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同创汇的十年，亦是
同创汇发展的十年。从广州
出发，同创汇足迹遍布深圳、
香港、上海、成都等地，已成功
改造并运营了 22 个项目，管
理面积达 70 万平方米，成为
资产活化运营龙头企业。同
创汇旗下项目，既有甲级写字
楼，又有开放式文创园区等不
同产业类型的综合体，持续探
索产业协作新方向。

聚焦未来，同创汇还通
过校企联动，积极为城市微
改 造 引 入 新 鲜 力 量 。 近 几
年，同创汇联合东南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
等高校相关院系，共同开展
城 市 更 新 建 筑 课 题 研 究 项
目，旨在融合产业实践与学
术智慧，探索城市建筑更新
的创新路径，促进城市可持
续发展，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改善办公环境，同时培养专
业人才，为城市更新事业注
入新的活力与思想。

接下来，同创汇将持之以
恒、孜孜不倦地理清城市发展
与文化共荣之间的关系，用出
色的有机更新经验和十年积
累起来的专业能力，加快布局
全国一线重点城市，致力于成
为中国资产活化运营行业的
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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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有机更新 羊晚园区二次活化焕新
文/徐炜伦
图/同创汇提供

羊城同创汇前身是羊城晚报总
部办公楼，其中的印刷大楼 1983 年
奠基，1985 年投入使用，至今约 40
年。数十年间，羊城晚报曾创造出

“一纸风行大江南北”的辉煌，在这
里，羊城晚报人铸造出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勇立潮头、引领风尚的羊晚
精神，它更是岭南报业文化发展史
的有力见证。

随着业务扩张，羊城晚报报业
集团将办公地点整体迁移至天河区
羊城创意产业园，旧总部办公楼也
面临全新的发展定位。2014 年，羊
城晚报旧总部原址老旧待兴的境况
在同创汇超前的资产活化理念下迎
来了转机，双方一拍即合，开启了一
段长达十年的有机更新佳话。

2015 年 9 月，正值“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热潮，羊城晚报报业集
团、同创汇携手腾讯共同打造的“移
动互联网生态树·创业综合体”项目
——羊城同创汇正式开园，羊城晚
报旧总部也成功转型成为一个集社

群、平台、服务为一体的新型互联网
孵化器，半年间孕育出46支创业团
队，不到一年时间里园区入驻率达
到97%。

作为羊城晚报社旧址，羊城同创
汇在开园后仍留存着不少“羊晚印
记”，该园区开设的岭南报业博物馆
记录着岭南报业发展全脉络，园区内
还留存有包括羊城晚报大楼奠基石、
值班总编办公桌、信稿组邮箱、报纸
印刷机器组件等旧物，更存放着数份
记录整个岭南报业发展史的珍贵旧
报。以编辑楼、印刷楼命名的园区建
筑，仍在对外述说着羊城晚报及岭南
报业文化辉煌的过往。

承载羊城晚报文化沉淀，羊城同
创汇打造出了极具文化气息的“科
技+文创”产业综合体。项目提供齐
全的商务配套、生态办公空间和全天
候管家式企业服务，接连荣获地方政
府颁发的税收亿元楼宇称号、科技部
颁发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及国
家级众创空间等荣誉称号。

创刊67周年 特别策划

新增雨棚明确公共空间与商户的“边界
感”、整改地台形成清晰的场地景观指引、改
造连廊通道适配人行进出需求……日前，广
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33号的羊城同创汇以
全新面貌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这个城市微
改造的标杆在运营十年后，再次“有机成
长”，展现了城市微改造的无限可能。

羊城同创汇是同创汇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同创汇”）操刀的首个资产活
化项目，该项目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共同打
造，保留了原址的“羊晚印记”，注入了“科
技+文创”综合产业活力，其成功经验为同创
汇接连改造运营一众资产活化项目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与羊晚结缘，留存岭南报业文化记忆

资产活化、有机更新，强
调资源和环境的积极转变和
优化，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
模式，而是要根据资产的具体
情况和市场环境来灵活调整
策略，注重长期效益和可持续
发展。2015年，同创汇团队认
为传统地产将进入到存量市
场的“下半场”，因此正式确立
聚焦城市存量资产活化运营
领域的发展战略，创立了“同
创汇”品牌。羊城同创汇正是
同创汇品牌的首个资产活化
项目。

