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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大众健身行为和消
费研究报告》指出，大众最常参与
的运动项目是跑步。在富有活力
的一线城市广州，跑步通勤的队
伍正在不断壮大。

“现在对跑步线路的路况已
经很清楚，哪里有坑洼，哪个路段
多车，哪段路不平坦，我都了如指
掌。”眼前这位谈起跑步通勤不亦
乐乎的国内著名跑步达人叫陈国
辉，他也是美国硬石+西部百英里
越野赛的第一位中国完赛人，身
边的跑友亲切地称呼他“国队”。

黄埔大道东至珠江新城，适
中的通勤距离、较为安全的路况
为陈国辉选择跑步通勤提供了有
利条件。一周时间里，热爱运动
的陈国辉总会挑上 4 个清晨，早
早起床换上运动装备，用 50分钟
左右的时间跑到公司。在日复一
日的坚持里，他已经跑过了广州
城一年半的春夏秋冬。

和陈国辉并肩作战的曾志
勇，既是工作上的伙伴，也是通勤
跑步队伍里的“跑友”。与陈国辉
不同的是，曾志勇到工作地的跑步
通勤时间需要90分钟，海心沙、二
沙岛、沿江路是他跑步通勤的相伴
风景。他说：“这一个半小时是我
距离自己最近的时间，我很享受这
慢下来的90分钟。”

如果你认为跑步通勤队伍
里，男性跑友独占“一片天”，跑步
达人兼网络红人“Linda 酱”会告
诉你事实并非如此。留着一头率
性短发的“Linda 酱”在社交媒体
上分享着跑步日常，在她的帖子里
常常可见这样的配文：“在路上，尽
管享受风景就好”“不动起来，对不
起这蓝天白云”“运动永远是我不
变的热爱”。治愈又热血的生活方
式，让不少网友颇有共鸣。

事实上，跑步
通勤在全国其他
城市也是一种颇
为流行的生活方
式，许多年轻人和

“Linda 酱”一样在
各类社交平台上
分享跑步故事：刘
大海每周在上海
浦东滨江民生路
至东方体育中心
跑 步 通 勤 ；Terry
参加过 20 多场全
马，在河南郑州坚
持 跑 步 上 下 班 7
年；王磊在陕西西
安跑步通勤，花费
的 时 间和搭乘公
交一样都是 40 分
钟左右。

身为“广州电力祖屋”
书写城市电力华章
阳光下，这座米黄色建筑气

势恢宏，外墙内嵌一扇扇复古满
洲窗，一楼的七扇圆拱形木门庄
严气派，打开木门，华安楼仿佛向
来客诉说着它厚重的历史底蕴。

踏入广州电力展示馆内，这
里的一砖一瓦已经走过 86 年的
历史时光。1936年，由著名爱国
建筑师黄玉瑜参与设计的华安楼
正式落成，当时的华安楼为上海
华安合群保寿两广分公司的办公
所在地。在建成之初，华安楼便
引起众人的关注。大楼的建筑规
模居同期广州建筑之首，建造手
法新潮，较早使用钢筋混凝土框
架结构建成多层公寓，建筑风格
为装饰艺术风格，与美国纽约此
类建筑几乎同期出现。

因坐落于岭南腹地，华安楼
也融合了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

“凹”字形设计，错落有致；立柱
雕琢穗状的花序，尽显简约；建
筑立面以垂直构图为主，首层借
鉴骑楼设计，典雅中显露气宇轩
昂，映照出当时广州的历史文化

和民俗传统。资料显示，作为广
州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华安楼
与镇海楼、中山纪念堂、人民公
园、海珠桥等一起构成广州传统
中轴线。

1947 年至 1949 年，广东省
政府新闻处主办的胜利广播电
台 将 办 公 地 点 设 在 华 安 楼 五
楼。1950年至1984年，华安楼成
为广州电力系统的办公场所。华
安楼一楼大堂曾作为早期营业
厅，承载了一代广州市民用上电、
交电费的时代记忆。在长达 34
年的办公历史里，华安楼见证、记
录和传承了广州乃至华南地区的
用电历史和电力企业文化，被广
州电力人誉为“广州电力祖屋”。

