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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著名作家走進廣州市黃埔區

古韻新聲古韻新聲：：黃埔黃埔「「古遺存古遺存」」煥發新活力煥發新活力
浴日亭、南海神廟、玉喦書院、蓮塘村、大榕樹、深井文塔、安來古

井、進仕巷、羅氏宗祠、水聲下橋、幸福里……廣州市黃埔區不僅是廣州
市實體經濟主戰場、科技創新主引擎、改革開放主陣地，同樣擁有着厚重
的文化底蘊和豐富的歷史遺存。8月11日-15日，中國著名作家展開在廣
州市黃埔區的採風行程，深入黃埔區的城市和鄉村，感受這裏歷史文化遺
產的保護、傳承和活化利用。採風團成員，中國改革文學作家的代表，被
黨中央、國務院授予 「改革先鋒」 榮譽稱號的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蔣
子龍感嘆： 「這裏的鄉野裏有現代城市的元素，在現代城市裏享受鄉野的
自然風光，特別好」 。 朱樺 黃裕勇 喬凱

8月11日-15日，中國著名作家展開在廣州市黃埔區的採風行程，深入感受黃埔 「古遺存」 煥發新活力。
李劍鋒 攝

文化是根 讓我們走得更遠
享 「灣區明珠」美譽的黃埔區，不愧是粵港澳大灣

區 中 最 閃 亮 的 明 珠 。 2021 年 該 區 地 區 生 產 總 值
（GDP）達4158億元，規上工業總產值達8771億元，
坐擁廣州 「工業一哥」頭銜。而在這耀眼的經濟成績
單背後，還蘊藏嶺南地區豐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蘊。

歷經數千年歷史積澱，黃埔風物燦若星河：除了
古碼頭，還有始建於南宋端宗景炎年間的蓮塘村；
800多年歷史的玉喦書院；清代傳統客家古建築三捷
何公祠；橫沙書香街260多米的彎曲小道上分布着53
家百年私塾祠堂，崇文重教的 「鹿洞遺風」傳承至
今，文脈厚重書香芬芳。目前，黃埔區有701處十類
古遺存，包括：古樹、古村、古屋、古廟、古巷、
古道、古塔、古井、古橋、古碼頭等，簡稱： 「十
古」。

為了使更多的文物和文化遺產 「活」起來，今年以
來，圍繞 「十古」保護，黃埔區歷史文化保護傳承工

作基層治理探索 「新招」迭出。今年2月，黃埔區率
先在全市出台區級歷史文化保護傳承實施意見和聯動
工作機制方案，形成全區歷史文化保護傳承一張網。
今年4月發布《黃埔區村史》叢書，17個街鎮346條
自然村已全部完成村史編修、全市首創 「屋長+保護
責任人」制度、全區古樹建立一樹一檔 「一張圖」、
推出廣東省首名文化遺產檢察官、組建從區到村的
「講古人」隊伍……
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浙江省作協副主席、魯迅文

學獎獲得者陸春祥對黃埔區的 「十古」文化保護工程
給予高度評價，他說： 「這次走訪了很多古村落，感
受到黃埔歷史文化積澱的深厚，黃埔無論在文化保護
思路的梳理方面，還是保護取得的成效，都非常
好」。黃埔區將文化傳承和活化利用作為發展的動
力，文化保護投入力度很大。在他看來： 「文化是我
們的根，只有文化才能使我們走得更遠」。

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發祥地，唯
一越千年而繁盛不衰的港口城市。作為
隋唐時中國海外貿易——扶胥港的所在
地，當下的黃埔正深入挖掘和研究海絲
文化、軍校文化、香雪文化、創新文化
等黃埔特色文化，使更多黃埔文物和文
化遺產 「活」 起來，推動黃埔歷史文化
保護與傳承向縱深發展。
為領略黃埔海絲文化風采，品鑒嶺

南，中國著名作家走入南海神廟、廣州
海事博物館、深井古村，遙想當年 「扶
胥浴日」 的盛景，祈盼 「海不揚波」 的
千年宿願。
如果說千年南海神廟和廣州海事博物

館展現了黃埔歷史文化遺傳的保護和傳
承，那麼位於長洲島上的深井古村則展
現了 「以用促保」 的文化保護思路。
擁有700多年歷史的古村，以馳名中

外的 「深井燒鵝」 享譽當下，然而它的
興起則與海上絲路緊密相連。這裏原是
對外貿易的集散地，村落因海外貿易而
富，村裏建築也因此而華美，具有嶺南
風情的青磚大屋、石板街巷比比皆是。
講好傳統故事，保護歷史遺存，守住

