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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公布红色革命
资源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粤东地区
有两案例入选：汕头市“赤杜岭南昌起义军
营地旧址”等 49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行政
公益诉讼案、汕尾市红四师师部旧址行政公
益诉讼案。

近日，坐落在潮州古城中山路的李
厝祠修缮基本竣工。李厝祠始建于清
代，后改建为黄埔军校首个分校。目前
暂未对外开放，今后将陈设布展。

揭阳市惠来县首部大型原创现代革
命潮剧《南山红英》近日在惠城公演。该
剧以大南山的真实革命故事为背景，讲述
林娥等红四十七团女战士投身革命、奋勇
杀敌的英雄事迹。

汕尾市城区于日前举办“山海湖城·文
宿胜地”文宿招商大会，现场共有18个投资
项目进行现场签约，项目投资总额共约 310
亿元。

（蚁璐雅 马思泳 詹淑真）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被列入
第三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的两个
街区，几乎囊括了整个汕头小公
园开埠区内有城市人文价值的建
筑、街巷等。

其中，中山纪念亭历史文化
街区范围东至外马路、南至海滨
路、西至永平路、北至梅溪河，街
区面积35.97公顷（核心保护范围
21.61 公顷，建设控制地带 14.36 公
顷），包含不可移动文物 12 处（2
处省保、9 处市保、未定级不可移
动文物1处），历史建筑18处，传统
街巷 56条（骑楼街 10 条，内巷 46
条）；西堤历史文化街区的范围则
东至永平路、南至西堤码头、西至
西堤路、北至梅溪河，街区面积27
公顷（核心保护范围 19.40 公顷，建
设控制地带 7.60 公顷），包含不可
移动文物6处（1处国保、1处省保、
1 处市保、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2
处），历史建筑18处，传统街巷37
条（骑楼街 9 条，内巷 28 条）。

而在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的过程中，汕头除了通过修缮破
旧建筑、开展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以壮大其“筋骨脉络”外，也围绕
中山纪念亭等核心地标，有机融
合了非遗展示、非遗文创活化、美
食体验、红色教育等主题元素，打
造“民俗特色文化”经济圈，并通
过一场场文旅盛会逐步树立起小
公园的经济文化品牌，丰富了市
民和游客的精神生活及消费业
态，让汕头老城区焕发新活力。

羊城晚报记者连日来在汕头
小公园开埠区实地探访时就看
到，经过活化保育后的小公园开
埠区如今已然成为了汕头文化旅
游融合领域的“顶流”：经久不衰、
热闹非凡的“戏亭印象”舞台，在
交相辉映的时尚灯光中把一幕幕
的经典潮剧，跨越时空植入汕头
开埠区小公园的雕梁画栋；中西
合璧的小公园沿街骑楼里，吸引
了各类商家特色摊位入驻，特产

手信、传统小吃、民间杂耍、工夫
茶艺、非遗展示等高颜值的网红
打卡点，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沉浸
式场景体验；“中共中央至中央苏
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交通中站旧
址”陈列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化身
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迎
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党员群众。

“小公园又重现往昔的热闹
场面了，我们的生意自然也是跟
着水涨船高的啦……”位于中山
纪念亭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的

“老妈宫粽球”是许多到汕游客必
打卡的百年老字号，其第五代传承
人陈芬就告诉记者，在小公园开埠
区修缮过程中，他们也敏锐地察觉
到了新商机，通过扩大店面、全新
装修等方式进行了改造，“小公园
现在发展得很好，以前我们在老地
方没有这样的环境，经过修复改造
之后，游客停车也更加方便，小公
园的人流量变多，我们的生意也变
得越来越好。”

历经百余年沧桑后，昔日
商贾云集的汕头小公园开埠

区逐渐老去，雕梁画栋的
骑楼群也一度成为了摇

摇 欲 坠 的 斑 驳 危
房。拯救汕头小公
园开埠区的这片古
建筑群以传承城市
文脉，成了一件与时
间赛跑的事。

但如何“原汁原
味”地重塑这片海内

外潮人共同的“精神家
园”，让这些建筑物成为

讲好汕头故事的真实载体呢？
领衔参与了汕头小公园开埠区

骑楼群修复工作、国家级非遗项目潮
汕古建筑营造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纪传英，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时向记者回忆了自己“遇见”古建筑、
修复汕头小公园骑楼群、推动古建筑
营造技艺走出汕头走向世界的故事。

承接首单仿古建筑曾
“交学费”三万元

“其实，我以前是画版画出身的，
在版画中培养的审美观和造型艺术
为 我 转 入 古 建 筑 打 下 了 坚 实 的 基
础。”记者日前在广东纪传英古建筑
营造有限公司见到纪传英时，已是77
周岁的他依然步伐矫健，显得比实际
年龄年轻很多，儒雅谦和。

