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林主人 爱国爱乡的实业家壹
羊城晚报记者在日前的

走访中看到，西园位于汕头市
潮阳区文光街道西环城路东
侧，坐东朝西，占地面积约
1330 平方米，分泥木结构二
层洋楼、房山山房和假山三部
分，还有天井和六角亭。

据潮阳县志等相关资料
记载，西园的建造史，可以追
溯到光绪年间，由创建者萧钦
聘请民间工艺大师、族人萧眉
仙，用十余年时间耗费巨资建
造而成，至今已有一百多年
历史。1908 年，眉仙手制的
西园模型，曾亮相北京全国
博 览 会 ，荣 获 最 高 奖 项 。
2019 年，西园被列入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这座中西合璧风格的
园林，还曾被誉为‘岭南园林
一绝’。”萧钦后人、西园文物
保护管理处成员肖顺南告诉
记者，他的祖先萧钦又名萧
鸣琴，字挥五，是潮阳棉城
人。萧钦年轻时，曾在码头
摆摊当小贩，也曾跟过老木
匠学艺。依靠这门手艺，萧
钦积攒了一定资金后又在汕
头开了一家木器店，寻求更
多发展机遇。

那时候，汕头开埠不久，
外国人不断涌入，从事贸易等
活动，造房定居的需求应运而

生。“萧钦凭借着自己的手艺，
承建了一位英国商人土木结
构的‘番仔楼’。那时候英国
人十分挑剔，整楼建了两次都
不太满意，萧钦只得在亲友的
资助下重新返工，经过第三次
重建，楼房才终于获得英国人
认可。”肖顺南说，这位英商见
萧钦为人诚实，恪守信誉，看
重他老实厚道的本性，于是聘
他为洋行买办，经手生意，走
上了经商致富道路。

据相关史料记载，萧钦后
来自立门户，依靠敏锐的商业
头脑和卓越的经营才能，出资
成立汕潮揭轮船公司，又与族
人合资，开设汕头、揭阳怡和
庄银号，发行钞票，还开办船
务行、华资卷烟厂、榨油厂等，
并不断购入楼房、仓库等，逐
渐成为汕头有名的实业家。

成为富甲一方的实业家
后，萧钦不忘热衷公益事业，
他多次提到“生我者父母，助
我者乡亲，育我者国家，孝敬
父 母 ，爱 国 爱 乡 乃 君 子 本
色”。1888 年，他捐资与澄海
商贾同建同庆善堂，在潮阳设
立义渡，疏浚护城河，方便潮
阳、普宁、惠来等县与汕头间
的客货运输，还捐巨资助修黄
河大堤，为造福地方百姓尽其
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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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8月出口增速创年内月度新高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丘锐妮、通讯

员李韦霖报道：据汕头海关统计，
2022 年 1-8 月，梅州市进出口 72.8
亿元；8 月进出口 11.4 亿元，增长
11.8%，其中，出口 10.6 亿元，增长
30.5%；进口 7323 万元，贸易顺差
9.9亿元。

据悉，梅州市 8 月进出口增长
11.8%，居全省第 4 位。其中，出口

增长30.5%，为 2021年 12月以来新
高，居全省第 2位。数据显示，8月
梅州市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 9.2
亿元，增长 11.6%，占同期梅州市进
出口总值（下同）的 80.6%；加工贸
易方式进出口占18.9%。与此同时，
玩具、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家用电
器、电工器材出口大幅增长。

接下来，汕头海关所属梅州海

关将继续落实海关总署促进外贸
保稳提质“十条措施”，扎实开展
汕头海关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十项
行动 ”，结合梅州市企业发展特
点，积极拓宽关企联系服务渠道，
多层次多渠道进行政策宣讲，落实

“问题清零”机制，及时为企业纾
困解难，切实助力地方外贸经济高
质量发展。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映光，
通讯员沈坚悦、翁志雄摄影报
道：9月19日，汕头市政府、市政
协联合在汕头市博物馆举行潮
汕钱庄展馆开馆仪式。据悉，建
设潮汕钱庄展馆，是汕头推动文
物活化利用、再现潮汕金融历
史、体现潮侨家国情怀的重要举
措，也是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
的一次生动实践。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潮汕钱
庄展馆于今年4月启动建设，汕
头市政府、市政协及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市博物馆精心组
织，深入挖掘潮汕钱庄的前世今
生，汇聚多方力量筹办潮汕钱庄
展馆，力求展馆体现潮汕特色、
贴近钱庄特点。展馆已于近期
在汕头市博物馆建成并具备开
放条件。

