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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健 通讯员 李泽凯）
3月 13日上午，2025中山中式家居博览会
在大涌镇红博城开幕。博览会为期 10天，
将持续到 3月 23日。展会由四大主题展馆
和三大文化雅集活动构成，吸引数百家品
牌参与，线上线下联动，聚焦如何将红木
产业、中式实木家居、茶文化以及中国传
统沉香等元素有机融合，展示中式家居的
独特魅力和创新活力。

本次博览会首次以“文化场景化”为
理念，打造茶文化馆、中式家居馆、传统文
化工艺馆、中式生活体验馆四大沉浸式主
题展馆，引领观众穿越古今，解锁中式美
学的全新体验。其中，茶文化馆打造近
200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将展示全品类的
前沿产品，并联袂高级茶艺师互动品鉴、
茶道表演；中式家居馆汇聚近千家头部品
牌，展出从明式经典到新中式极简的全系
列家居产品，并特设“一器一境”场景化陈

列，通过实景搭配，诠释“家居即文化”的
深层内涵；传统文化工艺馆集结木雕、猛
犸牙雕、景德镇陶瓷等非遗技艺，省级工
艺美术大师现场演示“一木一器”的精雕
细琢，观众可现场观摩，亲身感受“工匠精
神”；中式生活体验馆以东方美学为符号，
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精髓，打造中式
大宅生活体验馆，同时穿插香道、茶道等
互动项目，每日还定点上演国乐演出。

“希望通过融合与创新的场景与形式，
为消费者带来耳目一新的中式家居体验，
为行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让中式家居文
化在现代社会焕发新光彩。”中山市红木家
具行业协会会长、红博城运营总监林志洪
表示，本次博览会是对中式家居产业前沿
成果的一次盛大展示，也是对传统文化与
现代生活理念深度融合的积极探索。

家居品牌发布仪式上，梨歌、名木居、
乐府三大新锐品牌携“创意+文化”理念亮

相，并发布了2025年品牌动向与新品预告。
活动还邀请中国家具协会设计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
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彭亮作“中国红木家
具创新设计路径探索”专题分享，他从中式
家居生活美学文脉出发，结合现代中式家
具的发展方向，指出当代红木家具的痛点

与短板：设计人才缺乏，产品同质化严重，
创新设计需要突破……“现在不是拼企业
数量的时候，需要的是龙头企业、领军企业
和品牌，我们应该销售生活方式，而不只是
卖家具。”彭亮剖析了现代设计的创新路径

“古韵今用”，为拓宽中式家居的边界提供
了新灵感。

工作人员介绍四大主题展馆之一的中式生活体验馆。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300年历史的祠堂有了新使命
步入梁氏宗祠的正厅——端本堂，这

里供奉着梁氏历代先祖的神位。祠堂内建
筑以灰色为主基调，古拙而凝重。该村党
总支委员梁婉萍介绍，冲口村有 600多年
历史，建村以来先后建有24间大大小小的
祠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梁氏宗祠。

随着历史变迁，梁氏宗祠的建筑面貌
和功能也有所变化。20世纪 40年代中后
期，该祠堂曾作学堂使用，供村子里的孩
子读书。1967年，该祠堂被拆除上盖，改建
为会堂并作学校礼堂兼用。而后经历40余
年的风雨侵蚀，祠堂有危败现象。2011年，
在政府及国内外乡亲、社会热心人士赞助
下，该村筹得资金 268万元将宗祠进行翻
新重建。

乡村发展迅速，祠堂逐渐被闲置下
来，但对于村民而言，这里有岁月的痕迹
和童年的回忆。祠堂附近一家店铺的阿伯
和女儿与祠堂都有着很深的感情。说起祠
堂，阿伯与女儿滔滔不绝，满是回忆和感
慨。“祠堂以前很漂亮，外面的柱子雕刻了
精美的花纹，里面是木质结构，有很多高
大的柱子，很气派。那时祠堂内做学堂，我
在这里读书。”阿伯回忆道。听到这里，阿
伯的女儿笑着说：“以前，尽管祠堂旁边有
了冲口村小学，但我们学生上体育课还是
用祠堂的空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里面和
小伙伴做操的景象。”

为了使闲置的宗祠得以重新活化利
用以及让村民了解村里的历史，去年冲口
村开始着手打造村史馆。“冲口村的宗祠
承载了村民的共同记忆，是村落历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宗祠里建设村史馆，
既保留了宗祠的传统功能，又赋予其新的

