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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旧如旧，古老建筑焕发年轻光彩
1月18日，天气晴好。穿过烟火气十足

的白水井大街，尽头便是从善坊所在地。
从善坊仅有 2.1万平方米，但最大限

度保留了原有的尺度和特征。有学者认
为，从善坊完整保留了中西结合建筑群
体，民国初期的街巷格局、历史景观、环境
氛围等都对研究中山华侨文化、对居民生
活的影响和中山近代城市文化具有重要
的历史文化价值。

从善坊内建筑房主多是华侨，当中有
很多人已经移居海外，他们或将旧宅委托
给他人代管，或是出租。历经百年风雨洗

礼，这些老侨房，有的蛛丝悄织门廊，有的
青藤已附青砖，有的人去兀自空楼。所幸，
从善坊在 2022年迎来了维护与保护的契
机，并于2023年3月正式动工。

石岐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
主任田湘攸说，近两年来，从善坊不仅开
展了侨房建筑外立面改造、消防设施改
造、路面改造、环卫设施改造、公共“三线”
整治、安装小区照明设施等工作，更为重
要的是通过“三公”启动了“无主”侨房修
缮活化。

从善坊 22 号建筑，是中山历史建
筑，也是一众侨房中规模最大、建筑工艺

最精美的一幢，融合了趟栊门、挑檐、西
式山花、石米饰面灰塑、凹门廊等建筑元
素，体现了多元兼容的本土文化特征。但
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经管，早已破败。田
湘攸说，像这样找不到屋主的建筑，从善
坊有不少。

“各种方法试一遍还是找不到人，我
们便通过登报公告、公示活化方案、全程
公证三步，进入政府托管，从而对其进行
修缮加固和对外招商。”田湘攸表示，这个
政策仍有不足，但能够保证现有“无主”侨
房得到抢救和活化利用，最大限度保留原
有的气韵。

■业态更新，主招“文化商”
“目前我们的工程进度已达85%，顺利

的话，农历新年伊始，我们就能完成活化，
实现开街。”望着焕新的从善坊，田湘攸脸
上止不住的笑意。

侨房“活”起来的关键在于用起来。从
善坊侨房权属复杂，大致分为“无主”或产
权不清房、市民私人购买房、出租房、原住
民房四大类。依托香山古城建设开办的香
山古城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从善坊正按照

“能收尽收、能买尽买、能租尽租”原则对
整个街区物业开展归置，“至少要70%以上
的物业掌握在运营公司手里，我们才能更

好实现运营，按照政府引导的文化业态去
招商和管理。”田湘攸说。

目前，从善坊的 140余栋侨房已有 10
栋正在进行招商和活化利用。“我们计划
整个业态以‘善文化’为主题主线，聚焦

‘吃、穿、住、展、文、教’多个方面开展引
入，让这里形成浓郁的文化沉淀氛围。”田
湘攸介绍，吃的方面引进轻餐饮和中餐；
穿的方面引进高端传统服装制作企业；住
的方面引进民国风情的民宿企业；展就是
将利用从善坊比较有标志性的建筑和空
间做展览展示和历史讲述；文则指文创产
业，将开展国学、国乐、非遗文化等教育培
训，目前也已引进一批；教就是教育，将把
从善坊打造成为华侨文化和岭南文化的
研学基地，提供研学线路和内容，供全市
中小学生和市民游客参观“打卡”。

从善坊 8号，是陈允夫妻 2019年就租
下来的侨房，他们将其取名为“时光花
园”，主要用于他们夫妻二人从事陶瓷手
绘、名家瓷板画、绘画艺术、陶瓷艺术等。

作为最早一批来到这里从事文化创
作的人，陈允不仅和租用周边侨房的文化
人“打成一片”，还积极帮助从善坊广招

“文化商”，常邀朋友前来相聚，向朋友推
介从善坊，“我也希望这里能够盘活，让更
多人了解底蕴深厚的中山文化。”

修缮活化侨房 延续香山文脉

活化“老街区”焕发“年轻态”

“侨家大院”里的产业转型探索
南区街道沙涌、上塘经联社拟通过连片活化侨房建筑，打造具有辐射带动能力的历史文化街区

1月的中山天气晴好，记者沿着

城南路来到南区街道沙涌、上塘一

带，远远看到威严大气的宋帝遗迹牌

坊兀然矗立在村口，提醒访客这是一

座历史悠久的古村。随着沙涌村南宝

大街、跃进路一带的侨房建筑和集体

物业连片盘活，焕新的沙涌历史文化

街区迎来了一批批有意进驻的客商。

曾经，两条城中村的集体经济来

源都很依赖工业厂房租赁和物业出

租，在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大背

景下，正通过连片活化侨房建筑，打

造具有辐射带动能力的历史文化街

区，在“侨家大院”里引入文旅产业、

文化创意和数字经济等业态，书写转

型发展的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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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上午11时，多辆粤A粤B的轿车
沿着城南路驶入南宝大街，停放在南区街
道沙涌学校香山书房前广场，南区街道沙
涌经联社党支部书记马杰良和工作人员
热情迎上，随之将街区侨房建筑的“前世
今生”娓娓道来。“一天要接待 5~6批客
商，他们考察我们的市场前景，我们也在
考虑其是否符合街区定位。”马杰良说，这
样繁忙的场景，过去几个月都没停过。