潮汕钱庄展馆包括“四海侨
银、钱庄兴替、票上风光、红色侨
资”四个部分，通过图片、文字、
实物、文献等翔实材料，辅以影
视、互动、体验等表现手法，全
面、系统、多维度展示潮汕钱庄
完整生命线和潮人经营法则，再
现百载商埠荣光，生动体现华侨
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

据悉，汕头在 1860 年开埠
后，迅速成为东南亚经济贸易圈
的重要节点，逐渐成为我国东南
沿海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展
馆中的一张张钞票、一封封书
信、一件件器具，犹如一位位从历
史穿越而来的讲解员，带领着参
观者深入了解广大潮籍华侨和侨
乡人民建设家园、追求美好生活
的精神财富、文化沉淀和文明成
果，赓续潮人积极进取的精神。

潮汕钱庄展馆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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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有香蕉、桑葚；夏有杨梅、
火龙果；秋有柿饼、油甘；冬有橄
榄、生柑……位于汕头市潮阳区
西北部的革命老区金灶镇，凭借
着“天生丽质”，孕育了多种特色
水果，成为了当地远近闻名的

“果香小镇”。但如何把这些优
质的水果产业资源转化为经济
发展动力，是当地推动乡村振兴
路上的一道“必考题”。

农贸综合体惠及约3万人

“2022 年，工作队协助盘活
镇属企业金灶镇绿色水果基地，
积极推动成立金灶镇水果行业
协会，注册金灶鲜果系列商标。”
羊城晚报记者近日到汕头潮阳
区金灶镇走访时，深圳对口帮扶
汕头驻金灶镇工作队队长马睿
告诉记者，金灶镇是革命老区
镇，其所在的工作队紧紧围绕该
镇的红色底蕴、绿色农业资源、
区位生态优势等，深入谋划金灶
镇产业发展。

马睿说，在工作队主动探索
的“红+绿”发展思路指引下，金
灶镇正在推动水果产业市场化、
标准化、品牌化建设，通过金灶
镇东里农贸综合体和金灶镇特
色果品交易中心两大项目，着力
补齐水果产业缺失拼图，完善包
装、仓储、物流、销售的产业链
条，进一步为水果产业发展赋
能。

金灶镇东里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陈喜鹏告诉记者，在
不久前举行的村民大会上，他宣
布了一个“特大好消息”：在当地
政府和深圳对口帮扶的支持下，
村里将要投资建设占地 7.6 亩、
建筑面积超8000平方米的金灶
镇东里农贸综合体。“村民听到
这个消息后纷纷叫好，个个都竖
起大拇指，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我从中看到民心所向。”

记者在东里村入口处看到，
即将开工建设的农贸综合体选
址已经围挡起来，村民们在现场
挂出了“农贸市场服务民生 深
圳帮扶乡村振兴”等横幅。陈喜
鹏拿出一张“项目倒排工期及计
划表”，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该项
目能增加集体收入，改善村民生
活条件，增加就业岗位，现在就
是希望能早点动工。

其实，对东里农贸综合体项
目充满期待的，远不止东里村的

村民，该项目建成后的辐射和服
务范围，将惠及周边十多个村约
3万人。

一年来协助谋划项目76个

据介绍，在深圳对口帮扶汕
头驻金灶镇工作队的努力推动
下，东里农贸综合体项目已被纳
入深圳对口帮扶汕头2022年度
专项资金，安排专项资金 1082
万元。而同样被纳入该专项资
金的项目还有金灶镇特色果品
交易中心和金灶镇狮尾岭水厂
改造工程，分别安排专项资金
1462万元和352万元。

“深圳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
俯下身子走访调研，了解实际需
求，依托资源禀赋，提出符合金
灶发展定位的产业和民生项目，
为我们补齐短板，激发新活力，
并带来好的思维理念和工作作
风，我们对此非常感谢。”金灶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肖立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这些项目将成为
推动金灶革命老区产业发展、增
进民生福祉的有力举措。

