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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进，珠江承载的功能
达到历史新高。政府已公示的
《广州市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建
设规划 (草案)》指出，要将 100公
里珠江沿岸打造成世界一流滨水
活力区和高质量发展典范。而新
近编制完成的《广州活力创新轴
总体规划》，明确了这条活力创新
轴的范围：北起中新广州知识城，
途经广州科学城、天河智慧城、金
融城、琶洲、大学城、国际创新
城，南至南沙科学城，贯通广州南
北、缝合湾区东西的关键区域，面
积约1567平方公里。

千年商都广州，因珠江生生
不息。西关，白鹅潭，作为广州历
史上的繁华商业区，承载着丰富
的岭南文化和传统印记；珠江新
城，海心沙，作为广州现代都市的
城市名片，承载着广州乃至华南
地区的金融、商务核心功能与国

际化城市形象的展示窗口；广州
国际金融城，北帝沙·生态公园
岛，则将成为集金融创新、高端服
务与生态宜居于一体的未来城市
典范区域。

沿着珠江的脉络，广州的城
市空间格局也在不断扩展，其
间，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物，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发挥关键性
作用，例如鹏瑞集团落址天河区
珠江之畔。2021年，鹏瑞集团布
局广州，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踏
准城市东进的节奏精准落址广
州国际金融城东区、紧邻鱼珠临
港经济区，与琶洲隔江相望，具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自然优势；
2024 年，广州·鹏瑞 1 号南区提
前兑现，构筑起珠江新的城市天
际线，为广州再造一张城市封
面。千年珠江的内涵，由此变得
更加丰满隽永。

广州的高端人居发展史，由珠
江见证并演绎。高端人居1.0时代，
可回溯至江心岛二沙岛，这里的低
密社区和生态环境，成就了二沙岛
高端人居版图；2.0时代的滨江东，
北向望江，对广州人来说难免遗憾；
3.0时代的珠江新城，成为广州高端
人居主打城市核心地段的经典代
言，然而繁华闹市的车水马龙也伴
随着其间业主的日常生活。

珠江东流不息，广州的城市
定位也不断提升。面对“到 2035
年广州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世界城市”的愿景，在人居领域
同样需要有新一代与国际潮流同
步、引领国际化生活方式的项目
来代表广州面向世界。这是行业
之需，也是城市之需、历史之需。

从广州·鹏瑞 1 号南区的提早兑
现，可以看到，这个项目正以世界
级顶配资源组合的大师级之作，
开启了城市中心珠江主航道南向
望江4.0顶豪时代。

全新一代具有世界风范的顶
豪作品，已经走出“自身为王”的
个体天地，它们所在的新一代企业
掌门人，看遍世界繁华，心怀家国
天下，会更注重与城市共生长之
路，更注重自身的社会责任。2023
年9月鹏瑞集团摘牌北帝沙岛经营
权，经过一年时间高标准升级改
造，将为广州带来一个全新的集生
态环保、文化娱乐、保育教育、农耕
体验于一体的多元生活空间，也将
给鹏瑞业主带来“不在世外，却拥
有桃源”的高阶生活方式。

在打造北帝沙·生态公园岛
这一世界级生态项目上，鹏瑞集
团体现的是对自然生态的守护，
也是为“绿美广州”所作的独特贡
献。而从广州·鹏瑞1号的湾颂·
艺术中心开放之日起，广州也就
持续有了多场世界顶级的文艺和
科学界盛会，世界群星在此汇聚，
无形中彰显和提升了广州的城市
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评论认
为，广州新时代文化的兴盛，离不
开鹏瑞这个大力推手。

10 月 29 日，广州·鹏瑞 1 号
将举办 2024 顶尖科学家湾区论
坛，此次汇聚的是诺贝尔物理学、
化学奖得主，将聚焦“与世界同
行”主题，这将是一场广州和大湾
区的科学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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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亮灯
点亮广州珠江高质量发展带

▲广州·鹏瑞 1 号落址
金融城东区，为广州再造一
张城市封面

▼鹏瑞高标准升级改造北帝沙岛成为世界级生态公园岛，效果图

广州珠江边，再一次聚焦了全城目
光。日前，广州·鹏瑞1号南区提前正式
落成，构筑起珠江新的城市天际线。很
多人会记住这个项目，首先是因为该项
目独特的圆弧形外立面，以及由此形成
的独特建筑群。

