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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文脉惠州文脉 大调研之客家围屋客家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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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时间里，围屋孕育了铁笔御史邓
承修、众将之将邓仲元、北伐名将叶挺、吉
隆坡王叶亚来等名人贤士，现在，它们已
经不单单是客家人的居住地，更是惠阳对
外展示的窗口与文化名片。

随着时代的发展，客家人们逐渐从围
屋中搬出，住进楼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惠阳辖区内的客家围屋，基本上无人居
住。也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客家围屋迎
来了新的身份，或是结合乡村振兴、文旅
融合等契机，发展成了惠阳文旅热门打卡
点，或是结合名人贤士的故事，发展成对
外讲述惠阳故事的载体。

从 2013 年起，惠阳财政每年都会安
排 1000 万元，重点对历史悠久并有一定
社会地位及知名度、急需抢修的客家围屋
进行修缮和保护，让其重新焕发光彩。

同时，惠州市惠阳区两级政府近年来
也引进了不少项目，活化客家围屋。以位
于秋长茶园村的秋长谷里为例，2018年，
结合乡村振兴契机，惠阳通过政企合作的
模式，引进碧桂园入驻，活化原先因年久
失修，主体结构存在很大安全隐患的客家
围龙屋“松乔楼”，现在秋长谷里中的主要
建筑群，都是由“松乔楼”改造而来。

松乔楼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木公幌叶
氏家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托，碧桂园惠
州文旅集团负责人郭家文介绍，碧桂园在
打造该项目过程中，是在古建的基础上进
行还原改造，将闲置农房变身特色民宿，
断壁残垣化身为拍照打卡的胜地，在古朴
的岭南民宅内引入西式精致美食，“通过
原有结构承载新的功能，以最柔和的方式
让古建筑复活”。

漫步在秋长谷里，游客们在青砖小巷
中感受独具韵味的客家非遗文化、在千年
围屋中品尝客家美酒、小吃，还可以亲自
制作客家米饼和糍粑，在客家传统手工作
坊内体验客家情怀，“这是都市人寻访悠
然田园生活、探寻诗和远方的好去处。”来
自深圳的游客黄女士说。

郭家文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特色民宿
格外受深圳等周边游客的欢迎，一到节假
日，经常供不应求。

作为茶园村的本地居民，叶志伟用
“不敢想象”来形容家乡的变化。“变得太
美了，常常有人说‘你家乡变漂亮了’。”他
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常回
家看看”，村里越来越热闹了。

俗话说，“未见客家人，先见客家
楼”，走在惠州市惠阳区，随时可以
“撞”见客家围屋，它们形成于客家人
的迁徙时期，肇始于唐宋、兴盛于明
清，既汇集了客家的古朴遗风，又彰
显了南方地域文化特色，是客家文化
中著名的特色民居建筑。

百年前，客家人聚居在围屋内，
宗亲团结一体，互帮互助；经过百年
的升华，客家围屋凝练成一种地方文
化，传承着礼制、伦理、哲学。

近年来，惠州市、惠阳区两级政
府相关部门抓住了乡村振兴契机，引
进文旅项目，活化客家围屋：位于秋
长茶园村的松乔楼围屋，引进了碧桂
园文旅项目，开发成了集观光休闲、
餐饮娱乐、民俗演绎、文化体验等于
一体的文旅打卡点；叶亚来故居、碧
滟楼等被活化为对外展示吉隆坡之
王叶亚来生平事迹的窗口，传播其飘
洋过海，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了新
四军将领、北伐名将叶挺的叶挺故
居，被打造为全国红色教育基地，铁
军精神以惠阳为中心向全国扩散传
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过去，不少居住在围屋里
的惠阳客家人，为了生计漂洋
过海，在他乡时，经常会惦念故
乡的围屋和屋内的祖祠，这是
他们根的承载体；而今他们的
子孙常回到惠阳，寻找父辈们
曾经住过的围屋，在祠堂里给
祖先奉上一炷香，这是他们宗
亲关系的维系。

2019 年 11 月 28 日至 29
日，第十届世界惠州（府署）同
乡恳亲大会（下称“世惠会”)期
间，近600位海外侨领、港澳台
同胞和友好人士，个个都带着
家乡情怀，回到惠州寻根寻亲，
其中，就有不少华侨通过惠州
市侨联，去往惠阳各镇街，在围
屋中与宗亲“相认”。