在羊城同创汇的改造初
期，同创汇对羊城晚报旧址外
立面翻新，室内平面布局调
整，对办公产品进行打磨，预
留适配的商业配套空间，打造

“会呼吸的建筑”，为企业提供
有氧办公空间，实现效应最大
化。

十年来，羊城同创汇从未
停 止 对 运 营 模 式 的 创 新 。
2024 年，为适应城市发展，羊
城同创汇针对部分建筑出现
老化及空间利用不合理的问
题，再次进行阶段性更新，调
整运营策略，不仅对于空间、
形象进行改造，还对商业品
牌、园区定位再次进行升级。

羊城同创汇此次改造的
范围散布于项目的前广场与
后庭院之间，通过解决各个节
点的问题，以达到激活场地的
目的。前广场的改造主要是
对入口广场景观以及商业界
面与办公入口的梳理，临街增
加外摆区，帮助商家形象升级
改造，打造品质休闲空间。后
庭院的改造则主要针对原先非
重点改造区的附属楼，将其整
体翻新为办公租赁空间，并增
加前广场与附属楼的联动性。

此次改造置入“雨棚”“地
台”“廊道”这几种建筑元素，
以适应场地的气候和空间氛
围所需，这些轻盈的微改造姿
态，既顺应原有场地的空间形
态和建造方式，又综合打通了
建筑、景观与室内的串联。

改造后，羊城同创汇前广
场作为口袋型空间，成为周边
城市开放空间的有效补充，具
有引入商业人流的潜力，并提
升项目整体的商业氛围，让项
目与外部城市环境之间建立
更为良好的关系。项目廊道
的多层次交通系统，更实现了
经过编辑楼、印刷楼步行通往
后庭院的最优解。

为提升园区整体品质及

形象，给园区内员工、访客及
周边居民带来更为便捷、多样
化的餐饮选择，提供舒适、整
洁、优雅的用餐环境，项目引
入连锁餐饮品牌，保障商业品
质与服务；同时整体升级商业
招商定位，聚焦更具特色、更有
趣味的经营品牌和工作室，计
划形成由众多主理人组成的工
作室集群，专注于不同领域的
探索，共同追求创新与突破。

2021年，在越秀区羊城同
创汇的成功运营经验下，羊城
晚报报业集团与同创汇的故
事延伸至了天河区广州国际
金融城的羊城同创汇（天河园
区），这一年，该园区正式开
放，曾经亚洲技术水平一流的
报业印务中心成功“蝶变”为
一个集科技、文化、创新于一
体的新园区。作为羊城晚报
社的现办公地址，羊城同创汇
（天河园区）将传统文化与现
代设计完美融合，公共区域展
示着以羊城晚报最具特色的

“四连张”跨版为原型制作的
十幅精美画卷，将岭南文化元
素巧妙镶嵌其中；以蓝色为主
打，红色、黄色为点缀的现代
工业风设计，处处闪耀着现代
文创园的时尚与灵动。

模式创新，同创汇持续探索运营新方向

同创汇

产学联动，同创汇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羊城同创汇十年焕新升级

羊城同创汇后庭院新增廊
道有机串联起各种空间形态

同创汇联合高校持续探索城市建筑更新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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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仅凭
一两首诗成名、只有一两首诗
留世的人，不是没有，是很
少。譬如，南梁诗人王籍和他
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
幽”；北魏诗人陆凯和他的“江
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南宋
诗人林升和他的“暖风熏得游
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
诗僧志南和他的“古木阴中系
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
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
风”，等等。一诗封神，全凭诗
力久远。

张若虚也是，但他的身
世、生平和《春江花月夜》的际
遇，是一道千年之谜。

海雾迷蒙，云翳蔽月。孤
月当空，江天一色。

张若虚和他的《春江花月
夜》是孤独的。

唐朝以诗文取士，一些文
人由此步入仕途，如元稹、张
九龄、上官仪、韦庄、韩愈、高
适、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
杜牧、岑参、刘长卿等。

