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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南宋时期的广州三元里村因

1841 年抗英斗争的历史家喻户晓，如

今，这座英雄古村是白云区“经济第一

强街”，皮具批发、化妆品等产业成了三

元里村的新招牌。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可观的租金收入，村民们都将老房子拆

除重建。如今村里只剩一栋清代民居

——三元里大街二十七巷9号。这栋百

年青砖大屋如何得以幸存，又有着怎样

的前世今生？

62 岁的严女士在三元里村出生长

大，她的外太公是这间房子的业主李鸿

展的堂兄弟。说起房子的历史，作为族

人的严女士语气中满是骄傲：她所属的

李氏家族是三元里村的大户人家，名望

高。她记得，从李氏大宗祠往北到碧山

公公祠、三元里小学，一直到三丫巷都

是李氏族人的房子，从 17巷到 27巷，小

时候她不用走大街，只要穿梭一间间房

子就能走完这10条巷子。

新中国成立前，李鸿展已去世，其

后人外出读书、经商，后定居海外。上

世纪60年代，李鸿展后人将房子出租给

外来人居住，曾返乡收租金，并委托李

鸿展的侄子李棉庆代管房子，但后来失

联，老房子的产权一直不明确。在 2000

年前，老房子内的租客都搬走了。

据三元里村前任村长李国强回忆，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老房子由于年久失

修，天井处的青砖墙、屋内的楼梯倒塌，

当时街道办和居委通知代管人李棉庆

修缮，但李棉庆说联系不上业主，拿不

出钱修缮，就写了一份委托书给村委，

将房子无条件委托给村委代管。而村

委又将房子转交给三元里街道办，三元

里街道办将其委托西约居委会管理。

但房子并未马上得到修缮，村里

只是对房子做了支撑，拆下出现倒塌

的部分。

房子命运的转变发生在2011年，广

州大学汤国华教授回忆：“编制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元里平英团遗址所

在的三元古庙保护规划时，文物专家麦

英豪老前辈指示，必须把三元里古道

（即三元里大街）及沿线登记保护文物

建筑（即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及典型民

居作为保护对象留在原址。我们经过

实地考察，除多个祠堂外，几乎没有传

统民居保留下来，它们都已经在上世纪

90 年代改为城中村的多层握手楼和接

吻楼，唯一一座位于三元里大街二十七

巷 9号，因没有主人而荒废的清末民初

住宅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是一座二开

间单边廊有倒座有平天台的二层坡屋

顶建筑，占地面积约 130㎡，大厅后部主

人房间还保留多扇精致木雕屏门，屏门

上方有通透木横披窗，横梁上部是二层

神楼，分为3间木雕精美神龛，这种布局

既有广府农村传统民居格局，又有广州

西关高尚住宅特色。但是屋顶已经倒

塌，天井和大厅地面堆满垃圾和生满杂

草，如不马上抢救修缮，很快就会全塌，

唯一一座见证三元里村特色的典型民

居将会灭失。我们提出把它申报为’文

物线索’，应及时抢救性修缮。”

住在隔壁 60 多年的村民李伯说：

“有这样的砖、高大趟栊门的房子，在当

时的三元里已经很稀少，只有十间八

间，是富有家庭才有。”

通过汤国华教授和街道办的推荐，

2014年，它被认定为广州市第一批历史

建筑。

“这间房子好命，业主在海外，族人

也愿意把它拿出来让政府接管保留，成

为三元里唯一一间留下来的近代民

居。在三元里村寸土寸金的地方，没有

被拆掉建几层楼，能保留下来这确实很

难得。”李国强说。

业主失联，濒临坍塌，入选历史建筑

三元里村最后的清代民居活化为旅游景点
广州千年古村三元里最后

一间清代民居近日迎来了一群
群故地重游的族人和慕名而来
的游客，看到业主已失联、曾经
塌了一半的老房子得到修复，挂
上“广州市历史建筑”的牌子，还
成了旅游打卡点，从小就在这房
子里玩的族人李少通的女儿严
女士倍感安慰，她感慨道：

“整个村只剩下这间清代
民居了，它见证了这族人的历
史，还有整个村的人的回忆
……”

在寸土寸金，其他老房子
都被拆除重建的三元里村，这
个老房子何以幸存？业主失
联，产权不明，谁令这濒临坍塌
的老宅重生？广州有不少这样
产权不明又失修的挂牌保护历
史建筑，这个老房子的好运能
否在更多历史建筑身上重演？

2021 年 7 月 1 日，由老房子活化

而成的蔚蓝人文创作驿站正式开

业。居委会与广州市蔚蓝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下称：蔚蓝公司）签订了 5
年的合作协议，公司以此为工作室挖