这座为市民带来兼具古典智慧与
现代颜值、“离闹市不远，离自然更近”
的项目，不仅为广州塑造了全新的城市
人居封面，更成为广州全新空间规划格
局珠江高质量发展带上一颗闪耀新星，
通过与金融城和广州的深度融合、通过
对自然生态的和谐守护、通过对国际生
活方式的引领及对多元文化的兴盛，鹏
瑞集团正凭借自己的国际视野和雄心
魄力，成为广州城市东进历程中极为重
要的推动者。

▲广州·鹏瑞 1 号与北帝沙·生态公园岛亮灯，点亮珠江天际线

广州·鹏瑞1号

粤北的绿水青山间，有一片
神奇而美丽的土地，那便是我的
家乡——广东清远阳山。阳山，
犹如一颗被时间遗忘的璀璨明
珠，散落在粤北的幽静山峦之间，
在岁月的长河中散发着独特而迷
人的光芒。

阳山之美，风景犹如仙境。
这里有连绵起伏的山峦，如

同大地隆起的脊梁，雄伟而壮
观。广东最高的山峰——石坑崆
在此耸立，从远处望，山峰上层层
云雾缭绕，宛如轻纱微拢，给人一
种神秘且朦胧的美感。但细看，
山上树木郁郁葱葱，枝叶繁茂，每
片叶子都在阳光下闪耀着翠绿的
光芒，到处充满蓬勃生机，似乎在
讲述着无数个关于生命的故事。

这里还有珠江水系的支流之
一——连江。它宛如一条蓝色丝
带蜿蜒穿过这片土地，在山峦映

衬下，蓝色与绿色交织，仿佛被倾
倒进了墨绿色的颜料，想要调出
最美的颜色，与头顶那片蓝一争
高下。宁静的江面上，一艘艘小
渔船宛如一片片灵动的叶子在悠
然游弋，在江面划出一道道涟漪，
带着一种与世无争的淡然，漂向
远方，却留下浓浓诗意在江面上
久久不散。

村庄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这
片山水之间。白墙黑瓦的房屋，带
着浓浓的岭南风情；一条条乡间小
道，犹如一条条轻盈的丝带，蜿蜒
在田野和房屋之间，散落在小溪和
池塘之旁。清晨，随着一阵阵洪亮
的鸡鸣和清脆的鸟叫声，一缕缕炊
烟从烟囱中袅袅升起，那便是我心
中最温暖的一幕——其中一缕轻
烟，正来自我的家，那里有家的温
暖。此时推门出去，走在乡间小道
上，就能看到晨起的农人已在忙

碌，而老人们正坐在自家门口悠闲
地晒着太阳，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已
在大树下、山道上响起……在这
里，时间仿佛也放慢了脚步，人们
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宁静与美
好。

在我的记忆里，阳山每一处
景色，都像一首浪漫的诗篇。那
山、那水、那田野、那村庄，在我
的童年时光中，似一场淅淅沥沥
的春雨，滋润我、呵护我，浇灌着
我心中那颗希望的种子，见证着
我的欢声笑语、喜怒哀乐，记录着
我的成长历程。有一天，我成为
游子，心中的那颗种子便会生根
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为我遮风挡
雨，让我明白，无论岁月如何流
转，家乡都会敞开怀抱拥抱我、慰
藉我。

阳山，就是我心中的桃源。
（指导老师：彭轶）

郁达夫曾在《故都的秋》里写
过“南方的秋天总是不够味”，而
对北国的秋赞不绝口。

我读《故都的秋》时，正身在
北方，却对南方心向往之，因此对
于郁达夫的这段文字总不太愿意
相信。但等真到了广州，才知道
这是实录。

“广州的秋来了”，这个消息
我们只是从日历上看到，从遥远
的北方人嘴里听来，却实在无法
报告给他们听，广州现在的天气
究竟哪里叫“入秋”。我们也想看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景色，但那
满街翠绿的叶中却偏开出艳红的
花来——是的，到处都是花。广
州的秋天就像一位慈母，只想将
各种美好都装入孩子的眼里。我
们的衣裳变来变去，唯有草木仍
旧葱茏，甚至装点着不少花朵。
就算再冷些，风吹冻了我们的手
脚，也冻不红叶子的脸。你若要

看红叶，还是去北方吧。
看着那一大片耀眼、葱茏的

绿，每日都迎着我浅笑，我便把流
年忘了，仿佛可以永远穿着夏衫，
在花木葱茏里看蝶戏蜂藏。可是
我忘了，这里也是要落雨的。

雨下得很轻很小，云也不厚，
风却刮得凶，因此雨丝直向人面
上乱扑，然而依旧是温和的，并且
时断时续，像深闺里的小姐，不知
为了什么伤春悲秋的事落了几滴
泪，而后又忘却了。这种雨是称
我的心的，倘若不是为了晾衣服，
又因为没带伞，我怎么忍心咒它
停下呢？

