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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故居是一幢古色古香
的青砖土瓦平房，1996年被列为
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
由故居、怡堂书室、回廊等建筑组
成，建筑面积400多平方米。

2001年，梁启超故居纪念馆
落成，建筑面积达1600平方米，建
筑风格中西合璧，既有晚清岭南侨
乡建筑韵味，又隐现天津饮冰室风
格。

光阴荏苒，20多年过去，当年
的建筑逐渐老化，展陈也难以满足
新时代的游客需求。

2023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
年。为了与时俱进、提升档次，
2021年底，江门市、新会区主动与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设计研究
院、美术学院等合作，对梁启超故
居及周边仁堂、大礼堂、旧乡府等7
栋建筑进行修缮，《茶坑村历史文
化名村保护规划》《梁启超故居及
周边环境风貌控制导则》《新会茶
坑村建筑修缮改造与环境提升工
程方案》相继编制出台。

“梁启超先生是清华国学院四
大导师之一，其子梁思成先生也与
清华大学有极深的渊源。我们作
为清华人能够参与这项工程，感到
十分荣幸且责任重大。大家都说，
一定要尽全力要把它做到最好！”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员
崔光海介绍。“我们希望通过连片
保护利用，让旧建筑‘活起来’。同
时，深度挖掘梁启超先生和他九个
子女的故事和文化价值，通过立体
展陈，给予游客沉浸式体验。”他表
示。

“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
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2022年7月22日，全国文物工作
会议提出的新时代文物工作22字
工作方针成了该工程坚守的原则
和理念。

“在修缮仁堂和衷玉梁公祠
时，我们小心翼翼地保留了原来的
旧地砖，并严格按照原来色调进行
布置；在改造大礼堂时，不仅保留
了内部空间架构，还留存了墙面上
喷涂的标语。”崔光海介绍，“我们
在对原建筑进行加固的基础上，对
室内装饰进行设计，将其打造成一
个散发传统味道的新空间。”

据悉，为了达到修旧如故的设
计效果，清华团队成员到茶坑村开
展调研超过20人次。

“这是一项设计施工一体化工
程，它的好处在于项目设计方与施
工方能够及时沟通，快捷解决实际
施工问题。我驻场参与此次修缮
与改造，提出的几个建议得到了采
纳：一是把仁堂和供销社后面的阳
台由一般白色拦河改为青砖灰雕
拦河，使之更具广府建筑特色；二
是把供销社二层标高改了，在不影
响总体风格的情况下使二层的空
间更为宽敞合理；三是改大礼堂地
面扫地平漆为水磨石，更契合那个
时代的风格。”欧阳仑作为广东省
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带领他的广
东南粤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团队
参与了梁启超故居后面旧建筑的
修缮施工，他表示，政府部门、业
主、设计方、监理方、村委会等各方
面紧密合作是该工程得以顺利推
进的关键。

此次改造，通过修缮后的仁堂
建筑，在参观路线上拓展了梁启超
故居的观赏、阅读空间，贯通了梁
启超故居从仁堂到旧乡府再到凌
云塔的参观路线。

“这次回来，变化真的太大了，一路上让
我目不暇接。茶坑村变得更美了，尤其是梁
启超故居纪念馆周边，连片式规划升级可见
用心用情，整个村落人文气息更浓厚！”梁启
超孙女、梁思礼之女梁旋表示。

今年4月底，历经8个月的努力，梁启超
故居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工程完工，参加梁
启超诞辰150周年系列活动的学者和嘉宾成
了第一批参观者。

“这次全面改造，把梁启超故居纪念馆及
其北面6栋建筑连成一片，很好地完成了旧
建筑的活化利用，让游客在参观故居之余，可
以进一步了解茶坑村的建筑特色和文化底
蕴。整洁漂亮的环境，也为村民的生活提供
了便利。故居纪念馆内的《强国梦·中华情
——梁启超生平史迹专题展》一共改了二十
几稿，前后历时一年多，增加了不少珍贵的新
材料。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改造！”江门市梁
启超研究会秘书长、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副教
授李丹点赞。

该项目带来哪些启示？崔光海给出了答
案：要把握好旧与新、硬件与软件、游客体验
与村民生活的平衡。

把握好旧与新的平衡，在修旧如故和创
新之间让文物“活起来”。“我们首先按照修旧
如故原则，让它与茶坑村大环境保持最大的
统一，之后真正激活周边。因为工程中除了
梁启超故居外，其他的都不是规格很高的文
物建筑，所以对其内部空间、外部景观的处理
创新是我们工作的另一个重点。希望通过创
新，让更多年轻人、本地人能够感受到它的活
力。比如，我们用透光混凝土制作的发光地
砖对广场地面进行铺设，晚上会亮起来。”崔
光海说。