事实上，去年进驻后不久，
深圳对口帮扶汕头驻金灶镇工
作队就依托派出单位深圳市交
通运输局出资 98 万元，支持镇
政府聘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开
展镇域乡村振兴规划，实施“红
军洞”道路提升工程项目，激活
徐寮村革命旧址红色景点，推
动打造“红色侨乡”特色精品线
路，助推农文旅相结合的产业
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深圳
市交通运输局还是深圳对口帮
扶汕头驻潮阳区工作组的牵头
单位。据该工作组组长张红池
介绍，一年来，工作组围绕驻镇
帮镇扶村“五大提升”任务，推动
驻河溪、西胪、金灶 3 个工作队
协助三镇谋划 2021、2022 年驻
镇帮镇扶村资金项目 76 个，总
金额近 1.4 亿元；成功申报金灶
镇特色果品交易中心、河溪党群
服务中心改造提升、华岗幼儿园
建设等深圳专项资金项目6个，
深圳投入资金 4880 万；协调深
圳市交通运输局、深圳市住房和
建设局、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等派出单位共筹集资金近
400万元开展帮扶工作，为汕头
潮阳高质量发展贡献出深圳力
量。

深圳对口帮扶革命老区汕头金灶镇
三项目获年度专项资金安排逾2800万元

盘活资源助力果香小镇发展
文/羊城晚报记者 赵映光 通讯员 陈楚泉

假山藏有“水晶宫”、多种形式的石桥石梯国内罕见……汕头潮阳的岭南
近代园林——西园，如今通过修旧如旧逐渐“复苏”

“叠石为山山上台，池亭窈窕画图开。江山
漫说潮阳好，只为西园也合来。”这是晚清时
期，爱国诗人丘逢甲为汕头潮阳“西园”所题作
的一首诗。事实上，除了丘逢甲外，清末状元夏
同和以及潮汕才俊林伯虔等众多文人墨客的书
法也曾呈现于此，足见西园当时可谓潮阳的一
块瑰宝。

西园，这座藏身于汕头潮阳闹市中的岭南近
代园林，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不仅见证
了晚清到20世纪30年代的汕头近代史，其创作
思路和建筑艺术风格也为中国传统园林的发展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至今仍值得借鉴和吸收。

近期，由广东省文物局推动开展、历时一年
半的课题《清末民初汕头传统私家园林》正式结
题，该研究首次运用数字化三维激光扫描技术
对包括西园在内的四座潮汕地区私家园林进行
测绘，全面、完整地展现了园林的特征和价值；而
被列入汕头市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实施“八
个一批”工程工作机制的“西园修缮工程”也已在
今年6月全面完成，通过“修旧如旧”的修缮后，
西园正在逐渐“复苏”，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

跟随肖顺南进入西园，眼前
所见的是与其他传统私家园林完
全不同的布局。其“左宅右园”的
设计特色让人眼前一亮，园内中
庭有一座与大门相对的六角重檐
井亭。其中，左侧住宅平面上基
本是潮汕民居的五间加边房式，
但吸收了西式建筑的布局格式，
内天井被洋楼式内廊取代；右侧
园林是整座西园建筑的精髓所
在，这里由书斋、客厅、休闲房舍
以及假山、水池组成。

登上西园的假山，才能真正体
会“移步换景”之美——这里的山
水叠石仿海岛景致设计，迂回曲径
通幽，玲珑精巧，上可通天，下可入
水，假山内部随处可见文人墨客留
下的诗篇和匾额题刻，既继承了岭
南传统庭园的精髓，又对西方园林
的形式美学有相当模仿。

走过设计巧妙的石柱旋梯，
躺于“天光”凉亭中的“蕉榻”，透
过玻璃圆顶观赏天空美景，再深
入仿西洋水晶宫的地下水族馆
……“假山外部虽然体积庞大，但
内部却通透空灵，充分体现了中

国园林‘芥子纳须弥’、小中见大
的造园思想。”肖顺南笑着说道。

西园最令人惊喜的，莫过于
设置在假山底的“水晶宫”。这间
藏于螺旋楼梯底部的玻璃房可谓
别有洞天，房屋整体低于水面，临
水一面用玻璃墙相隔。走入其
中，可感受到房内通风顺畅，毫无
闷热之感。房内玻璃幕墙上刻有