但是张若虚没有。
张若虚曾一度闻名于京

城，他和他的《春江花月夜》却
没有走红，甚至没有带来好
运。唐人郑处诲在《明皇杂
录》中载曰，“天宝中，刘希夷、
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
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
章盛名，俱流落不遇，恃才浮
诞而然也。”把张若虚归于怀
才不遇的典型代表之一。从
名扬一时到沉寂至终，直到明
清才开始为世人关注，张若虚
的人生之路在月光下隐约依
稀，连履历都只有寥寥数语，
语焉不详，不甚真切。

张若虚之前，如此手法写
江月的佳作鲜见，而此后甚
多，他的《春江花月夜》是开了
先风、成了范本的。为什么这
样一位有造诣的诗人，他的作
品在当时关注甚少、存量甚
少，还没有被列入当时及随后
的各种文集，原因何在？

谜出扬州。
古邗沟、古运河畔的扬

州，是拥有 2500 多年历史的
文化名城，许多历史故事、文
化题材与这里有关。位列“吴
中四士”的张若虚就是扬州
人。唐朝的长安、武周的洛阳
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
高地，而南方长江之滨的扬
州，是那个时期的富庶之地、
文化热土，是古代诗人的打卡
地。千里清波，“万艘龙舸”，
隋唐大运河的凿通，不但畅通
了天下物流，也汇通了南北文

化。“天下文士，半集维扬”，有
“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有“腰
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
孟浩然、王昌龄、李白、高适、
刘长卿、韦应物、孟郊、卢仝、
刘禹锡、白居易、李绅、张祜、
杜牧、温庭筠、韦庄、皮日休
等，在扬州留下过屐痕和墨
宝。唐诗大名家半数以上到
过扬州、留下诗名，为扬州注
入了丰富的文化营养，可谓

“一个扬州城，半部全唐诗”。
但令人不解的是，被后人

赞誉为“孤篇盖全唐”的扬州
人张若虚写的《春江花月夜》
没有入选唐朝当时诸多版本
文选、唐诗典藏。据专家考
证，唐人选唐诗十种、唐人杂
记小说，以及宋代《文苑英华》
《唐文粹》《唐百家诗选》《唐诗
记事》、元代《唐音》等唐诗选
本，均未见张若虚和他的诗
作。不仅唐诗选本没有，从唐
代到明代的二十余种诗话中，
也无人论及。幸亏在宋代宋
神宗赵顼时期，学者郭茂倩将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其
它五家七篇同名诗文，一同收
入了《乐府诗集》。依然归入
乐府诗一类，未入正声之列。
在宋词如雪片漫天飞舞的年
代，张若虚和他的诗被雪藏。
在元散曲和元杂剧盛行的元
代，也没有人注意到500多年
前，星光灿烂的唐诗夜空里，
划过的那一道流星。

但这道一闪而过的流星，
被 800 多年后的一双慧眼捕
捉到了。明万历年间，被誉为

“天下奇才”的浙江金华人、著
名学者胡应麟，在翻读到《乐
府诗集》中的《春江花月夜》
时，浑身一惊，发觉了张若虚
这首诗的好。他将这首好到
令人吃惊的长诗编入其《诗
薮》，并考证说，“张若虚《春
江花月夜》流畅婉转，出刘希
夷《白头翁》上，而世代不可
考。详其体制，初唐无疑。”
这首诗惊到了胡应麟，从此
惊艳了世界。

如果没有胡应麟，我们今
天或许还不知道张若虚和他
的《春江花月夜》。感谢，那旷
世珍稀的一惊。

随后，晚明盲诗人唐汝询
的《唐诗解》、晚明文学家王夫
之的《唐诗评选》，清代文学家
彭定求等人编辑的《全唐诗》，
清代诗人学者沈德潜的《唐诗
别裁》等，均收入了此诗。尽
管也有孙洙的《唐诗三百首》
等权威诗选没有选这首诗，但
毕竟选入的多起来、解读的多

起来了，《春江花月夜》如海天
明月，升腾在文化的夜空，光
彩照人。

在胡应麟之前，在唐代当
时的诗选中，在后世的一些唐
诗选中，为什么恰好在张若虚
跟前画上了句号，在他的《春
江花月夜》上打了一道叉？匪
夷所思。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那么，张若虚经历了什么