文化根脈，留住城市記憶，是城鄉建設
和城市治理中的重要課題。與一些 「空
心化」 的古村落不同，深井村是一個
「實心村」 ——現有常住人口4300多
人。黃埔區長洲街從村民的民生需求出
發，以 「用」 促保，將歷史古遺存的活
化利用常態化、生活化，從而為深井村
的發展帶來人氣。
古樸安靜的古老集市飄散淡淡的中藥

香，有着灰筒瓦和青磚牆的古民居裏有
書有咖啡有音樂，古香古色的宗祠裏陳
列着個人藏品和時裝，古老戲台經過升
級改造後加設了燈光夜景……因為越來

越多 「古遺存」 被 「用」 了起來，深井村這個擁
有700年多年曆史的古村，再次煥發出了活力。
隨着城市化進程加快，黃埔區正以海絲文化、

軍校文化、香雪文化、創新文化為主要特色，進
行歷史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展現出一個真實、立

體的黃埔。正如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浙江
省作協副主席、魯迅文學獎獲得者陸春祥
所言： 「文化才能使我們走得更遠，因
為文化是我們的根，黃埔的歷史文化積
澱是相當深厚的」 。

當下的黃埔，在歷史文化保護與發
展中，讓城市留下記憶，讓人們記住
鄉愁。中國作協散文委員會委員、北京
雜文學會副會長、原民盟中央宣傳部部
長吳志實雖然過去多次到訪黃埔區，但

這次感覺黃埔區變化很
大。 「黃埔區注重

文化建設，鄉
村的活化和
改 造 過 程
力 度 很
大，經濟
發 展 正
成 為 黃
埔文化建
設 的 動
力，我相

信黃埔未來
的 發 展 會 更

好」 。

位於廣州市黃埔區蘿崗街蘿峰山麓的玉喦書院，是
廣州現存最早、保存最好的書院之一，歷經800餘年
烽火，傳承着廣州文脈。據了解，玉喦書院不僅是蘿
崗鍾氏歷代承傳家學之地，還是宋代嶺南主流學派
「菊坡學派」的發祥地之一，對整個嶺南文化、廣府

文化產生過深遠影響。
青磚石、硬山頂、龍船脊、雕花檐。離玉喦書院不

遠的鐘氏大宗祠建築群，是一組明代建築群，距今已
有 500 多年歷史。作家們走進古色古香的鐘氏大宗
祠，這裏一磚一瓦都沉澱着厚重的歷史，見證了當地
鍾氏家族的歷史變遷。著名文史學者、散文家，《海
內與海外》主編朱小平認為，宗祠是一個地方的文化
地標，黃埔區有許多保護很好的宗祠，提升了這裏文
化地標的高度。

據悉，今年以來，黃埔區進一步加強了對歷史文化
建築的保護，深入推動歷史文化資源活化利用，持續

加大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力度。在黃埔區 「融德
里」、 「幸福里」，作家們置身其中，細緻觀察着黃
埔歷史文脈活化的時代脈搏。

橫卧於碧水之上的鵲橋、綠樹掩映下的粵劇大戲
台、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牆……作家們走進經過改造的
「融德里」，紛紛被這裏鄉村之美所震撼。這裏嶺南

古建築群原汁原味，古意十足，鑊耳牆、人字坡、博
古脊等古建築元素尤其顯眼。

作為黃埔區體量最大的舊改項目 「沙步舊改」的一
個重點項目， 「融德里」秉持 「修舊如舊」的原則，
整個改造過程中，所有文物、古樹都是原址保存、原
封不動。據介紹，該項目包含原村落保留的諸多宗祠
建築及新建仿古建築群，其中保留文物及風貌建築近
2000平方米。舊村經過改造之後，已煥然一新，千年
沙步村有了一張歷史文化新名片。

在黃埔區文沖街 「幸福里」，作家們找到了黃埔區

賦予古建築 「活化」的密碼。 「幸福里」依托文沖陸
氏大宗祠等26處古建築建設，古為今用、重塑古韻。
陸氏大宗祠化身廣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地，廣
東省廣綉傳承人陸枊卿在這裏開辦了廣綉傳承基地，
延續了黃埔區廣綉的傳承文脈。在這裏，文沖村800
多年的歷史，呈現給作家們不只是文字的記錄，而是
讓他們看得到、摸得着、用得上，彰顯黃埔區對古建
築 「活化」的新魅力。

「見人見物見生活」是黃埔區文化傳承給作家們的
直觀感受。中國作協原主席團委員、江西省文聯原主
席兼作協主席、魯迅文學獎獲得者陳世旭說， 「歷史
是出發點，現在保護這些歷史文化符號，就是要讓我
們知道我們從哪出發，這是最重要。但與此同時，我
們也必須以新的建設賦予它新的生命，在融德里和幸
福里，我看到的正是我希望看到的，這是自己這次到
黃埔最高興的事情」。

