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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街 拂 尘，文旅与居民生活相伴共生

以历史资源带动文旅产业

有多少人关注从善有多少人关注从善

坊坊，，这世上便有多少个从这世上便有多少个从

善坊善坊。。

最具象的那个最具象的那个，，穿越穿越

百年风雨依然矗立在石岐百年风雨依然矗立在石岐

街道民生社区街道民生社区。。共和巷共和巷、、从从

善坊善坊、、观音巷与郭家巷四观音巷与郭家巷四

条巷道由南至北如光阴寸条巷道由南至北如光阴寸

寸铺陈寸铺陈。。斗转星移斗转星移，，140140多多

栋侨房日渐沉寂凋零栋侨房日渐沉寂凋零。。一一

场从时间手里抢资源的改场从时间手里抢资源的改

造造，，势在必行势在必行。。经经1010年谋年谋

划论证划论证，，77轮方案设计修轮方案设计修

改改，，20232023年年33月月，，从善坊历从善坊历

史文化街区改造升级项目史文化街区改造升级项目

正式动工正式动工。。

旧城改造常常伴随争旧城改造常常伴随争

议议，，又时时被寄予厚望又时时被寄予厚望。。一一

年多来年多来，，改造工程逐步推改造工程逐步推

进进，，从善坊一点点蜕变从善坊一点点蜕变、、焕焕

新新。。这场改造这场改造，，要结合建筑要结合建筑

基底条件基底条件，，要融合原有风要融合原有风

貌肌理貌肌理，，要考虑市场运营要考虑市场运营

条件条件，，还要符合多数人心还要符合多数人心

目中的从善坊画像目中的从善坊画像。。““想过想过

难难，，没想到这么难没想到这么难！！但再怎但再怎

么难也都值了么难也都值了！！””石岐街道石岐街道

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

主任田湘攸踱步于雨中从主任田湘攸踱步于雨中从

善坊善坊，，笑道笑道。。

今年年中今年年中，，从善坊将从善坊将

迎来迎来““开街开街””。。作为全市作为全市““三三

旧旧””改造示范点改造示范点，，从善坊肩从善坊肩

负着文脉传承的使命负着文脉传承的使命，，也也

承担着引客流承担着引客流、、聚人气的聚人气的

重任重任。。从善坊从善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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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起点，为什么是从善坊？
项目组认为，从善坊位于中心城区石岐街

道的中间位置，紧临民生路和民权路两条主
街，交通区位优越；从善坊不远处就是远近闻
名的白水井大街，人流密集；此外，从善坊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经济价值却处于待挖掘状态，
若投入资金改造，回本周期预计8年左右，这个
投入产出比符合文旅开发逻辑。“如果说孙文
西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位大家闺秀，那么从善坊
就如同小家碧玉，我们在这里形成的经验，将
有助于整个香山古城建设。”田湘攸说。

目前，从善坊 140余栋建筑中确定有 35
栋具备活化利用条件，平均每栋面积 150平
方米，均纳入一期改造范畴。这其中，14栋无

主侨房的活化利用，最令项目组头疼。他们
先后前往广州、上海、南京等城市“取经”，最
后结合中山实际，创新提出《香山古城保护
活化工程项目范围内现状建筑无权利人核
实及无产权建筑物处置工作办法》，采取公
示、公告和公证的路径进行政府托管，对其
进行修缮加固和对外招商。“虽然政策仍有
完善空间，但目前能保证‘无主’侨房得到及
时抢救和活化利用。”田湘攸表示。

权属问题逐步解决，老建筑的修旧方案
又是一个考验。修旧如旧、尽可能保留历史
文化元素，是从善坊改造的两大原则。据悉，
项目组建立了“总师团队+本地建筑院+社会
专家学者”的评审团队，在分析和评估好历

史文化资源、文化传承脉络以及确定好招商
业态方向后，项目组才开始“绣”基础设施。

尊重民意是其中一条准则。项目组定期
召开居民协调会议，知悉居民对改造项目的
轻重缓急程度，动态调整施工方案。同时，建
立例会反馈制度，针对居民诉求制定整改措
施，及时推动问题解决。涉及重要景观的改
造方案，采用全民网上投票形式，问计于民。

田湘攸告诉记者，无论是道路整治还是公
共空间更新，首先要满足居民当下的生活需求。
从善坊改造不是单纯的旅游开发，而是采用文
旅与居民生活和谐共生的方式，通过改善城市
环境和文旅塑造，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进而
吸引游客前往体验本地生活和本地文化。

