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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轻拂，正是品味秋日韵味

的好时节。今年国庆期间，秋日的

璜溪古村全新“变装”，全新潮玩 IP
“See you tomorrow”登陆该村，

IP形象可爱狮子“U仔”和兔子“么

么兔”在村口热情迎接每一个来此

的游人。作为狮山“逛逛”村游计划

国庆站，璜溪古村Country walk
吸引了6000多名年轻人、游客“种

草”这份独特的乡村美景。

10月31日，狮山镇连同广州

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在璜溪古

村举办的“你走过的和我走过的不

同的路”艺术展开幕。整个11月，

观众都可在璜溪古村，通过作品了

解青年艺术家背后的故事，以作品

让双方或感知、或相交、或对望。狮

山镇党委副书记关艳娟表示，希望

以展览为切入点，能邀请更多青年

深入了解狮山，感受狮山的独特魅

力，用艺术和乡村的连结激发群众

向往美好生活。

早在2017年，高边社区就与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建立

合作关系，开展璜溪古村活化工程，

将璜溪炮楼改造为村史馆，校方在

展厅布置、陈设布局等方面给了很

多专业建议。如今，广州美术学院

师生团队和高边社区依然保持着紧

密联系，他们通过开展广东青年大

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为高边

的非遗传承、艺术乡建贡献力量。

“璜溪古村代表着一种浓厚的

广府文化的精髓，以及在这种文化

背后蕴藏着的浓浓的人情味，我们

希望让更多人看见。”广州美术学院

艺术与人文学院艺术管理学系主

任、副教授吴杨波说。

除了广州美术学院，还有华南

师范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等高校团队力量为高边社区的乡创

实践提供加持。其中，由华南师范

大学师生以狮山本土故事为元素创

作的剧本杀——《笼中人》《消失的

黄雀》落地璜溪古村，使该村成为深

受年轻人喜爱的新式社交互动场

所。

近年来，南海全面挖掘生态禀赋

和人文底蕴，以艺术活态，传承岭南

广府文化；以艺术涵养，推动村参与

基层善治；以艺术乡创，促进城乡全

域旅游发展；以艺术对话，讲好乡村

故事、湾区故事。

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

村，高边社区以璜溪古村为切入点全

面激发乡村活力，提升村民美学素

养、艺术修养，以文化推动乡村振兴，

成功探索出一条文化艺术和城乡融

合创新发展之路。以“艺术+”新业态

为抓手，高边社区吸引了容雅艺术

馆、漫咖、云间小馆等20家文旅商家

进驻璜溪古村，助力文旅经济蓬勃发

展。截至10月，璜溪村2024年到

访游客约5.7万人，村集体收益增加

21.38万元。

云间小馆主理人彭泳锋和高边

村民高嘉礼是多年的好朋友，一年

前他们合伙开了云间小馆，主要经

营微造景、创意模型和咖啡茶饮。“第

一次来到璜溪古村时，看到这里得

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骨

子里对乡村的偏爱瞬间就被激活

了。当时就有一种冲动，要在这里

创业，把自己对艺术的喜好融入咖

啡馆里，打造一家具有乡村特色的

咖啡馆。”彭泳锋说。

在原明清时期建筑的青砖墙瓦

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改造，再加上门

口别致的小院点缀其中，云间小馆成

了兼具岭南风情、古朴简约的美学空

间。彭泳锋说，希望通过这家小馆，

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到乡村的魅力

和潜力。

和彭泳锋一样对“乡建乡创”有

着深厚情怀的，还有驻村文艺家郭骏

清，他是“狮+摄团”的成员，主要在璜

溪古村从事摄影创作。“璜溪是华侨

村，以前从这里走出去的华侨很多都

以摄影为生，现在我们想以镜头作为

记录，延续这种情怀。”郭骏清说。

影像留住记忆，味道记住乡愁。

由村中约10位妇女组成的“美妈厨

神”小组除了志愿服务，也负责开展