风雨？
我们不能不从他所处的

社会背景来分析。
张若虚生活在唐朝第四

任皇帝唐中宗李显（公元 656
年 11 月到公元 710 年 7 月）时
期，他与唐中宗的生命周期接
近。公元683年底，27岁的李
显即皇帝之位；不久皇太后武
则天临朝称制，于公元684年
2月废李显为庐陵王，改立李
显之弟、22岁的李旦为帝，是
为唐睿宗。很快武则天把李
旦也晾在一边，着手筹建武周
政权。就在这一年，中国社会
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事件。

公元 684 年 9 月，唐朝大
司空李勣之孙，曾经的眉州刺
史、柳州司马李敬业（公元 636
年到公元 684 年），与曾经的
御史魏思温等因事被降职的
官员，在扬州谋反。李敬业本
姓徐，因祖上有功，被李唐朝
廷赐姓李。李敬业以反对武
则天临朝称制，恢复李显帝
位、勤王救国为名义，拥兵十
万发起叛乱，自称大将军、扬
州大都督。李敬业的谋士、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亲
笔撰写了《代李敬业传檄天下
文》，檄文历数武则天罪状，力
陈李唐社稷面临之生死存亡，
呼吁天下兴兵讨伐武则天。
此檄文“事昭而理辨，气盛而
辞断”，理直气壮，慷慨激昂，
字字如刀如枪。据说武则天
本人见到檄文后极为愤怒，却
不得不点赞了骆宾王的文笔。

文是好文，理是有理，但
李敬业不会打仗，还听不进意
见。浩浩荡荡的征讨大军，不
去直取东都洛阳，而是只图占
领近在咫尺，有好山好水、有
霸王气象的金陵城。武则天
很高明，你不是打着维护李唐
正统的旗号造反吗？我先宣
布收回你家的李姓，你都不姓
李了还维护个啥？然后派李
家人来打你姓徐的！当即以
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
管，率兵三十万尘土飞扬地前
往镇压。当年 11 月，徐敬业
兵败被杀，扬、润、楚三州平

定。扬州叛乱被平定后，武则
天对参与叛乱的人员进行了
大规模清洗，处死不少叛乱骨
干，撤裁了一批官员，彻底肃
清了叛乱势力的影响。作为
谋士和班子成员之一的骆宾
王下场当然不好，一说在战场
上被杀，一说投江自尽，一说
落发为僧，所以文献上记载的
骆宾王卒年，定格在公元 684
年。

一切扫荡清理停当，公元
690年九月初九，一不做二不
休的武则天登上了则天门楼，
正式改李唐为武周，以洛阳为
神都。这标志着武周王朝的
建立，群臣奉武则天为“圣神
皇帝”。

那么，在这个刀光剑影、
惊心动魄的时间段里，张若虚
在做什么呢？公元 684 年扬
州叛乱发生时，张若虚年仅
24岁左右；武则天公元690年
登基时，张若虚也只有 30 岁
左右。此时的他就职兖州兵
曹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肯定
没有参与扬州叛乱。

不难推测，武周政权对扬
州叛乱是心有余悸的，对扬州
人是心存戒心的，对相关人员
进行限制、打压是可以理解
的。从此相当长一段时间，包
括像张若虚这样正值当年的
扬州人，一定会受到牵连。人
不被用，诗不入选，名不载史，
这种可能性很大。

这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可能的原因之二，是因为

诗名。
在张若虚之前，已有陈后

主、隋炀帝所写两首《春江花
月夜》，诗意沉迷，用词艳丽，
被后世视为亡国之音。孙洙
的《唐诗三百首》作为面向普
通大众的教材，多是盛唐之经
典，基调积极，色彩明亮，为避
免初学者的误解，未选用艳丽
风情和乐府旧体诗，是可以理
解的。因题而害文也是有可
能的，但其他各种版本的诗选
没有青睐，似不合情理。宫廷
荒淫，与月何干，与诗何干，与
张若虚何干？

张若虚写《春江花月夜》
之前，还写过《代答闺梦还》借
时兴的代答体、闺怨体，发思
妇之幽情。从诗意判断，男女
主角应该是在新婚不久就别
离，思妇在开春初暖的时节，
穿着新装，倚立楼台，望穿双
眼盼亲归，无奈只好梦中见。
两首诗异曲同工，风格相似，
但《代答闺梦还》盘桓于男女
之幽思，而《春江花月夜》格局