把握好硬件与软件的平衡，内外兼修。
为了提升展陈内涵，项目团队沿着梁启超在
海外游学、考察的线路找到了大量图片；在国
内遍访清华大学的校友会、各地的文史馆等，
收集到了一批罕见的史料素材。这些成果被
充实到展览中，还原了历史，丰富了细节。比
如，项目团队挖掘到了当时美国、加拿大报刊
对梁启超的报道，包括梁启超参加演讲的照
片、梁启超手写的洛杉矶保皇会分会章程等，
这批资料将以展览形式永久留在江门。目
前，梁启超故居纪念馆及6栋建筑分不同专
题展出梁启超的家风家教、教学历程及学生
事迹、“乡治”论思想、学术成就等，更为立体
全面。

把握好游客体验与村民生活的平衡，实
现可持续发展。崔光海表示，在施工过程中，
村民十分关注工程进展，他们问得最多的问
题是：“改造好之后，村里能不能发展起来？”
项目团队充分考虑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把文
化广场打造成游客和村民生活融合的端口，
村民可以自由地使用广场，白天通车，晚上纳
凉、玩耍，在陈皮采摘季节还可以充当晒陈皮
的场所。

通过这些不同时代的旧建筑，人们可以
感受到100多年前梁启超和他的子女回乡时
看到的环境，很有代入感。

“工程在修缮梁启超故居和周边几栋主
要建筑的同时，通过更换有当地特色的植物、
对街道进行统一风格装修，进一步改善茶坑
村的人居环境。可以预见的是，该工程将变
成一个弘扬梁启超先生家国情怀的研学基
地，由此带动周边的旅游发展。”崔光海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茶坑村被列入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
化旅游区”成功创建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据统计，今年“五一”期间，梁启超故居纪念馆
参观总人数近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近10
倍。

如今，坐落在美丽苍郁凤山下的茶坑村
乡味不变：鱼塘、水网、沃野田畴环绕四周，大
榕树、石板巷、青砖房有序分布；修缮提升后
的梁启超纪念馆完美地融入其中，并给村民
生活带来富足和便利。

“今年村里的土地租金涨到了每亩1万
元，比去年增长了30%，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回
来创业了。”梁国安说。

传统村落不仅是传统建筑的
遗存，也是乡村生产生活的载体，
更是传统农耕文明多重形态的合
体，被称为“活着的文物、有生命
的历史”。

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乡村建设行动
实施方案》，要求传承保护传统村
落民居和优秀乡土文化，突出地
域特色和乡村特点，保留具有本
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乡村风貌。

江门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
提出，要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活化利用，保护好、活化利用好古
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古树名木
等宝贵资源。

一头“汲古”，一头“润今”。
近年来，新会区坚持以用促保，活
化利用传统建筑，唤醒“沉睡”闲
置资源，挖掘整合乡村旅游资源
和传统文化，将历史建筑活化为
青少年党史教育基地、民宿、展
览、研学等功能场所。截至目前，
新会区已有茶坑村旧乡府、仁堂、
洪圣始祖馆等多处修缮后的文保
建筑、历史建筑及保护性建筑改
造投入活化使用。今年，新会区
茶坑村、天马村、霞路村、慈溪村、
京梅村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村落名单，占全省入选数
量的1/6。

“我们正在探索连片保护，梁
启超故居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工
程是其中一个成功范例。目前，
新会区已成立了传统村落保护发
展领导小组并组织编制《广东省
江门市新会区2023年传统村落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方
案》，统筹现有5个传统村落资
源，谋划推进天马—茶坑西江广
府文化区和霞路—慈溪—京梅—
宋朝忠义文化区两大特色示范片
区。同时，挖掘官冲村、都会村等
20多个各具特色、连片储备的传
统村落资源，推动全区各传统村
落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新会区住建局副局长冯悦球说。

“我们建立了政府、企业、村
级组织、民间团体、乡贤、港澳同
胞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保护、
管理和经营机制。同时，将传统
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纳入新会区落
实‘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任务清单，高位推进工作落
实。此外，让原住居民由旁观者
变为责任人、受益者，激发其参与
传承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也
是一个好的做法。比如，
霞路村、慈溪村创新
设立了村民积分管
理制度，以积分
奖惩形式调动
村民参与农村
共建共治共
享工作的热
情。”新会区
文广旅体局
党组成员、
副局长黄维
新说。

