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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鹤村党总支书记陈斯能对村内
文化资源如数家珍：现存 4条清代石板
街、107间古建筑、4座清代祠堂、3座古
闸门等，并有省级文保单位——“乐善
好施”牌坊。艺术新村民陆续进驻带来
的变化，让陈斯能常常思考：村内丰富
的文化遗存不应止于静态保存，而要通
过创新方式活化利用，让“文化存量”变
成“经济增量”。为此，陈斯能提出“古
玩+艺术+沉香”文旅发展模式，旨在重
现昔日香山沉香经此输澳的商贸盛景，
让历史文化资源焕发新生。

近年来，古鹤村充分保护和修缮
100多间超过百年历史的古建筑，整合
岭南古村落特色文化与生态资源，致力

于培育以书画艺术、民俗文化、沉香文
化、古玩收藏展览、艺术创意为主的新业
态，推动优质文化项目落地。在江浙经验
的启发下，陈斯能还创新推出“艺术家驻
留计划”，让艺术创作与古村风貌相映成
趣，进一步擦亮“艺术村”底色。

如今，古鹤村聚集了来自全国各领
域的15位艺术家、8家文旅新业态店铺、
7家民宿等，文艺氛围不断增强，文化产
业呈现蓬勃发展趋势。已建成的古鹤“岐
澳古道艺术街区”和占地7.3亩的古鹤东
街里文化艺术创意园，给游客带来多元
艺术体验，进一步增加了文旅收入。

因艺术引发的“化学反应”正在持
续转化为文旅流量、经济增量。陈斯能

介绍，2024 年，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
2361.09万元，文旅业态收入新增超 50
万元，文旅产业发展带动社会资本投入
超 500万元。深中通道通车至今，古鹤
村参观的游客达到 2万人次，较同期增
加一倍。

紧邻古鹤村新牌坊的居山民宿，主
理人徐静航正亲历着深中通道开通后
的客流激增。“过去客人总问三乡温泉
在哪，现在更多人追问村内‘乐善好施’
牌坊的故事，他们专为这座村子而来。”
徐静航说。

古鹤越来越热闹。这座岐澳古道上
的“驿站村”，在与艺术融合共生中，正
酝酿一场发展蝶变。

岐澳古道岐澳古道““ ””的文化复兴的文化复兴

岐澳古道起于石岐，终于澳门望厦村，是连
通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海上丝绸之路”支线，曾
是香山人走出去看世界的重要通道。这条 36公
里长的古驿道上，走过赴澳门巡视禁烟的林则
徐、卸任临时大总统后返乡的孙中山，还走过无
数名人、商贾。

作为岐澳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古鹤村曾商
铺林立，茶楼酒肆昼夜不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
深厚的人文底蕴，令这里名人辈出，仅清代就孕
育了以刘学询（杭州市西湖著名景点刘庄的主
人）为代表的 8位举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健超
也是古鹤人。

随着现代交通发展，特别是岐关公路修建，
岐澳古道辉煌不再，古鹤“驿站村”褪色。到2000
年，村内百余座古建筑中，近半数空置破败。在
厂房、鱼塘、稻田的包围中，这个曾见证无数商
队往来的古村落，面孔日渐模糊。

2001年，蒋黎黎循着古道遗韵而来，成为首
位驻村的文艺创作者。她将古鹤视为世外桃源，
远离喧嚣的乡野生活为她的陶艺创作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灵感。蒋黎黎说：“我从加拿大回国后，
需要一个大空间进行陶艺创作。”她沉浸在个人
的艺术世界，享受着创作的孤寂与自由，作品远
销香港及海外，艺术生涯蒸蒸日上。她在香港、
珠海等地举办个展，均引起了热烈反响。

三乡镇古鹤下街 19号，藏着一间充满岭南
韵味的岐澳小馆。岐澳小馆馆长、广东省人民政
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山政协书画院院长余乃刚
抚摸着馆内陈列的古玩说：“我从20世纪90年代
起就在古鹤村开始了‘寻宝’之旅，后来干脆在这
里开起了博物馆。”他感慨地说，贯穿村落的岐澳
古道和深厚的侨乡底蕴，让这个面积不大的村落
孕育出全国首屈一指的古旧家具交易市场。三十
年间，余乃刚走遍村中每一条巷道，从古玩市场
淘回无数珍品，在村中开起了博物馆，向村民和
游客展示它们承载的历史和记忆。

最近，中国著名青年二胡演奏家、澳门中乐
团首席张悦如也来了。他的工作室正在装修中。
他在这里结识了民乐界许多朋友，在他眼里，三
乡艺术氛围浓厚，地理位置优越，毗邻澳门和珠
海。张悦如说：“民乐需要呼吸的空间，这是城市
高楼无法给予的，而古鹤的院落恰好能提供这
样的环境。”他的工作室位于古鹤下街一栋百年
老宅内，带有一个幽静的小院，推窗可见庭院中
亭亭如盖的古树。