据纪传英回忆，年少时他便对画
画充满兴趣，也曾多年从事过版画工
作，并且小有成就，多幅作品曾在《人
民日报》《羊城晚报》等媒体上刊登。
但因为种种原因，纪传英无法圆了年
轻时的画家梦，此后他辗转打拼于多
个领域。

回忆起那段青葱岁月，纪传英笑
着说，他多年的打拼生涯尝试过多种身
份与角色，在油漆工、水泥工、木工等
角色之间自如变换，并始终以谦卑的态
度虚心向他人请教学习，这为他沉淀了
许多建筑领域的过硬本领与精湛技艺。

直到1968年，纪传英为谋生计开
始涉足建筑行业，并于 1980 年开始
专注于古建筑修缮领域。在纪传英
看来，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
部分，独具特色的潮汕古建筑是向世
界展现潮汕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他
希望自己的工作不仅是让破损的古
建筑恢复原貌，更多的是让传统的古
典文化得以传承。

据悉，上世纪八十年代，潮汕地区
有不少古庙宇、宗祠之类的古建筑年
久失修，亟须修缮和保护，而从事古建
筑修复的师傅却少之又少。作为一名
古建筑修缮行业的新兵，纪传英也曾在
自己接手的第一单仿古建筑上吃了亏。

“那时候一位香港老板想要在家
乡建设一个仿古楼阁并且找到了我，
那时候我还只会画画，对现代建筑和
仿古建筑的设计、估价等方面还不熟，
因此接手的第一单古建筑项目就亏损
了三万元，那时候的三万元算得上是
巨款了。”纪传英告诉记者，虽然自己
在古建筑领域的第一单亏了但他却感
觉十分有价值，正是这次“交学费”的
经历让他更加清楚了古现代建筑在建
筑材料、估价等方面的异同，在今后的
项目中估价也变得更加准确。

力推古建筑营造技艺
走向世界

在外行人看来，修缮古建筑就是
敲敲打打，不足为奇。但纪传英却用

大半辈子的辛苦耕耘，赢得了“中国
营造技术人物传承奖”“广东省传统
建筑名匠”等称号；并在国内外主持
完成了500多个仿古建筑和古建筑修
复项目，留下一批典范之作，斩获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资产保
存优异奖”等多项荣誉，为潮汕古建筑
在中国古建筑界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古建筑是让人记住乡愁的重要
因素，它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
内涵和社会历史。”纪传英说，他一直
坚持要把古建筑上的每个细节当作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载体去对
待，在不改变古建筑现状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保持其原貌。

纪传英的这种理念，在他领衔修
缮汕头小公园开埠区骑楼群的过程
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据介绍，汕头
在 2016 年启动小公园开埠区修复改
造试点工作，并以西堤路 31 号—57
号（单号门牌）7 栋骑楼作为试点建
筑。该项工程改造的成功与否，直接
关系着后续的片区改造项目能否顺
利推进，因此对于纪传英来说，接受
这个项目，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历经岁月沧桑，试点修缮的骑楼
建筑破损严重、骑楼的灰塑风化脱落
严重、没有现成图纸等许多棘手的问
题摆在了纪传英面前。

“我们翻找了大量的相关历史照
片和材料，充分考虑建筑特点，坚持
对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进行深入
研究，使用了包括贝灰、河砂、糯米、
红糖等传统材料，力求在修复过程中
尽量保持建筑的‘原汁原味’，最大限
度保留古建筑的历史信息。”纪传英
说，为做到“修旧如旧”，雕刻师傅们
根据原先留存的图案框架，推测出原
先的图案，进行手工描绘；从骑楼屋
顶、窗台四周到支柱顶端的各种灰塑
装饰物，工程方都进行了全部保留和
修复，细致程度达到雕塑不增一花一
草、屋内不少一梁一柱。

据介绍，纪传英团队还运用了不
少新材料和新技术去还原骑楼的历
史风貌。例如，南生百货大楼外立面
的修缮，其中的彩色玻璃就是按照原
来的老工艺去定制的。而为了解决
骑楼墙体软塌的困难，纪传英团队还
改良配方，加上了水泥、黏合剂等新
材料增强墙体耐久性，并通过“上色”
的特殊处理让建筑得以恢复原貌。