成为“网红”这件事，田湘攸始料未及。
从善坊改造之初，他作为项目负责人、历史
文化爱好者，选择用短视频的方式记录改造
过程，便于社会大众及时了解工程进度，“说
不定还能联络到一些移居海外的房屋产权
人。”田湘攸说。数十期视频制作、发布下来，
不仅转评赞数据常常上到几万，也确实联系
到了各方人士和资源。有华侨寻迹回乡，有
屋主索性把钥匙委托给项目方代管，也有意
向投资者慕名前来。

来自马来西亚的赵崇斌便是循着视频
找到从善坊，并决定把店开到从善坊的。发
现从善坊，赵崇斌直呼“一见钟情”。赵崇斌
希望，这里不仅是华侨文化、华侨精神的集
中展现地，更能为中马民间文化交流搭建平
台。

随着从善坊一期改造的接近尾声，像赵

崇斌一样找到项目组的意向投资人络绎不
绝。田湘攸认为，在旧城改造工作中，要更加
注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做好规
划、打好底子、做好基础配套，把这片“土壤”
培育好。至于“土壤”里长什么庄稼，庄稼怎
么生长，更多应由市场来选择。

短短数月，项目组接触了不下10个文旅
运营团队，曾参与过广州永庆坊、潮州古城
等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蔡敏超就是其一。

蔡敏超表示，她对从善坊也是“一见钟
情”。蔡敏超大方分享了自己的考量，“我们
做投资，不外乎三个考察点：交通、人口、文
化基础。”中山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
心，“一小时交通圈”覆盖广州、深圳、佛山、
东莞、珠海等城市。而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
乡，乡贤俊彦众多，在此交融的华侨文化、南
洋文化以及香山文化等，塑造了中山兼容并

包的文化品格，其底蕴之深厚不言而喻。“我
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文化充分挖掘出来，用
商业手段呈现出来，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
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中山内
涵。”蔡敏超进一步说，做古城文旅开发需要
一定情怀，但只有情怀一定是不够的，如何
实现多方共赢，才是文旅开发可持续运营的
根本。

目前，蔡敏超的团队尚在进行市场调查
阶段，从善坊未来的业态布局及走向还需静
待花开。但根据官方前期消息，从善坊被定
位为以“吃、穿、住、文、教、展”六大主题功
能、以“善文化”为主题的历史文化休闲旅游
街区。雨中漫步从善坊主街，一边门牌为偶
数，一边门牌是奇数，可不时看到有国乐培
训、美术工作室、陶艺作坊和茶艺休闲等文
创产业已经进驻。

情 怀 很 贵，可持续运营更是要义

在城市更新中，泛文化艺术业态似乎是
各地的一致选择。从善坊如何避免陷入同质
的、乏味的古城文旅窠臼？

田湘攸认为保留从善坊文化的原真性、
文旅开发的主题性非常重要，而“善文化”就
是从善坊的主题文化。从善坊规模最大、建筑
工艺最精美的古老大屋22号建筑，是百年前
何氏侨商的居所。百年过去，何氏后人已难寻
踪影，唯有屋子两边的刻字仍在告谕后人：行
走世间，身处仁义，不忘仁义，得二三友邻，何

如不是一件善事。田湘攸认为，这里提到的“仁
义、善事”等，都与连续 37年举办的中山慈善
万人行有异曲同工之处。目前，慈善万人行闻
名遐迩，却缺少一个物质空间载体。“名为从善
坊，又有历史文化加持，从善坊做其空间载体
再合适不过。”田湘攸还提到，从善坊 22号建
筑改造完成后，将留出部分空间打造“善文化”
博物馆，集中展示中山博爱乐善的故事。

“画《Hello，石岐》时，我花了一两个月时
间泡在老城区，我对从善坊印象特别深刻。”

中山市政协委员、文创从业者陈越安说，那
时的从善坊就非常具有韵味，现在改造后又
添几分雅致。事实上，从善坊的不少建筑元
素、历史故事等都是文创设计的好素材。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系主任阿丽莎则表示，中山拥有
众多国家、省、市级非遗，不妨在文化类业
态引进中尝试做一些集中呈现，让市民游
客既可感受，又能体验，从而塑造出亮眼的
文化名片。

百年从善坊，
准备好了吗

善 文 化，或将是从善坊的原真优势

石岐街道从善坊侨房建筑群石岐街道从善坊侨房建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