宏阔、境界高远。同样是写在
初春，一个写的是燕舞蜂飞、
桃红李白的白天，一个写的是
春潮激荡、江天一色的月夜，
一个是缠绵悱恻思寂寂，一个
是“愿逐月华流照君”的高境，
一个止乎情，一个指向心，两
者孰高孰低，一眼可见。但正
如有研究者指出，《代答闺梦
还》已体现出张若虚不同于宫
体诗的别样情怀。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格调清新、意境高洁，字字如
洗，一扫宫体诗词艳丽、雕饰、
矫情之风，是对宫体诗的反叛
与铣削、革新与改造。但标题
烙印深，仍容易被打压、被回
避；在唐诗讲求格律、讲求进
取、讲求家国情怀的背景下，
貌似表达离情别绪的《春江花
月夜》，很容易被打上宫体诗
的色彩。刻板印象重，再清
新，也枉然。

但是，张若虚为什么要坚
持用“春江花月夜”这个脂粉
气浓的乐府旧题呢？这恰恰
说明了他对南朝淫词艳语文
风的态度，是批评、否定、替
代。旧帽新颜，老瓶新酒，脱
胎换骨，是一种大胆的纠错，
是对宫体诗的自赎。明知会
被误解误读，不惜当一次“人
肉炸弹”，冒着风险旧装入世、
全新呈现，这是张若虚的勇气
和牺牲精神。也正是因为他
的《春江花月夜》，才一扫此类
诗词歌赋的旧尘。

此《春江花月夜》非彼《春
江花月夜》也。

但此诗仍然有被误判、误
读的可能。误判是因为浅读。

也可能有第三个原因，即
张若虚交友不慎。

有人认为，张若虚是因为
与宋之问关系密切而受到牵
连。写下“近乡情更怯，不敢
问来人”的宋之问（约公元 656
年到公元 712 年）是唐代著名
诗人，进士及第，受到武则天
赏识，跻身五品学士。宋之问
满腹经纶、才情横溢，善写五
言排律，被誉为“初唐之冠”，
却满心谄媚，极力献媚于武则
天和其媚臣、面首张易之和张
昌宗兄弟等，成天跟在他们屁
股后面转。此前，坊间有传
闻，说宋之问的亲外甥刘希夷
才情超人，吟出了“年年岁岁
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
佳句。宋之问想将这两句据
为己有，商量不成，便遣人用
土袋压死了刘希夷。传闻未
必为实，但反映了世人对宋之
问人品的评价。神龙元年，即

公元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
与附马王同皎等发动“神龙政
变”，诛杀二张，逼武后退位，
迎立唐中宗李显。朝廷清洗
二张余孽，宋之问被贬谪到泷
州，即今广东云浮的罗定。因
受不了南方的苦，他悄悄地跑
回洛阳，藏在好友王同皎的家
里不敢出来。他偶然发觉了
王同皎正与人密谋，准备杀死
外戚大臣、当朝宰相、武则天
的侄子武三思，遂向朝廷密
告，结果王同皎及相关人员一
并被处死，宋之问因此获得重
用。时人讥笑卖友求荣的宋
之问身上的五品官服红袍，是
被王同皎的鲜血染成的。宋
之问又倾附于唐中宗之幼女
安乐公主，遭李显、李旦的妹
妹太平公 主的忌恨 。 公元
709 年，宋之问被下迁到越
州，即今浙江绍兴担任长史。
次年六月，唐中宗李显被夫人
韦皇后、幼女安乐公主毒杀，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诛杀
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拥立唐
睿宗李旦复位，宋之问被流放
广西。公元 712 年 8月，唐玄
宗李隆基受李旦禅让即皇位，
宋之问被赐死。

在当世，宋之问的人品是
饱受讥贬的，如果张若虚与此
类人过从甚密，受影响是必然
的。但是，张若虚作为兖州基
层的一介兵曹，要高攀武则天
皇帝身边的势利红人宋之问，
恐怕也是很难的。这一原因
只是推测，缺乏证据。

而且，能写出《春江花月
夜》的张若虚，肯定不只写了
这两首诗，但为什么其他作品
及生平资料被清理得如此干
净，不得而知。

对月抒情的人何其多，咏
春江月的诗何其多。无论海
雾沉沉有多沉，斜月藏海藏
多深，张若虚和他的《春江花
月夜》一定是那一轮最明亮
的月。

（作者是中宣部文艺局原
局长、中宣部“学习强国”原总
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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