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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随着手工制作的形式
多元化，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
的人加入其中。一场场小型DIY
手工制作课多以小班教学形式
开展，每次课堂上的体验者大部
分都互不相识，在动手过程中彼
此交流心得，一次手工制作课犹
如社交圈的突破和重建。

开设手作工作室短短1年时
间里，郭晓莹在日常的课程中结
识了不少学员朋友，郭晓莹说：

“DIY 手工创作课程不局限于某
个空间，我们也可以上门指导，
在指导过程中和手工爱好者们

渐渐地成为投缘的朋友。”
“又举东山”创办人李海晖

是 广 州 一 位 资 深 的 跨 界 创 意
人。十年间，她一直从事创意美
育工作，在美育空间中引入花艺、
缝纫、编织、皮具制作、首饰制作
等多个生活美学及手工课堂。据
她观察：“以前参加手工课堂的人
大多是中青年女性，家庭主妇是
较大的群体。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玩起了手工制作，在工
作、学习之余学习一门手艺，减压
之余，还能增加生活情趣，在手工
圈子中结识更多好友。”

随着手工爱好者增多，近年
也有更多年轻的艺术工作者、手
工达人开设手工工作室，教授陶
艺、花艺、烘焙、皮具制作等课
程。李海晖说：“他们制作的作
品，因独具个性、有手工味，在线
上线下都颇受年轻人欢迎。”在

“一方东山”的店中，便陈列着不
少年轻设计师设计的个性化首
饰、T恤等产品，成为时尚达人们
的心头好。进店欣赏设计师作品
的市民也被另一旁的手工制作小
课堂吸引了目光，圈层之间的界
限打破，乐于加入DIY创作中。

走 进“ 叹 KAPOK BIS-
TRO”西餐厅，迎面便是一个开
放式的吧台，二楼厨房可见五
彩斑斓、图案精美的满洲窗。
骑楼内的老旧楼梯经过拆改变
成旋转楼梯，在一众中古家具
的装点下变得别有韵味。此
外，餐厅内不时可以发现带有
岭南文化元素的传统醒狮摆
件。若前往三楼的露台用餐，
傍晚时分俯瞰永庆坊周遭，可
以领略旧城改造后独有的人文
气息。

汤智豪在此获得了更大的
发挥空间，让更多的西餐菜品有
了中国元素乃至西关元素，并赢
得一众食客好评。餐厅的一道
招牌前菜白芦笋，不少食客评
价：腌制过的白芦笋口感让人回
想起儿时西关的咸酸风味。其
中一道用扇贝烹饪的菜式，汤智

豪巧妙运用了西关云吞面常用
的虾子，“本地人吃起来会特别
有熟悉的感觉。”

重回老城创业，让这个年轻
团队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也有
不少挑战。赵宝如介绍，目前西
关城区主打旅游业，大部分慕名
而来的游客还是会首选本地小
吃；其次，老城区的居民晚上休
息时间较早，一定程度压缩了店
里的营业时间。

但他们也感受到，由永庆坊
带动的整个恩宁路片区的创业
气氛越来越浓，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不但过来游玩，也愿意停留下
来消费、甚至创业。他们相信，
未来真正让老城区“年轻”起来
的，不是那些潮流或富有网红气
质的装潢，而是有志在此立足、
赓续城市梦想的年轻人，“回归
创业，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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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惊喜“慢生活”
文/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施沛霖 实习生 杨梓跃
图/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实习生 舒茗 杨梓跃

走在熙熙攘攘的广州东山口庙
前西街，一栋四层高的红砖墙建筑
设计感十足、格外显眼，这便是最近
在广州年轻潮人圈中大热的“一方
东山”，各类潮流店铺、文创工作室
在此百花齐放。上个周末，位于四
楼的“又举东山”美育空间里正洋溢
着欢声笑语，一场DIY香薰蜡烛手
工制作课程准备开始。