文化价值，使其成为展示村落历史、传承
文化的窗口。”梁婉萍说。

■让村史馆守住记忆留住乡愁
在南朗街道以及该村双联双助结对

单位市文联的支持下，该村从 2024年 4月
开始筹备打造村史馆。市作协常务副主席
黄廉捷作为该村“文化村长”积极发挥专
业优势，带领其团队一起与梁婉萍开展村
史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查阅村志、搜集
资料、走访“取经”、布局展陈……历经大
半年时间，2025年 1月 25日，冲口村村史
馆正式完成建设。

记者看到，村史馆主要通过图片、文
字展陈的形式，全面展示冲口村的历史文
化。展陈内容中主要包括冲口往事、红色
印记、名人荟萃、乡村建设、特色兴村、冲
口文韵六大篇章，讲述该村的历史由来、
革命先辈事迹、乐善好施的名人贤士故事
等，还反映了新时代乡村经济、文化方面
发展的成就。

自村史馆开始修建后，村民一有空就
过来转一转。“看着这些文字照片，特别是
改革开放后期的介绍，小时候生活过的场
景一下子都想起来了。很多年轻人现在都
不了解村子里的历史，通过这个村史馆，
能让他们记住祖辈的艰辛，珍惜现在的生
活，更加努力，共同把家乡建设得更美。”
村民梁姨说。

对于祖籍在冲口村的游子来说，来到
这里如同坐上时光机，找到来时的路，品
味悠悠乡愁。梁婉萍说，今年 2月，一位 70
多岁、来自东北的老伯特意来到冲口村寻
根谒祖。这位老伯的太公是冲口村人。多
年前，其太公迁居至东北，自此他们家族

就在东北扎根。这么多年来，这位老伯的
内心始终对祖籍有探寻之情。老伯来到冲
口村时，梁婉萍带着老伯去村内的地标景
点观看，还走进村史馆了解村子里的历
史。“他当时看的时候，特别认真，看完很
感动，还说终于找到自己家了，知道这里
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还有宜居的自然
环境，以后会让后辈常回家乡看看。”梁婉
萍回忆说。

■打造地标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对于村史馆未来的发展，梁婉萍心中

有数。“村史馆不仅留住了乡愁，也丰富了
村庄的文旅资源，未来将联动周边祖屋或
闲置物业打造村内地标景点，进一步推动
文旅融合 。”她指着该祠堂右边一处，拥
有舞狮墙绘的侨房介绍，这处侨房的主人
是一代宗师叶问第一个私家门徒梁绍鸿，
被誉为“实践咏春”的始创者。梁师傅目前
定居珠海开设实践咏春拳馆。该村计划携
手梁绍鸿将其祖屋打造成宣传咏春拳的
文化馆。“到时候祠堂还会为梁师傅提供
场地当作少儿公益武馆。”梁婉萍说。

梁婉萍透露，除了文化景点规划外，
该村还计划在村史馆外一侧位置引进餐
饮业态，销售冲口村的特色产品，同时利
用该村石板街的闲置物业引进咖啡、书
房、文创品等新业态，进一步激活乡村旅
游，赋能乡村经济。

据了解，近年来在美丽乡村建设和百
千万工程推动的背景下，冲口村文旅产业
发展初显成效。该村结合生态资源和人文
历史，打造了“田园乡居、精品冲口”的文
旅品牌，引进了多个露营、沉浸式研学等
业态，打造了集观赏性、参与性、体验性于
一体的文旅项目。

随着村史馆的建设，将为该村文旅发
展注入新动能。“村史馆通过丰富的展陈
内容，能够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冲口村的
历史与文化，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
感。另外村内有祖庙、孙中山先祖留下的
孙家井和孙家屋、古榕树等历史遗迹，后
面与村史馆，咏春拳文化宣传馆等地标景
点串联，推出一条独具冲口特色的历史文
化线路，将进一步提升冲口村的文旅品
牌。”梁婉萍说道。

南朗街道冲口村在拥有300多年历史的梁氏宗祠里建设村史馆，留住
乡村记忆，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

百年宗祠“ ”了
“这里是孙中山先生先祖的祖居地，也是中山第一大姓梁姓的主要聚

居地……”近日，记者在中山市南朗街道冲口村梁氏宗祠看到，祠堂大门处

粘贴了村史馆的招牌，入祠堂大厅内，记载冲口村历史的图片和文字映入

眼帘。

梁氏宗祠扩建于清代，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该村通过盘活利用祠

堂打造村史馆，留住乡村记忆，使文化得以传承，也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

的动能。

本报记者 袁婵

南朗街道冲口村在梁氏宗祠里建设村史展览馆，让更多的人了解该村的发展历史。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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