村内日常特色餐饮接待、研发特色小

吃等。她们采用当地农作物“鸡屎

藤”制作而成的王牌小吃“璜溪三

宝”，是唤醒街坊对传统广府文化集

体回忆的特色美食。如今，随着“美

妈厨神”名气渐渐打响，不少旅游团、

考察团会找她们订餐。“通过资源变

资本，激活了村民参与基层治理和乡

村振兴的内在动力。”狮山镇高边社

区璜溪经济社社长李志成表示。

在“艺术+”新业态的推动下，璜

溪的传统文化被越来越多人看见，人

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也在古村里不

断延续。今年72岁的村民孔翠玲几

年前就自愿报名成为导赏员，日复一

日带着游客访名人故居、讲村史故

事，用“笨拙”的方式守护家乡。“本地

村民担当导赏员，是古村文化故事最

好的讲述者。”狮山镇高边社区党委

委员邬秀芬说，“村民导赏员也许普

通话不是很好，但他们天生自带情感

联系，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和语

言，向到来的游客讲述本土的

文化历史。”

近年来，南海不断优化文

旅市场产品供给，满足群众多

元消费需求，提质升级的新消

费业态也逐渐增多。走在巷

道里，更有意思的“彩蛋”静待

游客发现，转角的旧屋可能是

餐饮店、特色咖啡店，也

可能是艺术工作室，或

是文创体验店、手工店、

古玩店、陶艺馆等。传

统与现代在这里奇妙地

碰撞、交融，演绎“古村

新生”，为产业发展和消

费繁荣打开了新的畅想

空间，助力南海文旅

品牌从“爆红”迈向

“长红”。

走进静谧的高边璜溪古村，在古巷深处，一

家名为“漫咖”的茶咖店引人注目。青砖、灰瓦、木

梁架，依然保留着记忆中的模样。屋内布局独具

巧思，山水画、古诗句、中式坐垫……古色古香，典

雅舒适；屋外几平方米的小花园，小盆栽错落有致

地摆放着，阳光透过绿叶洒在石板上，给老房子增

添了不少生机。

此前，“漫咖”主理人姜小姐偶然来到古村参

观游玩时，被村里古朴的气息、青砖白墙、参天大

树深深吸引。与社区相关负责人聊天后，得知社

区也有意活化古村，姜小姐就决定在这里开一家

咖啡馆。

“像璜溪这样古建筑规模大、保留比较完整

的古村还是很少见的，这里没有城市的快节奏，只

有安静的慢生活，所以我们租了5间古屋，改造成

咖啡馆。人们坐在这里喝咖啡，周围是古树青砖、

繁花流水，是一种极致的享受。”姜小姐说。

联合书店主理人小马哥是南海本地人，一次

偶然机会来到璜溪游玩，也被这里的古风古貌深

深吸引。2014年，小马哥把古琴工作室开到璜溪

村。近几年，通过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古村活化、

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等一系列工作，璜溪的环

境得到显著提升。这样的变化再次引起了小马

哥的关注，他看到了这里的发展潜力，因此决定多

租用一间旧房，将其改造成书店。“书店结合古村

的风格进行设计，摆放一些文学、美学、生活类书

籍。希望通过这样的举措，让古村的文化魅力愈

发浓厚。”小马哥说。

细心的人会发现，在“漫咖”、云间小馆、联合

书店，店内或店前都有一个“四小园”。主理人们

在改造旧房的过程中会结合村里的“二十四节气

园”进行设计，让原有的“四小园”更具活力。此举

不仅令“四小园”成了游客们喜爱的打卡点，更提

升了古村的面貌，增强了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美丽的环境带来“美丽经济”。如今，璜溪古

村与创业青年实现了“双向奔赴”。于青年而言，

安身立业在故乡，乡愁有了载体；于乡村而言，青

年返乡创业点燃了乡村的“烟火气”，激活了乡村

振兴的“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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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锋

通讯员黄杏婷何永坤邬秀芬

800年古村邂逅

当拥有 800 年历史的古村遇上“艺术乡建”“青年乡

创”，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今年国庆，潮玩 IP“See you tomorrow”在狮山镇高