以绣花功夫换新颜
在历史旧地讲故事
2016 年，在“修旧如旧”的原

则上，华安楼被修葺和活化改造，
打造成为全国电力系统少有的活
化历史建筑改造而成的电力综合
展馆。2019年，华安楼以广州电
力展示馆全新姿态全面开放。

曾先后作为办公楼、电台、营
业厅、商场、酒店等用途的华安楼
在焕新前布满岁月痕迹，活化历
史建筑、建设综合展示馆对广州
供电局而言是一项全新涉猎的课
题。为满足高标准修缮要求，华
安楼在“绣花功夫”下功夫，通过

“三保三优”：即保留建筑结构、保
留建筑构件、保留门窗和楼梯；优
化柱子形态，优化天花吊顶，优化
窗户样式，让展示馆留住了历史
文脉，重现岭南骑楼的风貌。

广州是中国第二个有电的城
市，自1888年点亮第一盏电灯迄
今已有 134 年历史，华安楼作为
广州电力系统34年的办公地，是
历史发生的地方，也是诉说历史
的地方。其中，位于展示馆三楼
的《百姓用电史》展厅内藏有不同
年代的百姓用电的相关物品，20
世纪初期的电费单、锈迹斑斑的
电度表、不同历史时期的用电布
告……都是广州电力的活历史。

从传统走向现代，如今华安
楼的天台被打造为“光伏花园”，
五颜六色的花草植物在天台展现
出独有的生命力，光伏发电板向
大众展示前瞻能源发展的新方
向。夜幕降临，一颗巨大、被绿植
覆盖的灯泡装置被点亮，象征着
绿色电能照耀羊城。

清晨，在广州越秀区的东
山湖公园，鸟鸣蝉叫唤醒新的
一天，悠悠乐曲声中，晨起锻炼
的人群渐次热闹。沿着湖边慢
走，穿过木桥，踏过石板路，透
过葱葱郁郁的古树，你能看到
一座两层高的白色建筑物隐藏
于岛中央的浓荫里。

建筑物没有过多的色彩点
缀，绿树、湖水、阳光便是它的
装饰物，走进室内，空旷的室内
挂着一幅幅展品，在炎热夏天
中一洗心灵的烦躁。这座名为

“溯·榭映”的美术馆，承载着四
位“80 后”和“90 后”年轻人对
城市美学理念的构想。“在老城
区公园里打造一个跨越年龄层
的美学空间一直是我的梦想，
一座美术馆能为接地气的公园
增添年轻化元素，让城市人舒
缓身心、享受艺术。”溯·榭映美
术馆创始人之一陈钟荣说。

邂逅湖中央璞玉小岛
一见钟情终圆梦
陈钟荣与溯·榭映美术馆

结下缘分的故事，始于2020年
的秋天。那年的一个秋日，陈
钟荣在东山湖上泛舟，偶然间，
被眼前一片绿树包围的荒地吸
引了眼球。“当时看到湖上有个
小岛，犹如一块未经开发的璞
玉，岛上有座老旧建筑，附近杂
草丛生……这里有水、有树木、
还有阳光，那时候我脑海里就
有一个想法，要将它布置成一
座亲近自然的美术馆。”陈钟荣
把想法和好友林菲、林佳纯、黄
飞交流，四个人一拍即合。

2021年的夏季，四位
小伙伴将心中的构想逐

一实现，空间改造由陈钟荣主
导，一座建于湖光山色间的白
色建筑物渐渐露出真容。

2022年元旦，取名为“溯·
榭映”的美术馆正式对外开门
营业。四面环水，傍树而生，

“榭映”一名，来源于宋词“嫩
绿阴阴台榭映，南风初送清
微”，深远的意境暗合了美术馆
清幽疏朗的环境。

如今，溯·榭映美术馆开业
已过大半年，这里举办了各种
类型的展览、分享会、发布会，
简约的空间、充满艺术感的展
览吸引了周边居民的视线，在
这里，男女老少都会放缓匆匆
忙忙的脚步静静观赏。陈钟荣
还记得，情人节那天，一对年过
八旬的老夫妇在美术馆外喝咖
啡，分享甜点，拍照留念，原来
老夫妇在年轻时便常到东山湖
公园拍拖，即使白发苍苍也会
在公园寻回年轻时的记忆。“老
夫妇看到我们的美术馆感慨良
多，希望我们要用心经营。”陈
钟荣说。