賦予古建築 「活化」 新魅力

中新廣州知識城，作為中國與新加坡國家級雙邊合
作項目，以知識經濟為創新模式，以打造成為一座經
濟、人文與生態高度和諧及可持續發展的宜居之城為
目標，正加速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知識中心。
中新廣州知識城的發展，給陸春祥深刻印記， 「這次
深入了解黃埔，感覺到這是一片勃動着發展因子的土
地，到處都是熱火朝天的景象，特別是中新廣州知識
城生長速度令人震撼。

在知識城加速 「生長」的同時，還以 「產業興農」
推進鄉村振興，一幅農民富、產業興、鄉村美的美好
圖景正在徐徐展開。作家們在蓮塘村、逕下村的實地
探訪中，深刻感受到中新廣州知識城 「產業興農」的
魅力所在。

蓮塘村是中國傳統村落、廣東省歷史文化名村。作
家們一走進這個有着700多年歷史的蓮塘村，便被眼
前的美所驚艷到。荷香彌漫，滿眼青翠，孩童在村前
的廣場上嬉戲，河邊垂釣的老人一派祥和，好一幅鄉
村的生活之美。

據介紹，蓮塘村的古遺存佔了 36 處。古樹、古
井、時四陳公祠、鴻佑家塾、秀昌書舍、友恭書室構
成了嶺南特色古建群落。現在，古遺存經過精心修
繕、科學運營，為蓮塘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對外開放
的 「鏈咖啡」館、 「荷塘月色」茶室、 「愛膳蓮塘」
餐廳……新舊之間的碰撞讓歷史文化古遺存 「活」了
起來，也吸引越來越多在外打工的年輕村民回來。蓮

塘村也成為黃埔區 「十古」文化遺存保護及活化利用
工作成效的真實寫照。

在逕下村，稻田花海、瓜果種植基地、林趣園和水上
運動體驗中心等生態體驗景點、平崗河、納米農業公園
分布其中，豐富多彩的鄉村旅遊在這裏每天上演。據
悉，科學城集團、知識城集團、廣州開發區投資集團等
區屬國企紛紛下鄉，激活鄉村振興一池春水。

傳承活化讓逕下村煥發新活力，擦亮知識城的歷史
文化底蘊，鄉村振興為這裏帶來全新的體驗。蔣子龍
感嘆： 「這裏的鄉野里有現代城市的
元素，現代城市裏享受鄉野的自
然風光，這特別好」。

「在黃埔，不僅能看到高
樓大廈，還能看到古村
落、荷塘、老戲台、古
榕 樹 ， 既 現 代 又 古
樸。」中國散文學會副
會長、河南省散文學會
會長王劍冰說， 「都市
裏的村莊環繞着都市，這
是一個先進的發展理念，
既充滿現代的大氣象，又有
着時代的小風味。」在他看來，
黃埔區對現在鄉村的保護和活化，讓
群眾在時代脈搏的跳動下，能感受到民族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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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廣州知識城「產業興農」魅力足

深井村的深井文塔始建於清光緒二十一年深井村的深井文塔始建於清光緒二十一年
（（18951895），），是一座三層樓閣式磚木結構的古塔是一座三層樓閣式磚木結構的古塔。。

受訪機構供圖受訪機構供圖

「「幸福里幸福里」」 位於黃埔區文沖街道位於黃埔區文沖街道，，2626處古建築處古建築
鱗次櫛比鱗次櫛比，，古為今用古為今用、、重塑古韻重塑古韻。。 受訪機構供圖受訪機構供圖

在蓮塘村學習粵劇的在蓮塘村學習粵劇的
孩童們孩童們 。。 廖志遠廖志遠 攝攝

文沖文沖 「「幸福里幸福里」」 的舞獅表演的舞獅表演，，
彰顯傳統文化魅力彰顯傳統文化魅力。。

受訪機構供圖受訪機構供圖

採風團著名作家名單（按照年齡大小排名）
【採風團成員】
蔣子龍：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作為改革文

學作家代表，被黨中央、國務院授予 「改革先鋒」
榮譽稱號。
陳世旭：中國作協原主席團委員、江西省文聯原

主席兼作協主席、魯迅文學獎獲得者。
朱小平：著名文史學者、散文家，《海內與海

外》主編。
吳志實：中國作協散文委員會委員、北京雜文

學會副會長、原民盟中央宣傳部部長。
王劍冰：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河南省散文學會

會長。
陸春祥：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浙江省作協副主

席、魯迅文學獎獲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