文化艺术与乡村的碰撞，催生了一
批文化 IP。

“艺术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可以
接地气，与乡村产生更多联结。”从闭门
创作的艺术家，到乡村美学的传播者，
蒋黎黎近 10年开始了新的探索。她认
为艺术的意义不应仅停留在自我表达，
更应与社会产生共鸣。于是，她萌生了
新的愿景——打造一个融合艺术与生
活美学的空间。

历经五年精心改造，“东街里·和
集”应运而生。这里不仅是餐厅、民宿、手
作工作室，更是一个汇聚文创艺术品、展
览与文艺活动的多元体验空间。蒋黎黎
以“趣玩、艺术、友善、共创、共享”为核心
理念，让艺术真正融入日常。她结合主妇
和家庭需求，开设茶道、古琴、绘画、陶瓷
制作、草木染等课程，不仅丰富了村民生
活，还带动了当地妇女就业。

去年起，她从东街里 12幢别墅中
选取一幢用于常态化布展，今年 5月举
办了第五场展览——“如是我书——王
亦农个人书法展”。在蒋黎黎看来，乡村
民宿的魅力不仅在于硬件与服务，更在
于能否承载文化记忆。她精心设计每一
处细节，让其体现独特的乡村印记。这
个充满温度的空间曾获全市特色民宿

第一名。
2019年，张成荣把古鹤村标志性建

筑——群芳戏院的二楼打造为成荣美
术馆，定位为乡村美术馆，免费向村民、
游客开放，现有展线近 500米，馆藏作
品3000余幅。“我们一年365天，几乎天
天有展，在没有外展的情况下，就用丰
富的馆藏布展。”张成荣说，美术馆每年
暑期还开设两期公益美术班，主要针对
村内儿童，课程涵盖国画、水彩等，并定
期举办艺术讲座与沙龙，年均惠及村民
超500人次。

三乡镇宣传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
三乡民乐团首席梁艺君也把舞台放在
了古鹤。2024年 5月，他在古鹤村祠堂
拍摄三乡民乐团宣传片，被这里独特的
历史人文风貌吸引，意外发现祠堂的声
场效果出奇地好，这直接促成了他提议
将祠堂改造为民乐演奏厅。

2025年元旦，古鹤村日东祠，三乡
民乐团的丝竹声穿透百年梁柱。百年祠
堂上演民乐音乐会，这是梁艺君精心设
计的“古道循行”文化活动线路最后一
站。这场融合民乐演奏、非遗体验与历
史探访的沉浸式文化活动，以古鹤村深
厚的历史文化为底色，创新性地将民乐
艺术与古村风貌结合，通过“循踪-寻

根-寻珍-寻音”四大主题篇章，引领游
客寻访古鹤新牌坊、成荣美术馆、香山
沉香馆、岐澳小馆、乐善好施牌坊、日东
祠等景点，串联起古鹤村丰富的历史文
化资源。

拄着乌木拐杖的村民陈阿婆在日
东祠门前认真欣赏海报上的图案，村中
的孩童扒着门框探头张望，那些从高胡
弦上跃出的音符，像一粒粒会发芽的种
子，悄悄落进了他们心里。梁艺君说：

“我们希望艺术与生活相拥，把艺术和
文化扎根在百姓的生活里。”该活动已
成功举办六场，累计吸引 500余名游客
和村民参与。

张悦如近年来频繁到访三乡镇，与
当地民乐团及中小学校开展民乐交流
活动。他计划在古鹤打造一个横跨珠海
与中山的艺术交流平台，涵盖音乐、书
法、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促进不同领
域艺术家互动合作。

岐澳小馆里的古道遗存，成荣美术
馆里的当代艺术家作品，哈克摄影艺术
馆定格的乡村动人瞬间……这些由艺
术新村民创造的表达方式和文化空间
融入乡村，于润物无声中，带动了村庄
的文化觉醒，让古鹤村逐渐成为中山独
具特色的“艺术村”。

三乡镇古鹤村吸引艺术“新村民”入驻，孕育一批文化IP，走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之路

发 现 古 鹤
艺 术 再 造

古 村 新 生

▲▲定向赛参赛选手从古鹤村乐善好施牌坊前跑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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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跨界艺术家蒋黎黎来到三乡镇古

鹤村的第25年。2001年，刚从加拿大回国的

她带着陶土与画笔走进村口，在村民好奇的目

光中，在杂草丛生的空地建起了窑炉，让高温

窑火将岭南红泥淬炼成器皿；用丙烯颜料在画

布上捕捉古闸门的斑驳光影。

渐渐地，这座800年古村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艺术新村民进驻。如今，涵盖美术、古

玩、摄影、生活美学等领域的15位艺术家，

和一批文旅业态店铺主理人，让古鹤“长”

出一批文化 IP——美术馆、音乐厅、博物

馆、手作工作室、民宿等，文化与乡村的碰

撞融合，不断激发出新的文旅业态，推动这

座岐澳古道上的“驿站村”走出了一条艺术

再造之路，成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