市公园和
庭园建筑精品。成就得到国内国际公
认，应当被广州作为城市遗产进行保护
和延续。”

这批精品中的城市公园有东山湖、
麓湖、流花湖、荔湾湖，越秀山、华南植物
园、晓港公园、兰圃，肖毅强建议列为岭
南历史名园保护，并对一些不当改造进
行补救性修复。

林广思建议除四大湖之外，还应补充
草暖公园（1987）、广州碑林（1994，白云山九
龙泉景区内的景点）、云台花园（1995）、雕塑
公园（1996）、珠江公园（2000）。

而岭南现代园林精品中的另一类庭
园建筑有：山庄旅舍、双溪别墅、白天鹅
宾馆、白云宾馆、花园酒店、北园酒家、南
园酒家、泮溪酒家。这批精品中的北园
酒家庭园、南园酒家、泮溪酒家已列入不
可移动文物保护，其他则在2012年，新
快报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发起岭南现代
建筑保护行动后被认定为挂牌历史建筑
（详见《新快报》2012年8月25日《“其有
其无：岭南现代建筑作品选展”今天开
幕》《荣耀与悲哀：第一二代建筑大师作
品之今昔》报道）。

肖毅强认为，仅强调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依然不足，园林是建筑与园林
结合的整体要素关系的结果，在文物、历
史建筑基础上，需强化其园林价值，不能
因为业主的好恶，不当维护和改造破坏
了园林的精品价值。如：白天鹅宾馆中
庭故乡水，就曾在改造决策中险遭毁迹
命运。一个建筑同时是文物、历史建筑
和历史名园，更有利于公众认知其价值，

也可约束业主用心维护保育。
肖毅强还建议推动修复：东方宾馆、

友谊剧院、文化公园水产馆、园中园、流
花西苑等，保存修复一批岭南庭园精品，
成为城市的一项文化工程。

除上述庭园建筑精品，林广思还建
议补充：白云山松涛别院（1963）、芳华园
（1983，现设在兰圃中）。

而广东决策研究院旅游产业研究中
心主任李铭建则补充了系列墓园：“以黄
花岗和十九路军陵园为节点，还有一系
列先烈路至广汕公路的民国墓园：邓荫
南墓园和兴中会坟场（原沙基惨案烈士
墓在此，后部分迁往银河公墓）、朱执信
墓园、庚戌首义诸烈士墓园、华侨五烈士
墓、新一军墓园（旧址）、粤军第一师先烈
纪念墓园……直到银河公墓、广州基督
教公墓。我曾住在附近，这些是中国近
代史重要遗迹，但是目前管理、研究、宣
传尚不到位。”

据了解，广州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历史
名园”概念的定义和评选标准，而根据《城
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历史
名园”的定义为体现一定历史时期代表性
的造园艺术，需要特别保护的园林。

白云路、惠福路、越秀南等呼声高

四大人工湖众望所归

《绿化审批意见》正在公示期，
11月9日截止，你对广州的历史名
园、林荫道有什么提议？还想在公
布的名录上增补吗？快去市林业
和园林局官网提意见。

广州保护历史名园和林荫道 之下

■市民希望列入有特色风貌的林荫路保护的惠福路。

（上接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