沙涌村位于南区街道东北部，距离
广珠西线南区出入口仅 10分钟车程，便
捷接驳港珠澳大桥、在建的深中通道。这
里曾走出宋末良臣马南宝，近代百货先
驱、先施公司创办人马应彪等名人，保留
着宋帝遗迹牌坊、镇龙阁、马应彪纪念公
园、恩重纪念堂等历史古迹和侨房建筑

百余栋，形成融中西方文化于一体的华
侨建筑景观。

马杰良坦言，百余栋侨房并非都有活
化价值。在推进“百千万工程”和特色精品
村建设的过程中，他们重点以马应彪先生
等爱国华侨集资筹建的沙涌学校为圆心，
将其打造成具有侨乡特色“网红”香山书
房后，辐射带动、连片活化了位于南宝大
街、跃进街的其余6栋侨房建筑，连同附近
的集体物业，打造了独具侨房新韵的沙涌
村历史文化街区并展开招商。

2023年 12月 22日，在市委、市政府
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山市南区
街道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中山分公司举行了沙涌 5G数字文化创
意产业园签约揭幕仪式。该产业园成为

了进驻沙涌历史文化街区的首个实体项
目，按照计划，这里将紧扣“历史”“现代”
两大要素融合发展，以 5G技术为核心，
专注于应用推广、产业集聚、文化交流、
人才培养，致力打造成中山5G数字产业
基地。

马杰良说，在挑选项目上，沙涌将街
区定位为集华侨文化、商业文化、文化创
意、数字产业于一体的产业集聚区，将按
照6:4的比例，引入文化产业和配套旅游
和餐饮项目，对进驻项目也有一定要求。

“我们盼望这些老侨房活化后，能够植入
年轻业态，使之成为海内外青年实现创
业梦想和创意落地的黄金屋。助力沙涌
摆脱过度依赖低效厂房租赁的现状，实
现集体经济的产业转型和多元发展。”

沙涌马应彪故居一元堂前，孩子们正在练习马家枪。

美化人居环境
让侨房景观串珠成链

与沙涌村一河之隔的上塘村也是有名
的侨村，现存传统广府民居、中式侨房等100
多栋。10年前，祖籍上塘村的归侨陈翼良将
自家祖屋和承租的10多栋旧房进行修复，陆
续投入2000多万，修旧如旧，改造成博物馆、
艺术工作室等，让这批侨房重新焕发了生
机。如今，陈翼良改造后的侨房无偿给一些
艺术工作者使用，经常接待小朋友到侨房开
展研学。

陈翼良的好友宋明慧是上海人，近年来
奔波两地，在好友改造的一栋侨房“玖悟斋艺
术中心”从事讲师工作。他感叹，他曾到多个
侨乡调研，从没看到像上塘村如此多大宅大
院的村落。他们从侨房的后人处了解到，上塘
村师姑岭大街沿街的侨房建筑都有着不俗的
身世。他们的先辈很多跟随百货先驱从事百
货、金融、买办等工作，赚到钱后，回乡购地建
起了一座座大宅，建筑的设计和细节都能窥
见一个时代的中国气派和华侨华人的家国情
怀。“10年前，陈翼良回乡从这些华侨的后人
处承租了一部分侨房，根据自身能力一步一
步改造了些，但还远远不够。希望乘着‘百千
万工程’的东风，会有更多人来到上塘，发现
散落在乡村里的文化瑰宝，大家一起把这些
侨家大院活化好、利用好。”宋明慧如是说。

上塘经联社党支部书记何健柱说，根据
省、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部
署，一段时间以来，南区街道和村集体正加快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不久前，
在国企兴中集团的支持下，上塘村法治公园

“光伏车棚+充电站”正式落成，为侨房的连片
活化营造了良好的条件。未来村集体还准备
在师姑岭片区，根据房屋建筑风格对道路、明
沟、公共照明、墙体、空地等基础设施进行微
改造，带动片区多栋侨房的连片活化，使其与
沙涌、竹秀园等侨房景观串珠成链，交相辉
映，为市民提供更多的选择，为上塘的产业转
型和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的新兴业态。

石岐街道从善坊历史文化街区积极开展侨房改造，引入新业态，让老街区重焕新生

如何让那些承载着家族记忆和一方文化的建筑，找到一条延续香山文脉的出路？石

岐街道的从善坊历史文化街区或许有答案。

沿着民生路，由南至北东西走向的共和巷、从善坊、观音巷、郭家巷四条巷道，连起

整个从善坊历史文化街区（以下简称“从善坊”）。从善坊是清末民初时期形成的一个具

有中山特色的传统民居群，共有140余栋侨房建筑，多为骑楼，砖混结构，具有中西合璧

风格，距今已有百年历史。

当前，从善坊正借助中山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契机，以及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时

机，开展侨房活化利用，为这些古老的建筑擦去被岁月染深磨旧的印记，同时积极引入文

化创意、文旅产业、新潮消费等业态，让历史文化街区重焕新生，在变与不变中找到传承发

展的平衡点，使其成为石岐街道乃至中山对外展示文化底蕴的窗口。

本报记者 江慎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