掘三元里文化，合作期间不收租金，

免费对外开放。公司负责日常维护

和提供文化服务。

黄影红主任称，结合白云区的要

求，每个镇街都要收集整理 100 个历

史文化故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三元里街道通过蔚蓝公司来完成这

个计划。

蔚蓝公司进驻后，已经承办了今

年三元里正月十八闹元宵、清明祭英

烈等活动，以及开发“三元里文化地

图”等文创产品。

“我们喜欢传统的东西，本身就是

在做文化挖掘的项目。在这里可以把

我们的文化特色展现出来，帮政府做

的项目跟这里也非常吻合。”蔚蓝公司

负责人邱垂源说。

进驻后，他们花了 20多万元进行

室内装修和布置，另外也负责房子的

日常维护和保养。驿站还举办免费的

书画班、文化展等活动。

如今，驿站是三元里红色旅游线

路中的其中一站，王姨在朋友圈看到

美照，慕名前来打卡，“古村里竟然隐

藏着这么漂亮的地方！”王姨赞叹道。

严女士和李棉庆的后人们近日也

回来寻找儿时记忆。

“把房子列为历史建筑来保护，

有政府代修缮，这对我们是一个安

慰，这族人就只剩下这间老房子了，

如果不是产权人不明，早就拆除重建

了。我自己的房子都改建过 4 次，都

完全变样了。整个村就剩下这间清

代民居了，它见证了这族人的历史。”

严女士说，“这间房子的回忆多咯，不

止是三元里村的孩子，上世纪 60年代

在三元里第一小学里读过书的孩子

都来这间屋子里玩过捉迷藏，小时候

家家户户都没有锁门。很多同学、朋

友看到我朋友圈都说应该以前进去

玩过。现在族人和这些同学个个都

说要回去怀旧。”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名城处处

长郑怀德欣喜地说：“我看到了这个

房子活化利用前后的鲜明对比，之前

没有屋顶，有一半已倒塌，通过纳入

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项目，政府投

入修缮，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维护运

营，注入文创功能，组织活动，老百姓

也很认同，是全社会参与历史建筑保

护利用的探索。”

参考资料
《三元里历史文化展览馆简介（前

言）》，微信公众号：三元里历史文化

展览馆

《三元里文化地图》

据三元里街道办城管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列入保护后，同年的房屋安全普查

时，重点关注了它的状况，鉴定为危房。

根据《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

例》第三十三条，非国有历史建筑无法

与所有权人取得联系或者房屋权属不

清晰的，代管人为保护责任人。

2017年，代管人西约居委会被确定

为这栋历史建筑的保护责任人。

根据《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纳入保

护名录的历史建筑所有权不明，由政府代

管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维护、修缮。

但由于没有修缮资金，一直得不到抢

救性修缮，老房子日复一日衰败损毁。

转机出现在2018年，老房子被列入

住建部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项目，

“我们把修缮这件事情推动了一把，纳

入试点后，更有理由申请修缮资金，政

府才会支持。”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白云区分局（下称：市规自局白云区

分局）相关负责人说。

三元里街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主任

黄影红庆幸道：“如果不是评了历史建

筑，可能都不会有现在这笔钱来修缮。”

但老房子没有产权证，修缮时如何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市规自局

白云区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暂未

能提供产权证明材料的历史建筑危房

修缮，如能提供保护责任人身份证明、

修缮方案、专家评审意见、现场放线等

资料，也可以申请修缮工程规划报建。

老房子的修缮由三元里街道办实

施，在设计方案获批后，2019 年街道办

向白云区政府申请修缮经费，街道办城

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白云区财政局安

排了专项修缮经费100万元。2020年完

成修缮并验收，目前未最终结算，但由

于修缮费用超出 100 万元，街道办从统

筹资金中贴了29万元。

负责修缮设计的象城建筑规划设

计（广州）有限公司顾问建筑师徐好好

对刚接手房子时的损毁程度印象尤深，

“基本上是半废墟的状况。”

他说，当时民宅主楼的屋顶、室内二

层楼面、楼梯完全倒塌，山墙和隔墙也部

分倒塌，属于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的

门窗大部分缺失，少数被封堵，装饰构件

（灰塑、壁龛、宝瓶栏杆、落水口等）有残

损，室内拱门上的彩色玻璃窗也不见了。

徐好好介绍，修缮重做了传统构造

的瓦屋顶、木檩条和二层以上的大部分

青砖墙，新修的墙面内侧覆盖了新面层；

室内也增加了角柱和圈梁，用来扶正、加

固砖墙，也部分承托了屋顶。修复了趟

栊门、石门窗套、宝瓶栏杆、天井壁龛、灰

塑、鱼形排水口等，更换了木门窗扇和彩

色玻璃窗。结合新柱子，用钢结构重做

了楼梯和二层楼板，铺木地板；一楼地面

尽可能留住了原来的大阶砖。

“修缮好后漂亮了好多，和以前比

形状差不多。作为邻居，我们当然觉得

好啦，起码路人走过时不会再怕有倒塌

的危险。”邻居李伯认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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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业主失联，政府代管，获评历史建筑

转机：列入住建部保护利用试点，政府出资修缮

活化：
免租引入企业做文创，
免费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