秋长周田村村委书记叶远
雄告诉记者，近几年，在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下，惠阳与海
外交流辐射面更广，发挥侨智、
汇聚侨力，积极帮助华商企业
走出去，政府会帮助侨胞在本
地寻找宗亲，若成功找到，这
些侨民将远渡重洋，回乡祭
祖 、创 业 ，为 家 乡 建 设 做 贡
献。2019 年 7 月，马来西亚雪
隆惠州会馆访问惠阳区，向惠
阳区慈善总会捐资100万元用
于叶亚来主题文化展示馆的

修缮和陈列布展。“我们叶氏
后人有一个默契的约定：每年
八月初一，海内外的叶氏后人
都会赶回周田村，聚集祭祖，
同时还经常出资修建宗祠，
2014 年就共同出资维修由吉
隆坡之父叶亚来修建的碧滟
楼。”叶远雄说。

在镇隆镇大光村党总支书
记叶伟宏的办公室里，有一幅
特别的字画，上面写着：“敦孝
悌，睦宗族，务正业，重国课，守
国法，戒非为，崇节俭，端风俗，
敬师长，和乡邻。”据了解，这
30 个字是崇林世居十则规条
的主要内容。

“崇林世居的后人都能熟
背十则规条，并以此作为为人
处世的规则。”叶伟宏说，刻着
这十则规条的石碑，如今依然
立在崇林世居大门厅内右侧墙
上，这十则规条是崇林世居叶
氏第六世孙叶蓉煌立的，他请
人把十则规条写出来挂在办公
室里，每天上班都要看上几遍。

“尽管惠阳人都从围屋里
搬出来了，但围屋仍是维系
惠阳人宗族情感的纽带，围
屋内的约定、家训仍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客家人。”业内专
家评价道。

客家围屋除了维系从围屋
中走出去的宗族情感，还激励着
惠阳人奋进向前，其中以叶挺故
居展示的“铁军精神”尤为突出。

叶挺故居是由叶挺的祖父
叶沛林建于清朝末年，为两进
院落式布局的客家民居，4房2
厅1厨房2天井组成，2006年 6
月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是叶挺将军纪念
馆（园）景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园内通过文物、文献、声光电、
多媒体等多种形式展示了他的
生平和成长背景，展现了其不
平凡的人生和历史功勋，展示
了他为民族解放、为革命不怕
牺牲，无私无畏的“铁军精神”。

据介绍，叶挺将军纪念馆
（园）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全国 100 个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之一，广东省廉政教育
基地、国防教育基地、中小学生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惠州市干
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等。
自2011年免费开放以来，年平
均接待观众 80 多万人次。“铁
军精神”以纪念园为载体，以惠
阳为中心，向全国范围辐射。

叶挺将军纪念馆（园）馆长
秦蓝向记者介绍，“铁军”一贯
作风是就是敢啃硬骨头！北伐
之时，当队伍受阻于汀泗桥、贺
胜桥时，素有“铁军”之称的叶

挺独立团挺身而出，一举打通
了北伐军前进的道路。

当下，敢啃硬骨头的“铁军
精神”仍在上演，最为典型的就
是淡水河治污。蜿蜒的淡水
河，曾是哺育惠深两地百姓的

“母亲河”。20 多年的工业与
生活无序排污，使得淡水河水
质常年处于劣V类，沿河两岸
居民深受其苦。

但因河流污染严重，沿河
企业众多，各方利益交织，淡水
河治污，曾被认为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骨子里透着“铁军
精神”的惠阳人并未放弃，惠阳
立下“军令状”：淡水河水质达
标 工 作 列 为 2019 年“1 号 工
程”，举全区之力开展淡水河污
染防治攻坚行动。

惠阳区生态环境分局副局
长邓利辉是一名精通法学的干
部，自分管环保执法工作以来，
他强力推进开展“夜鹰行动”等
多个专项执法行动，精准查处
环境违法行为，规范企业排污，
在涉水涉气重点工业企业安装
在线过程监控系统，从源头上
控住了污染。