这不就活化出一幅“漠漠轻
寒上小楼”的景致了吗？是的，就
是“轻寒”。倘若广州的秋竟能有
点“寒”意，那必是雨的馈赠了。
这寒也只能是轻寒，雨是丝雨，树
是不摇的，花是不落的，瞧这秋
天，竟好似深谙中庸之道的一位

大儒，不疾不徐，四平八稳，一点
火气也没有，来了，就将眼往我们
身上一溜，然后又片叶不沾身地
走了。只有我们这些蝼蚁似的童
生，还在天穹下欢嚷：“天晴了
喂，天晴了喂！”

可是广州的这位秋老夫子，
熟谙一切教书先生的“诡计”，
他是一定会去而复返、进进退
退的。于是我的衣橱里的那件
长袖，每年都会上演那“七进七
出”的好戏。不过，天倒是不再
那样晴朗清明，变作了惨淡而
高远的白，间或有些暗黄，将那
一点肃杀的神色，也转到我的
脸上来了。

“深秋了。”北方人告诉我这
句话时，他们正在绵绵的秋雨与

呼啸的北风中缩进棉袄。我却仍
只是一件长袖，甚至都未曾淋过
几场雨。这时我才记起秋老夫子
的仁爱来，当然这也算是他“不够
味”的表示——广州的秋呵，软弱
而温和，在鲜明的夏季与不太像
样的冬季之间徘徊，像跳交谊舞

似的进退着，那么的软、温、黏而
湿润，又像一个茫然无主的知识
分子，在窘迫里激起了他的万种
思量，缠绵如缕。

秋啊秋，你究竟走了还是未
走？我甚至都不知该不该迎你，
又或者该不该送你？

时 值 深 秋 ，天 气 愈 显 寒
冷。每当晨曦微光透过窗帘
的缝隙，轻柔地洒在枕边，心
中总是泛起一丝不愿离开温
暖被窝的念头。闹钟的铃声
在 耳 边 响 起 ，却 似 远 方 的 呼
唤，难以打破这份慵懒。想想
古人亦然，他们面对清晨的召
唤 ，也 有 着 相 似 的 迟 疑 与 留
恋，不觉莞尔。

《诗经·国风·齐风》中的
《鸡鸣》，记录了一段温馨而又
略带俏皮的对话。“鸡既鸣矣，
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
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
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这段文
字，生动有趣，不仅描绘出了
一个美好清晨的景象，更传达
出一名男子对温暖床榻的依
恋，以及在妻子温柔催促下的
机智趣答。当妻子叫他：“鸡
都叫啦，官员们都上朝啦。”他
却说：“那不是鸡叫，是苍蝇嗡
鸣吧？”妻子催促：“天都亮啦，
朝堂上都热火朝天了！”他却
仍在赖床：“哪里是天亮了，是
月亮的光芒吧？”这场景穿越
千年，与现代人赖床的情景似
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代文豪苏轼，亦是一位
深谙赖床之道的高手。他在

《试院煎茶》中写道：“不用撑
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
常及睡足日高时。”苏轼不仅
喜欢赖床，还善于在半梦半醒
之间捕捉灵感，享受片刻的宁
静与美好。他言：“数刻之味，
其美无涯。通夕之味，殆非可
比。”他这种对睡眠的热爱与
享受，让人不禁感叹，古今之
人对舒适生活的追求竟如此
不谋而合。

然而，与现代人朝九晚五
的工作节奏相比，古人的上班
时间显得更为严苛。古人通
常在卯时（早晨五时至七时）
就要开始工作。尤其是那些

需要参加“朝会”的大臣们，
由于居住地点偏远，加上

交通不便，往往要在凌晨两点
前就起床梳洗更衣。在凌晨
三点之前，他们就要到达午门
外等候，待钟声一响，便依次
进入大殿，等待朝会开始。相
比之下，现代人的上班时间无
疑更人性化，实在让我感到庆
幸。

古人的“闹钟”也别有一
番风味。最常见的是鸡鸣声
和人为报时。在古代，打更是
民间常见的夜间报时方式，由
此产生了更夫这一职业。更
夫不仅负责报时，还承担着夜
间 巡 逻 的 任 务 ，确 保 一 方 平
安。而在宫廷中，则有专门的