“经过四年的时间，我们从试点
开始，逐步完成了对小公园开埠区 7
条街古建筑群的修缮工作，同时确保
了工程安全。”纪传英说，汕头小公园
开埠区接下来的保育活化工作让历
史与当代相得益彰，使得小公园开埠
区的人气越来越旺，重现繁荣。纪传
英认为，汕头小公园开埠区的保育活
化还应在“修旧如旧”的同时加快基
础设施现代化建设，通过增设停车场
等方式优化公共空间，提供便民利民
服务，全面改善街区环境，留住更多
的游客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计。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潮汕古建筑
营造技艺自 2016 年被列入汕头市龙
湖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
来，在短短五年内已连续晋级为汕头
市级、广东省级非遗项目及国家级非
遗项目。作为代表性传承人，纪传英
目前仍活跃在古建筑修缮领域，同时
还授徒传艺，让年轻一代更多地了解
传统建筑，了解古建筑文化。而他的
儿子纪雪山、纪雪峰也都已参与了古
建筑的修缮工作，共同推动潮汕古建
筑营造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走出汕
头走向世界，以工匠精神赋予古建筑
以灵魂和生机。

来汕头小公园两街区
感受“特色民俗文化”经济圈
入选第三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名单，汕头将对街区进行3D测绘和挂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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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赵映光 实习生 林文惠 高丹琦

有着“潮人精神文化家园”之称的汕头小公园开埠区，建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汕
头城市发祥地，也是全国34个开埠城市中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开埠区。漫步其中，连排
林立的中西合璧骑楼群、环形放射状的商业街区，随处可遇见潮汕文化、华侨文化、海洋文
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在这里融合汇聚留下的印记，堪称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近年来，随着保育活化工程的持续纵深推进，汕头小公园开埠区焕发出全新活力，修
旧如旧的骑楼建筑群不仅成为了一场场文旅盛会的天然舞台，而且在赓续传承城市文脉
的同时也让海内外潮人回望汕头时，看得见骑楼，记得住乡愁。

本月中旬，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相关通知，将汕头小公园开埠区中山纪念亭街区、西
堤街区列入第三批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这既是汕头小公园开埠区近年来保育活化
工作取得成效的生动注脚，也为汕头接下来更好地保护、挖掘和传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
着手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奠定了基础。

以建于 1934 年的中山纪念
亭为中心，汕头小公园开埠区的
街区呈现出极富特色的环形放射
状，聚心向海的格局聚集了众多
晚清及民国的官府衙署、洋行领
事馆、公寓私邸、工业商会、影院
酒楼等中西合璧风格的历史建
筑，曾有过“百载商埠、楼船万国”
的繁荣景象。

不过，随着岁月流转，曾经繁
华的汕头小公园开埠区也在城市
中心日渐东移的发展进程中逐渐
落寞，甚至成为了斑驳不堪的“锈
带”。

亟待被重新“擦亮”的小公园
开埠区，终于在 2013 年迎来了

“新生”的曙光——当年，汕头市
提出《关于立法保护我市老城区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风貌的
议案》，拉开了小公园开埠区保育
活化工作的序幕。

2014 年，《汕头经济特区小
公园开埠区保护条例》开始实施，
小公园开埠区的保育活化工作自
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16 年，
汕头以西堤路的七栋骑楼作为试

点，秉承“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
修缮，打响了小公园开埠片区改
造的头炮，也为此后大范围的片
区改造奠定了技术基础。

2017 年，汕头市正式启动小
公园开埠区首期修复改造工程，
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用“绣花
功夫”陆续完成了中山纪念亭、南
生百货大楼、红色交通线等特色
建筑以及大面积的旧时骑楼、建
筑、街巷的修缮，并且对外开放了
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汕头市文
化馆、老妈宫戏台等文化场所，进
一步赓续传承城市文化根脉，整
体打造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历
史文化街区。

今年初，汕头也制定出台了
《汕头市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和利
用实施“八个一批”工程方案》，并
提出以小公园开埠区为重点，把
老城区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
迹、保护商埠文脉统一起来，采用

“分片实施，重点示范”的策略，分
步以街区为修复单元，循序渐进
开展活化利用。

随着各项保育活化工程的持

续推进，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逐
渐旧貌换新颜，不仅成为当地文
化地标，更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
往打卡。在此基础上，汕头市住
建局今年以来积极推进小公园开
埠区申报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并
通过制定《汕头市申报省级历史
文化街区工作方案》，委托专业机
构对小公园开埠区规划范围进行
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现场踏勘和
现状调查，结合规划梳理、历史研
究等多种技术方法，先行组织中
山纪念亭、西堤两街区进行申报。

据悉，积极申报国家、省历史
文化街区，创建文物保护利用示
范区，是建设小公园开埠区的一
项重要工作。汕头市住建局表
示，该局接下来将着手开展制定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并对街
区进行3D测绘和挂牌保护，并继
续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工作
的指导监督，开展更多片区的论
证和申报资料编辑工作，争取继
续申报一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为汕头谋划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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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遗项目潮汕古建筑营造技艺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纪传英——

专业精心修复“斑驳时光”
匠心重塑潮人“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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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小公园开埠区的中山纪念亭
蚁璐雅 摄修旧如旧的小公园开埠区骑楼群 蚁璐雅 摄

汕头小公园
是汕头老城的核
心地标和文化标
志 方淦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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