经过努力，惠阳铁腕治污
成效显现：淡水河水质从多年
的劣Ⅴ类上升为去年底Ⅳ类，
今年 1 月更是达到Ⅲ类水标
准。市民们纷纷点赞“漂亮”。

由于辖区内客家围屋
多，基本无人居住，保护和
活化难度倍增，年久失修。
从2013年起，惠阳财政每年
都会安排文物保护专项资
金，重点对历史悠久并有一
定社会地位及知名度、急需
抢修的客家围屋进行修缮和
保护，让其重新焕发光彩。

位于惠阳区镇隆镇的
崇林世居，2004年被公布为
惠州市级文保单位，建成已
有200多年，是典型的客家
方形围屋，也是粤东地区现
存最大的一幢。然而目前崇
林世居基本无人居住，200
余间住房坍塌破败严重，仅
有宗祠与望楼维护较好。

惠阳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07 年，惠州市旅游局拨
付了约 300 万元旅游发展
专项资金用于崇林世居的
保护修缮，对围屋中轴的
上 、中 、下 厅 进 行 维 修 ，
2010 年，修缮工程完工。
目前，崇林世居的中轴厅堂
部分保存较为完好。

他透露，由于崇林世居
面积庞大，建筑内部多处坍
塌，整体修缮保护成本高，文
物产权人无力承担崇林世居
的修缮费用，主要依靠政府
财政支持，但惠阳区财政的

文物旅游专项经费短缺，亦
不足以支撑崇林世居的整
体修缮。

为了保护好崇林世居，
目前，惠阳明确了文物保护
管理责任主体，分解落实责
任。按照文物属地管理原
则，镇隆镇政府作为崇林世
居文物保护的责任主体，依
法履行管理和监督总体职
责。该区文物行政部门依
法履行文物监管职能，每个
季度对崇林世居进行至少
一次检查。在此基础上，大
光村村委会加强日常巡查
和消防安全管理，发挥基层
村委会的作用。同时健全
区、乡镇、村三级文物安全
管理网络，采取区政府与镇
隆镇政府、镇隆镇政府与大
光村村委会、大光村村委会
与所聘请的文保员签订责
任书的形式，每年一签，逐
级分解落实文物安全责任，
实现文物安全监管全覆盖。

据介绍，崇林世居的难
题就是惠阳围屋群活化的
缩影，“资金不仅仅是抢修
崇林世居的头等难题，而是
羁绊着全区 200 多幢客家
围屋。”该负责人透露，活
化客家围屋普遍存在社会
资本引入困难、招商引资难
度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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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惠州市、惠阳区两
会期间，都有不少专家学者
为客家围屋的保护和活化
奔走呼吁。2019 年两会期
间，惠阳区政协委员、沙田
镇党委委员张志康曾表示，
希望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加大
客家围屋的宣传、保护力度；
同时，维护好周边环境，严禁
破坏行为发生；将维护工作交
给专业人员，在合理保护前提
下进行包装、推介。

如何卓有成效而又切
合实际地保护客家围屋？
相关专家建议，由相关部门
牵头，组织专业人士对惠阳
区现有的客家围屋进行调
查，分类造册登记；在此基础
上做出抢救与保护规划，分
期分批维修保护。同时，争
取有更多的客家围屋列为文
保单位，提升保护级别，提高
客家围屋的知名度，争取相
关政策和资金扶持。另外还
可发动海外侨胞和当地企业
家等捐款捐物，以解决资金
不足问题。

对此，深圳市综合开发
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
心主任宋丁表示，目前文旅
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
展从量向质转变的一个缩
影，这将是未来发展的大方
向，“这可以为客家围屋的
活化提供思路”。

上述负责人表示，惠阳
文旅可考虑游线串联模式，
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手机
APP 和携程等第三方旅游
促进机构等多种渠道，组织
旅行社和散客，开展品镇隆
荔枝、赏惠阳山水、听惠阳
吉他音乐会等旅游文化活
动，将客家围屋农家乐等人
文、自然景观等串联起来，
同时打造精品酒店模式，学
习浙江省莫干山裸心谷度
假村建设理念，将围屋周边
建筑整体改造成为开放和
监管相结合的特色旅游景
点和精品酒店，同时，引入
客家山歌、客家饮食等客家
文化盛宴，展示传统的客家
生活方式。