“鸡人”，他们会在鸡叫时分，
配合钟鼓伴奏，高歌一曲，唤
醒沉睡中的宫殿。正所谓“鼓
鸣则起，钟鸣则息”，古人这种
报时方式是不是既庄重又充
满了仪式感？

尽管赖床的感觉美妙无
比，但因赖床而迟到的后果却
是不容忽视的。古代官员的
考核极为严格，遵循“清、慎、
勤”的标准。其中，“勤”即要
求按时上下班。不同朝代对
迟到的惩罚各有不同，但无不
严厉。到唐朝和清朝，制度相
对较为人性化，通常采取扣工
资的方式。唐玄宗时期，文武
百官无故迟到，会被扣除三个
月的俸禄。元朝和明朝则倾
向 于 使 用 暴 力 手 段 ，如 打 板
子。明朝规定，文武百官若迟
到一天，将被罚打二十大板；
迟 到 三 天 ，则 增 加 到 四 十 大
板，依次类推。

想到这里，还是提醒自己
赶紧起床——赖床虽好，终归
是要起床面对现实。无论是
古人还是今人，生活中总有各
种不可逾越的规矩。享受了
清晨的慵懒之余，我们更应懂
得珍惜时间，按时去履行自己
的职责。毕竟，生活不仅是对
舒适享受的追求，更需要有责
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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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入秋 □刘宛虹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本科2023级

我心中的桃源
□邓悦 广州市第六中学高二（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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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精准落址 珠江因地标而更加丰满隽永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近年来，随着广州国际金融城、
琶洲建设加速推进，两者与珠江新
城形成新时代的“CBD黄金三角”，
城市的目光重新聚焦。珠江聚焦
点，从白鹅潭重新东移至东部航
道。在人居领域，如果说十多年前
珠江以西白鹅潭的珠光御景一号、
天誉半岛等提升了羊城市民的滨水
居住质量，那么，而今的广州·鹏瑞1
号，构筑起珠江之东全新的人居地
标，更具国际视野，更强调与所在区
域的共融发展。

广州国际金融城，基于珠江新
城发展经验、政府大手笔打造的

“城中之城”，承载着打造国际金融
中心、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使
命，最新的空间规划下，又成珠江
高质量发展带的“牵引火车头”。
一个高能级区域的发展，离不开科
学的规划，离不开高端服务业和实
力企业的进驻发展，从2011年广州
第一次提出金融城概念，到2012年
广州国际金融城规划出炉展开第二
CBD蓝图，2013 年首批土地出让，
再到2015年起实力企业进驻，建设
持续有序推进。十三年间，已有近
60 家金融总部进驻，预计到 2025
年有约30万平方米，包括中国人寿
大厦、广发银行大厦、新华保险大
厦等在内约30栋物业投入使用，已
引进 14 家金融机构总部或区域总
部进驻；4家科技创新总部，深圳鹏
瑞集团等优秀企业；交通、商业等

公建配套正提速兑现，其中，金融
城内的临江大道主隧道（西往东方
向）已于 10月 26日 0时通车，临江
大道的东延线计划于 2025 年正式
完工，通达珠江新城约 10分钟；鱼
珠隧道项目预计 2025 年下半年完
工；被誉为广州“小天环”的金融城
广场（枢纽商业体）现阶段正在招
商中，地下公交枢纽初步预计2026
年年底投入运营；合景、珠光及鹏
瑞集团高端项目的落地建设，共同
擦亮了广州国际金融城的“闪金
面”，尤其是新一代顶豪项目广州·
鹏瑞 1号，一出场就高标准对标国
际，它的出现，在加快金融城整体
兑现的同时，让这一片区域获得更
多元更强大的竞争力，立于广州，
立于湾区，立于全国。

当然，这也是一场实力企业和
区域价值的双向奔赴。金融城及所
在创新轴的高定位和兑现力，也在
进一步提升片区内土地和项目的价
值。9月，金融城西区地块从 88亿
元总价起拍，经过多家房企 148 轮
竞争最终以117.5亿元总价成交；而
今，在这片地价近7万元/平方米的
黄金版图上，广州·鹏瑞1号频频出
现套均总价“2 亿+”、单价逾 27 万
元的成交，印证了市场对该区域含
金量的极高认可，也让广州顶豪市
场的地位重返国内巅峰之列。

随着广州·鹏瑞1号的出现，广
州顶级豪宅进入了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