“最近生
意怎么样？”6月
15 日，梁国安与
在村内卖陈皮的村
民拉家常。“挺好的，

‘五一’期间销售很火。不
过，人多车多，我们日常出入村
子没那么通畅了，这大概是幸福
的烦恼吧！”李姨一边招呼正在选
购陈皮的游客一边说。

新会区的情况，是江门市的一个
缩影。

有着丰富数量传统村落的江门，
高位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并
加强规划，制定了《江门市侨乡历史
文化名镇、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街、
名建筑评选工作方案》；2020 年 12
月，颁布实施了《江门市历史文化街
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从地方性
立法高度加强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
史建筑的保护和管理。

去年，江门市政协将“推动传统
村落保护和利用”列入专题协商课
题，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政协
委员开展专题调研，形成了《关于推
动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的调研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提出，我
市传统村落保护和活化利用还存在
多部门协作力度有待提升、人才和财
力支撑不足、文化资源挖掘不深等问
题。《报告》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完善
制度建设；出台《江门市传统村落保
护和发展条例》，成立工作领导机构，
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标准和保护
建设规范等规范性文件，加强指导和
管理；帮助各镇、各村更好地贯彻保
护理念，保存传统村落完整的风貌肌
理。同时，制定人才计划，拓宽资金
来源；保护优先，抢救濒危，杜绝建设
性破坏；以点带面，逐步活化；坚持文
化传承，连片开发。

在具体操作上，专家学者也提出
了建议。

“在祠堂活化方面，可由村委会
主持与各合作社、各祠堂的乡亲协
调，多间祠堂中的一两间作为祭祖使
用，其他祠堂通过托管形式作为文化
遗产建筑资源出租使用，让人们在生
活、学习、消费中感受广府文化中尤
其重要的祠堂文化。同时，对这些出
租行业进行规范管理和引导。”欧阳
仑建议。

广东省政协委员、五邑大学艺术
设计学院院长张超则认为，江门的侨
乡文化有着非常完善的体系，多年
来，政府一直主动发挥保护的主体作
用。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要盯着眼
前，从长远来看，要保持“一张蓝图绘
到底”的定力，发扬“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树立和践行
正确的政绩观。谈到应该规避的误
区，张超认为，保护的过程和效果一
定要杜绝“千村一面”，否则将是遗产
保护和乡村建设的双重失败，这样的
结果很难扭转。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6
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
华文明的历史，才
能更有效地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
展，更有力地
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
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

梁启超故
居及周边环境

提升改造工程的
理念和做法为活化

传统村落带来了启
示。着眼长远，久久为功。

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江
门市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工程”、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保护
活化传统村落之路会越走越宽。

打
造
传
统
味
道
新
空
间

茶
坑
村
焕
发
新
活
力

保
持
定
力
久
久
为
功

6月15日一早，新会
区茶坑村蝉鸣声声，茶坑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梁国安忙着打电话，为端
午节期间族人在衷玉梁
公祠举办祭祖活动而忙
碌着。

来到茶坑村旧乡府
牌楼前，梁国安指着台阶
旁的小石狮子说：“我小
时候最喜欢骑在这上面
玩耍。修缮后，这里和几
十年前几乎一模一样，让
我感觉好像回到了童
年。”

如今，梁启超故居周
边环境整洁优美，祠堂、
供销社、旧乡府散发着传
统味道，黄墙、牌楼、飞
檐、圆柱……富有时代特
色的建筑让人忍不住停
下脚步，回味它所承载的
悠悠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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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黄胜
提升改造工程把梁启超故居纪念馆及其北面提升改造工程把梁启超故居纪念馆及其北面66栋建筑连成一片栋建筑连成一片，，

很好地完成了旧建筑的活化利用很好地完成了旧建筑的活化利用，，让游客在参观故居之余让游客在参观故居之余，，可以进一步可以进一步
了解茶坑村的建筑特色和文化底蕴了解茶坑村的建筑特色和文化底蕴。。

项目团队挖掘到了当项目团队挖掘到了当
时美国时美国、、加拿大报刊对梁启加拿大报刊对梁启
超的报道超的报道，，这批资料将以展这批资料将以展
览形式永久留在江门览形式永久留在江门。。

今年今年44月底月底，，历经历经88个月的努力个月的努力，，
梁启超故居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工梁启超故居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工
程完工程完工。。

工程对村内街道进行统一风格装工程对村内街道进行统一风格装
修修，，进一步改善了茶坑村的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了茶坑村的人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