围屋为客家人宗族凝聚力载体

传 承

瓶 颈

升 华

发 展
百年客家围屋维系宗族情感

“铁军精神”激励惠阳人

文旅融合为围屋活化提供思路

客家围屋活化
成文旅热门打卡点

近几年，社会各界呼唤抢救和保护客
家围屋，其活化问题也多次被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足见惠阳对于客家围屋活化这这
一课题的重视程度。

目前，惠阳 200 多幢客家围屋里，有
130幢属于文保单位，具备很高的研究价
值，不少专家学者建议先行保护和盘活几
个知名度较大的作为样板，进而活化更多
围屋资源。但就从目前来看，惠阳客家围
屋的活化工程仍只在静态观光阶段，模式
较为单一。

就目前来说，惠阳客家围屋多数被打
造成为名人事迹陈列馆，其中也有不少党
建活动打卡点，但就模式来说，除通过图
片、资料、文字展示还原事迹外，周边并无
其他完整的配套。

秋长故里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仅
是其解决了资金难题，还因为抓住乡村旅
游契机，打造了沉浸式旅游体验，他瞄准
了惠阳位于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枢纽的地
理优势，主打亲子，定位为深圳、广州休闲
娱乐之地，既有采摘、农家菜，还可以体验
造纸术等多种沉浸式项目，亲子间可以在
沉浸于此体验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秋长
谷里又保留了不少客家元素和围屋特色，
这极大提高了景点吸引力。

据统计，2017年，全国乡村旅游25亿
人次，旅游消费规模超过1.4万亿元，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全
域旅游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
消费潜力的意见》，文旅产业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会。据国家文旅部预估，未来十
年，我国文旅市场规模预计达30万亿-50
万亿元。故笔者认为，抓住乡村振兴契
机，保留围屋特色，增添沉浸式项目，会变
成客家围屋活化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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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凝聚宗族情谊

叶挺故居

秋长谷里航拍图

叶亚来故居中，叶亚来铜像
威严立于其中

崇林世居内部

惠阳抓住乡村振兴
契机，引进文旅项目，活
化客家围屋

百年客家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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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阳，古称归善，是客家人
的聚居地。自宋朝开始，就有
客家人迁徙到此。据《惠阳客
家围屋故事》（惠阳区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主编）一书记载，因
战乱原因，客家人在历史上经
历了五次南下大迁徙，他们因
为离开故土，客居他乡，故自称
为“客”。古代当地官员为他们
登记户籍时，立为“客籍”，称他
们为“客户”“客家”，“客家人”
之名由此而来。

历史上，客家人宗族凝聚力
强，喜家族聚居，南迁也是以家族
的形式进行，体现在建筑上，即为
大家族聚居的大型住宅——客家
围屋。

围屋通常背靠山坡而建，
就是风水中的“有靠山”之说；
前面则有半圆形的池塘，既
体现出风水中阴阳学说，更
是防火、御敌、蓄水之用的产
物。围屋的结构以中间的正
堂为中轴，一般是二进至三
进，呈方形结构，分为上堂、
中堂和下堂 ( 三 进)。正堂左
右两旁有同样是方正结构的
横屋，简称为“横”。自正堂
向 外 的 房 屋 结 构 一 层 层 扩

张，每一层称为一“围”或一
“围龙”。围龙的层数和一侧
橫屋的排数一般是相等的，
普通的围龙屋通常是“两堂
两横一围龙”。

屋内建有祭拜祖先和议事
的堂屋、住房、厨房、仓库，还
有水井、猪圈、鸡窝、厕所等基
础的生活设施，相较于其他建
筑，围屋既能继承家族传统，
保全文化记忆，又能加强了族
人间的联系，增强凝聚力和群
体意识，故坊间也流传着“一幢
围屋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
小群体”之说。

无论是在惠阳老城的小巷
里，还是在深山的村落中，人们
都能发现围屋的踪迹。惠阳客
家围屋的样式，主要是方型围
屋和半圆形围屋。据不完全
统计，惠阳乡间大地上散落的
客家围屋有 200 多幢，其中包
括近 70 幢文保单位。每一幢
客家围屋都记载着一个家族
的迁徙历史，每一堵墙都铭刻
着客家祖先筚路蓝缕、艰辛开
基的创业足迹，每一个泮池都
辉映着客家人自强不息、团结
进取的精神。

围屋数量多抢修任务重

活化客家围屋
打造沉浸式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