精致温馨的小空间、花式多样
的制作材料、精心设计的课程……
近年来，各种美育空间、个性化手工
体验馆悄然诞生，吸引各年龄圈层
的市民走进去体验。来自不同圈子
的体验者在此交流心得，回归生活
本真，感受五彩缤纷的“慢生活”。

玻 璃 画、流 体 熊、掐 丝 珐
琅、刺绣胸针……在手工体验馆
中，这些精巧而富有个性的手工
作品正是由体验者发挥脑海中
的创意制作而成。在广州，形形
色色的 DIY 手工体验空间开在
城中的大街小巷，空间不大，但
内里孕育着都市人的创意和生
活态度。

在商业气息繁华、人流量旺
盛的北京路，位于天河城北京路
店的 DIY 手工作坊一条街成为

“打卡”热门地。“瑛玲珑手工集
合店”“得意陶艺生活”“瓦匠工
社”“做作文化”……各具特色
的手工体验馆聚集于此，吸引着
人们的视线。

恰逢暑假，学生、情侣、家庭

主妇等不同群体走进手工体验空
间，动手制作陶器、饰品、口红等各
类小物件，无论是自留用作纪念或
是送给他人都具有特别的意义。

从 2009 年开始营业的“瓦
匠工社”已经走过13年，店主李
先生曾经是一位美术老师，退休
后创立DIY手工体验空间，出于
兴趣爱好，店里的马赛克像素拼
图模板都是他亲自设计的。李
先生认为：“手工 DIY 属于假日
经济，以年轻消费者为主。多数
顾客在放假时间选择以此放松
身心，劳逸结合，并激发自我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此外，如果顾
客想静静地独处制作手工，还能
从网上下单DIY材料，在家中动
手制作。

如果说开设在北京路商业
广场里的手工作坊是“消费+体
验”的综合体，那么开设在小巷
街区里的工作室或许多了一份
静谧的温馨感。“玩儿解压手作
工作室”创始人之一郭晓莹将工
作室开在天河区龙洞步行街附
近的商用房内，60 平方米的一
室两房犹如家一般温馨。

“在这个空间里，我能找回
自己想要的生活。”一年前，郭晓
莹辞去会计师的工作，与身为服
装设计师的姐姐一道创立手作
工作室。从小对手工制作有浓
厚兴趣的郭晓莹认为自己对手
作有独特天赋，对比按部就班的
会计工作，郭晓莹更喜欢手工制
作带来的愉悦感：“我曾经历过
都市人的职场压力，现在做着自
己喜欢的手工活，放下一切纷扰
杂事，将注意力专注在指尖之
间，十分减压。看到自己动手制
作的成品，更有着满满的成就

感。”在手工制作中，郭晓莹享受
着属于自己的“慢时光”。

为方便学员，周末时段，郭
晓莹到“又举东山”开设 DIY 手
工创作课，来自不同年龄层、不
同生活圈子的手工爱好者相聚
于此，享受手工劳作带来的乐
趣。这个周末，郭晓莹指导手工
爱好者们制作沙画香薰蜡烛：不
同的色彩分别滴在冰花蜡上，一
层层铺叠，整件香薰蜡烛作品犹
如精致的甜点蛋糕。王女士和
女儿Berry第一次参与沙画香薰
蜡烛手工体验课。“以前带着女
儿参与过烘焙、编织公仔的课
程，现在手工制作课多了新玩
法，趣味十足。”王女士说。

山与美学工作室则以教授
手工服饰制作、手绘服装画技法
为主。随着缝纫机有节奏地响
起声音，学员们富有创意的作品
渐现雏形。身为服饰培训师的
蓝峰原本是一位美术老师，因为
喜爱服饰设计，进修后投入服饰
培训行业。蓝峰介绍说：“制作
一件T恤或一条裙子，最少需要
花 3-5 小时，在这个过程中，学
员会遇到不少难题，比如，缝纫
机的使用从生疏到熟悉掌握，每
个过程都有新的难题，也让他们
学会面对问题、找到问题。当他
们穿起自己设计的独一无二的
衣服，回顾之前的制作经历，这
个过程充满着成就感。”