多元美学空间
无需特别界定

白色为主色调的溯·榭映
美术馆，在自然光线的照射下
格外明亮，玻璃幕墙外的古树
枝繁叶茂，树根深深扎在美术
馆的泥土里，滋养着它的日日

夜夜。“在建美术馆前，我们没
有打算将太多的工业元素注入
这个小岛中，而是精心保留着
在这里生长的树木，希望它们
能和美术馆和谐共生。”在四位
创始人的理念中，溯·榭映美术
馆无需过多的装饰，利用公园
原有的阳光、树木、湖水等大自
然独有的元素，足以衬托美术
馆的气质。在美术馆打造期
间，为了考察阳光透过树木照
射的光线，陈钟荣和团队每天
6时至傍晚都仔细观察光线的
变化，力求让阳光最大限度照
射进美术馆内，让展品能够呈
现真实的一面。

走进美术馆一侧，有简餐
餐吧、儿童游乐室、音乐舞蹈室
……多元化的功能室为美术馆
丰富了空间氛围，创始人之一
林菲说：“我们希望大家在这里
可以呆上一整天，让艺术融入
且‘穿梭’生活，让孩子们在艺
术氛围中成长。”

在外人眼中，溯·榭映美术
馆是“跨界”的产物，除了各种
展览不定期在此举办，各种业
态也在馆内萌芽。对于如何定
义何谓美术馆的“跨界”，陈钟
荣认为不需要特别准确的答
案：“不希望有太多条条框框约
束美术馆，它就像公园的自然
风物一样，让大众自己发现它
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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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人文广州读城·人文广州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士 实习生 谢绮琪
图/受访者提供

630的闹铃响起，起身、洗漱，顷刻间换好运动服
和跑步鞋，轻装出门。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中，只见他
热身、调整好呼吸、起跑。从东圃出发，穿过黄埔大道，
沿着临江大道，约莫50分钟后到达广州 IFC国际金融
中心。“褪去”汗水和运动服，他换上新装走进办公室，
与同事互道一声“早晨”，而后开启元气满满的工作。

这是跑步达人陈国辉日常跑步通勤的镜头，一年半
的坚持，让他完成这些动作时娴熟利索，行云流水。

或挥拍接球、或街头起舞、或沉浸式慢跑……近年
来，我国掀起一股全民户
外健身风潮。越来越多的
跑步通勤者，出没在广州
的清晨阳光中，日落夕阳
下，成为一道城市里的风
景线。这群用脚步丈量生
活的人们，把对跑步的热
爱内嵌到日常通勤，既塑
造自我也浸染着身边人，
分享健康生活态度，传递
绿色生活理念。

在城市里，用脚步去丈
量那些繁华、古朴、清幽的
大街小巷。若用一个词来
形容这群跑步通勤者，“城
市探索者”恰如其分。

“太美了，像一场‘水上
芭蕾’。”陈国辉不禁停下脚
步，用镜头定格眼前这番风
景。循着他的视线望去，珠
江水面波光粼粼，几只白鹭
舒展着翅膀，时而轻踏水
面，时而结伴滑翔，与身后
的珠江新城楼群一动一静，
相映成趣。

在曾志勇的跑步通勤故
事里，也有珠江两岸那一抹
令人陶醉的风景。翻阅跑步
通勤者的手机相册，几乎找
不到跑步自拍照，但他们不
时会被路上美景打动，停下
脚步定格美好瞬间。“广州的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每一次

出 发 都 像 探
索之旅，路上
总 有 令 人 期
待的风景。”
曾志勇说。

以 陈 国
辉 为 代 表 的
跑步通勤者，
也 成 了 见 证

城 市 荣 光 的“ 探 索 者 ”。
“2021 年，广州首座珠江两
岸人行桥‘海心桥’开通后，
我的跑步路线凑成了‘广州
十桥’。每跑过一座桥，心里
都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在
陈国辉眼中，“跑步”是生命
在律动，也亲眼目睹了广州
城市建设出新出彩。