“水晶帘”三个大字，透过玻璃墙
向外望去，可以想象以往人们在
此欣赏池中游鱼嬉戏、一咏一觞
的惬意。

“水族馆的顶上设有通风口，

空气正负压交错，形成自然通风，
且东南向建筑较矮，能引风入园，
所以在其中感到阴凉舒适，没有
挤逼之感，是主人迎客避暑的绝
妙境地。”肖顺南说，西园中这座

“水晶宫”建于清代，设计创新前
卫，在当时十分少见，其原理与如
今的水族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小中见大，中西合璧也
是西园的一大特点。旋梯而上，
可以直达延晖楼，楼阁平顶琉璃
瓦小檐，下有出挑的垂花柱，墙面
设玲珑通透的彩色玻璃窗扇，中
间有西式拱窗楣和宝瓶琉璃栏
杆，中西交融，别有韵味。

在造园技艺方面，西园在继
承岭南传统庭园的精髓与模仿西
方园林的形式美学的同时，还运
用了近代新材料、新技术，大胆创
新。楼梯应用力学结构原理，梯
板由墙体中悬出，不设梯梁，以轻
巧取胜。其中，侧悬、螺旋、斜抵
等多种形式的石桥及石梯多处，
结构精奇，这在国内其他园林建
筑中尚未发现，具有较高的力学
研究价值。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各力 赵映光 陈诗洁
通讯员 肖树鹏

据了解，在清代，岭南园林已
逐渐成为与北方园林、江南园林
鼎足而立的园林流派，潮汕园林
便是岭南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广东省文物局推动
开展了《清末民初汕头传统私家
园林》课题研究，此课题是落实
《广东省推进汕头潮州历史文化
保护和利用行动方案》的重要工
作，而西园就是研究对象之一。

今年8月，上述课题在历时一
年半后正式结题，课题组通过运
用数字化三维激光扫描对包括西
园在内的四座潮汕地区私家园林
进行测绘，高精度地记录了文物
保护单位中的各种信息，全面、完
整地展现了四座园林的特征和价
值，并形成研究报告，这对完善岭
南园林谱系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对于尽快采取措施对
潮阳“西园”进行修缮的呼吁，早
已是当地民众和相关政府部门的
共识。

据了解，早在 1985 年 11 月

22日，潮阳当地政府就已经发文
将西园的房山山房及假山部分列
为第二批县级文保单位；并在
2011 年 1 月，聘请华南理工大学
建筑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设计研
究所制订了《西园测绘修缮设计
工作计划书》，可惜修缮计划因故
暂时搁置；2019 年，西园被列入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21 年 4 月，“西园修缮工
程”项目被列为汕头市加强历史
文化保护和利用实施“八个一批”
工程工作机制。同年 7 月，西园
修缮施工工作正式启动。潮阳区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将潮阳“三
园”整体修缮项目作为“我为群众
办实事”工作的落脚点，对“三园”
进行全面修缮，进一步传承文化
基因。

“这块玻璃比较厚实，是后来
经过修缮后换上的，不仔细看一
般分辨不出。”肖顺南介绍道，西
园修缮的难题在于，如何最大限
度还原园林的原貌，修旧如旧，保

持其原有的韵味。
据潮阳区文旅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潮阳区按照“修旧如旧”的
原则，高水平、高标准进行设计、
修缮，聘请高资质的省级设计单
位对西园修缮进行统一设计。在
更换延晖楼一二楼耳房部分木楼
楞时，按照传统式样重做天花，屋
面进行防水处理，花厅地面按原
形制更换破损红砖。此外，在确
保维护假山形态的前提条件下，
对年久失修出现脱落的假山中塑
石进行加固，建筑物与假山的交
接处进行防水处理，最大限度还
原其历史魅力。

作为粤东一处具有较高建筑
艺术和历史研究价值的宅第式园
林建筑，西园正不断展现出独有
的历史文化底蕴。“未来我们计划
将西园作为活化的学术研究，也
会逐步尝试以控制人流的方式开
放西园，让更多人可以走进园林，
感受其中独特的文化魅力。”肖顺
南说道。

修旧如旧 最大限度还原历史魅力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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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园美景

西园内的“水晶宫”

西园一角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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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见大 假山底藏有“水晶宫”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