新奇有趣的新式手工体验空间兴起

动手一小步，寻觅指尖上的生活愉悦感

跨年龄圈层加入，DIY手工课犹如小型社交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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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汤智豪站在恩宁路的骑
楼前许下梦想——“长大后，我要在这
里开一间自己的餐厅”。十年后，他和
自己的四位“95后”伙伴在恩宁路永庆
坊开了属于自己团队的“叹 KAPOK
BISTRO”西餐厅，兑现承诺，重回老城
追梦。

汤智豪是西关居民，他说，自己做菜的灵感
来源于西关家常菜的味道。他回忆，妈妈以前
烧得一手好菜，酿豆腐的味道让他记忆尤深。
为什么一道菜可以有这么丰富的味道、口感和
层次感？汤智豪说，自己小学时就开始尝试做
菜，请亲戚品尝，也请朋友们品尝。“在西关开一
家属于自己的餐厅”，他从小就有这个梦想。

进入职业学校接受培训时，汤智豪对西餐的
做法深深着迷。西餐的标准化工艺让他感触颇
深。毕业后，他先后在广州泰安门、Mercato 等
著名西餐厅任职。他回忆，那段时间的工作学
习让人受益匪浅。他感叹于西餐精准计量食
材、佐料带来的品质控制，但与此同时，也感觉
自己还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他举例说，在广州
的某品牌西餐厅，大部分菜品往往是按上海总
店的餐谱统一执行，细致到用料、做法、火候，

“食材往往也是上海空运过来”。
这一点和他做菜的理念不同。他认为，西餐

大师们喜欢“就地取材”，这一点和广州人“不时
不食”的观点是一致的。他想印证自己的想法，
孩提的梦想瞬间浮现。于是，他辞去工作，寻找
能够实现自己想法的机会。

“西关曾经是西餐最早引入、
最早盛行的地方。在这里吃西
餐，是一件很浪漫的事。”一起创
业的赵宝如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西
关小姐，但与彼时不同，“现在广
州的西餐主阵地已经转移。荔湾
的居民若想吃一顿正宗的西餐，
大多会选择驱车去往天河CBD，
很多年轻人都忘了老西关与西餐
的历史。”她和汤智豪在创业前在
永庆坊游玩，发现景区一带“很少
传统意义上的西餐厅”。“拾回西
关的西餐文化，差异化寻找自己

的创业之路。”按照这一思路，他
们由此敲定重回老城。

如今，这个“创业联盟”各有
分工。汤智豪肩负起主厨重任；赵
宝如喜欢与人打交道，负责介绍餐
品；江天颖是一名调酒师，选择用
专业的鸡尾酒让食客在老城里微
醺，感受恩宁路上的诗情画意。
叶靖文和赖嵘涛在获悉朋友们的
想法后赞许不已，于是一同组队
在老城为梦想打拼。就这样，这
间 属 于 年 轻 人 的“ 叹 KAPOK
BISTRO”西餐厅开了起来。

西餐菜式有了西关元素

在老城吃西餐是一件浪漫的事

西关味道触发灵感

年轻女摄影师以镜头为眼：
回味老城岁月 记录百家故事

文/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图/受访者提供

摇着大葵扇逛公园、坐着竹摇椅纳凉、三
五知己下象棋……在“90后”广州摄影师曾冯
洋的记忆里，这些童年时期和长辈共同生活
在老城的情景，在脑海里已经成为记忆胶片，
不断回放重现，难以抹去。

为了挖掘广州乃至全国普通人生活中的
“家”，曾冯洋花了5年时间，希望用相机记录
100个家庭的故事，其中不乏生活在广州老
城区的主人公。镜头下的老城生活气息触动
了曾冯洋，勾起她童年时在广州与老一辈的
生活回忆，为此，她将摄影展带回承载了童年
美好记忆的东山湖公园。