边社区璜溪古村上线，Country walk 吸引了 6000多名年

轻人、游客参与，感受艺术乡建为古村带来的新活力。

整个 11月，“你走过的和我走过的不同的路”艺术展都

会在璜溪古村与游客见面，人们在领略古村风光之余，还能

通过欣赏艺术作品，了解青年艺术家背后的故事。

近年来，高边社区以璜溪古村为切入点全面激发乡村

活力，提升村民美学素养、艺术修养，以文化推动乡村振

兴，同时通过与青年艺术家、高校师生、文旅商家等合作，

邀请他们深入古村开展艺术创作、开办特色餐饮店等，助力

文旅经济蓬勃发展，成功探索出一条文化艺术和城乡融合

创新发展之路。

狮山高边社区璜溪古村以狮山高边社区璜溪古村以““艺术艺术++””赋能乡村振兴赋能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文化艺术探索出一条文化艺术
和城乡融合创新发展之路和城乡融合创新发展之路

■云间小馆主理人彭泳锋在制作饮品。

璜溪炮楼是璜溪村的标识，历经风雨沧桑，依然屹立不倒。如今，炮楼变

身为村史馆，里面存放着村史介绍资料，以及上世纪80年代华侨捐赠的飞利浦

彩电、“宝餐椅”的前身禄钴床、南洋客常用的皮箱……从明清时期到民国时期

的几百件藏品有序安放在4层炮楼的合适位置，一件件历史物件，见证璜溪古

村曾经的繁荣兴盛。

璜溪炮楼（村史馆)

炮楼旁的李氏大宗祠，始建于明朝。每逢正月十四，李氏一族和很多港澳

同胞都会回到祠堂叙乡情。平时村内人的嫁娶也在这里进行。历经多次修

缮，祠堂仍保留着原有的形态和韵味。

李氏大宗祠

码头是璜溪村旧时出行和运货的地方，璜溪人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各

地。在开展“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过程中，高边社区利用“古树、古屋、古

井、古码头”打造成两个休闲、独具特色的节气园“立春园、雨水园”，赋以码头

更深的文化内涵。

码头

今年，高边社区把璜溪古村一间民国古屋改造为“李寿南照相馆”，成为狮

山镇首个真实历史背景“剧本杀”的文化场馆，以华侨李寿南的真实历史为背

景创作了剧本杀《笼中人》《消失的黄雀》，成了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新式社交互

动场所。

李寿南照相馆

这是由党群志愿者负责管护的美丽庭院，主要种植“璜溪三宝”主要食材

“鸡屎藤”，并结合璜溪研学活动，为亲子家庭提供食材采摘、研磨、制作、加工

等实地体验，赋予研学文化内涵，为璜溪文旅发展打下基础。

儿童研学庭院

秉裕书室是明清时期的书屋，曾为璜溪西队队址，后为村中娱乐文化室，

俗称“大厅”，保留着很多璜溪人的集体回忆。如今成为乡建学堂，作为璜溪旧

照片展示及开展各类课程和交流使用。

秉裕书屋

由李聘臣父亲富初公所建。李聘臣为民初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为官清

廉。李聘臣祖屋以其精湛的布局、精美的建筑艺术，与村里其他古建筑一道，

成为岭南文化的“活化石”。

李聘臣祖屋

即容雅艺术展览馆，由一个仓库改造而成，用于开展各类艺术展览、书画

比赛、艺术交流等大型文化活动。

乡村振兴馆

■“藏”在璜溪古村里的特色咖啡店。

■今年国庆期间，全新潮玩IP“See you tomorrow”在璜溪古村上线。

■璜溪炮楼是璜溪村的标识，如今已变身为村史馆。

■“你走过的和我走过的不同的路”艺术展在璜溪古村开展。

■李氏大宗祠。

■璜溪码头。

青春力量“入驻”
800年古村焕发新活力

“艺术+”赋能文旅经济发展
“百千万”典型村走出新路径

美丽环境带来美丽环境带来““美丽经济美丽经济””
古村掀青年返乡创业潮古村掀青年返乡创业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