“跑步通勤既是自我修养
的方式，也有助于更好地认知
一座城市。”在这群跑步通勤
者们看来，这是一种同城市
共呼吸的生活方式。他们相
信，未来跑步通勤将会吸引
更多有着健康生活方式、热爱
广州的人群参与其中。

历经路遥车慢的从前，现代
通勤方式有了更多的选择。但
跑步通勤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
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坚持的
意义何在？

“跑步通勤带给我最大的益
处是调节情绪。平时工作压力
较大，经常会感到精神低迷。然
而跑步上班对 我 来 说 就 像 是
一 个 充 电 的 过 程 ，能 够 让 我
一 整 天 都 保 持 着 愉 悦 心 情 ，
性 格 也变得乐观起来。”陈国
辉还笑言，跑步通勤让自己实
现了“饮食自由”，不需要顾虑瘦
身减肥。

跑步通勤带给曾志勇的“礼
物”是高效的时间管理。“跑完步
后会充满活力，工作效率提高不
少。”除了跑赢时间，曾志勇还跑
赢过骑手。一次下班联系跑腿
骑手将个人物品送回，自己跑步
却比骑手早到家：“骑手看着我，
一脸惊愕的表情给我带来了好
心情。”

目光转至跑步通勤者身边
的人，或许就更容易发现坚持
其 中 的 意 义 。 跑 步 通 勤 是 一
种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陈国
辉 潜 移 默 化 地 将 这 种 绿 色 生
活理念带给他的双胞胎孩子，

周末常带孩子们跑步、爬山。
言及家人，曾志勇也颇有一

番感触。他的家人都十分赞同
跑步通勤的健康生活方式。当
跑步时间和通勤时间合二为一，
他不需要额外抽出时间来运动，
可以把节省下来的时间预留陪
伴家人。

跑步通勤也影响着周遭的
同事和朋友。不少跑步通勤的
跑友笑称，同事们虽然表面上调
侃他们跑步通勤节省交通费，内
心则认可这种环保的出行方式，

“用他们的话说，这是一件很酷
的事情”。

跑步通勤——

用脚步丈量生活
在城市捕捉美好

跑步通勤，成健康生活方式

这份热爱，塑造自我也浸染他人

每一次的脚步丈量，
都是小型的探索之旅

86载华安楼照耀羊城
见证城市电力发展史

文/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马灿

图/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除署名外）

有着近90年历史的海
珠桥横跨广州珠江两岸，
在海珠桥一侧的海珠广
场，广州解放纪念像静静
矗立，历经风雨冲刷，见证
各个时代羊城的发展。车
水马龙，人来人往，海珠广
场的繁华依旧，历史建筑
和街道经过整饰和活化，
充满生机与活力。

沿着海珠广场的林荫
道走向泰康路，只见北侧
有一排岭南风格浓郁的骑
楼建筑依旧挺立。在泰康
路 162 号，一座有着 86 年
历史的新哥特式风格与岭
南骑楼相结合的特色七层
建筑坐落于此，大树繁茂的
枝叶为它遮风挡雨，悬挂在
华安楼外墙中央的南方电
网标志在夏日阳光照耀下，
格外亮眼。如今的华安楼
经过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
电局修旧如旧的活化，变
身为广州电力展示馆，见
证着超过 130 年的广州电
力发展史。

生活家生活家 文/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图/受访者供图

老公园的岛上美术馆：
倾注四位年轻人的美学理想

“溯·榭映”美术馆的四位创始人

广州电力展示馆藏有不同年
代百姓用电的相关物品

华安楼原有的建筑结构柱子
成为特色展览的一部分

““光伏花园光伏花园””的绿的绿
色 灯 泡 在 夜 晚 点 亮色 灯 泡 在 夜 晚 点 亮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华 安 楼 化 身 为 广 州
电力展示馆

受访者供图

广州电力展示馆圆形拱门庄
严气派 受访者供图

“溯·榭映”美术馆室外美景

跑步过程中记录下的广州美景

曾志勇在跑步通勤路途中拍下珠江风光

曾志勇坚持着跑步这份热爱

陈 国 辉陈 国 辉
参加过数次参加过数次
马拉松比赛马拉松比赛

“Linda 酱”跑步穿过广州大街小巷

跑步达人跑步达人““LindaLinda 酱酱””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