童年在越秀居住，年少在海
珠成长，成年后的曾冯洋依然生
活在老城海珠区，老城的魅力流
进血液里。平日，曾冯洋喜欢挂
着相机，穿梭于老城区的菜市
场，抓拍最真实的生活场景。

曾冯洋的妈妈是摄影师，她
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笑言自己
是在菲林暗房长大的孩子，对图
像有独特的情感。作为“摄二
代”，曾冯洋并没有将摄影作为自
己的大学主修方向，而是攻读热
门的金融专业，摄影成为她读书
时期钻研的兴趣爱好。工作后的
曾冯洋买了属于自己的相机，开
始接触拍摄。

作为在老城区长大的“老
广”，幼时和外婆到东山湖公园
游玩成为曾冯洋深刻的童年记
忆。将摄影展带回东山湖公园，
曾冯洋认为是一种缘分，也是她
重回老城的方式。

在摄影展中，曾冯洋特意打
造了一个影像展示区，特意寻找
与奶奶家中相似的家私物品，模

拟“嫲嫲的家”，投影播放着她拍
摄奶奶的照片，沉浸式的观影空
间，勾起年轻人与长辈相处的童
年记忆。

老城的记忆不止于摄影展，
老城区中的一砖一瓦都是包含
着自己对广州的理解，走在老城

区中，曾冯洋发现：“有些建筑难
以避免出现褪色，翻新后冲刷了
历史感，这也是无法避免的现象，
或许这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老城
中的一景一物。而被翻新修旧的
建筑在镜头下也呈现出不一样的
色彩，为城市注入新活力。”

家，看似普通但又特殊，它
既是物理空间也是情感空间，在
日常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生活
场所，也是亲情之间产生感情记
忆的空间载体。老城中的家庭
故事，既有琐碎的柴米油盐，也
浓缩了人们对老城的情感记忆。

历时5年间，曾冯洋将记录
下的80多个家庭故事策划成《记
忆博物馆——100 个家》主题展
览：“100 个家是我脑海中的概
念，目前记录了80多个家庭，未
来还将继续拍摄20多个家庭，甚
至更多，有可能超过100个。”

游走于东山湖公园中岛的

溯·榭映美术馆，在挂满80多个
家庭照片的展览中，莫比乌斯环
贯穿整个展览空间，象征家庭中
的爱是以永无止境的方式循环
发生着。曾冯洋说：“家庭故事
实在太多了，深入挖掘，会发现
每个家庭成员彼此之间都以独
特方式相处，而在广州老城区中
的家庭，年轻人以自己对生活的
理解，诠释‘老广’的家庭故事。”

穿街过巷，走进万家。在 5
年时间里，曾冯洋拍摄了数十个
广州家庭，其中有大部分年轻人
依旧眷恋老城区。虽然这里没
有华丽而现代的环境，但这些土

生土长的年轻人仍愿意延续祖
辈的生活根基，继续守护老城区
这片充满烟火气的土地。

在拍摄期间，曾冯洋发现，
老城区住宅楼从外表看已被
岁月冲洗，留下一道道痕迹，
但走进一些家庭里，却有着舒
适 的 居 住 环 境 ：“ 尤 其 是‘80
后’及‘90 后’的本土年轻人，
他们工作后的存款多数是花
在老住宅的翻新和装修上，为
长辈和孩子营造温馨的生活
空间，或许这就是成长于老城
的年轻人对老城的依恋，让他
们不舍得离开。”

走进老城家庭：镜头记录老城新生活

重回老城公园：
携影展回忆童年时光

多元化手工体验课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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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士和女儿专注地体验手工课程

香薰蜡烛 手工缝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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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勾花彩绘玻璃

西餐厅三位 95 后合伙人（左起分别为汤智豪、赵宝如、江天颖）

郭 晓 莹 指
导体验者制作
香薰

《记忆博物馆——100 个家》主题展览现场

摄
影
师
曾
冯
洋

西餐菜式加入了新创意

伍女士与女儿享受手工制
作的亲子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