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广西玉林市民主中路6号 ● 全媒体品牌运营中心：2823606 ● 发行中心：2098181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509004000002 玉林日报社印务中心印刷（本报大院内）零售1元

8
2024年11月14日 星期四 责编/张武军 美编/黄诗敏 责校/胡宗梅

周刊

“从开始每天几杯，到现在最多能卖

二三百杯咖啡，许多客人都是冲着‘国风

’来的。”皆得所愿咖啡馆店店主廖作敏

向记者展示着结合了在地文化的咖啡，

用冰冻咖啡制成的可爱小醒狮趴在杯

檐、每一个咖啡杯都印有书法写下的“美

事发生”“柿柿如意”“富瘦双全”等带着

好彩头的祝福语。

“文化传递的是一种情感，透过文化

的创意表达，古墟能够吸引到越来越多

的人，也能让人们的脚步停留得更久。”

廖作敏说。

每当夜幕降临，古墟的排屋、碉楼便

成为幕布，借助数字技术，科技感十足的

光影粒子在百年古墟灰墙黛瓦上跳跃，

古墟百年变革的历程被清晰呈现。《遇

见·观澜》《印象古墟》《松影弄月》《晓梦

迷蝶》等灯光秀不断上演，共同构成了古

朴厚重与现代科技元素结合的光影盛

宴，为游人带来“人在景中走，景在画中

游”的体验。

如今在观澜古墟，创意成为独特而

极富吸引力的元素，一个文化创意点亮

另一个文化创意，一处文创空间启发另

一处文创空间，传统文化的元素在这里

溢彩流光，为人们带来别样的体验与感

受。

深圳市现存最为完整的客家风格历史街区——

观澜古墟：光影交织 古韵新生
“古墟又活起来了，真好！”在一间由古色

古香的青砖瓦房改建而成的书吧中，深圳松
元厦村村民陈俊和兴奋地告诉记者。

客家话里一般将乡镇称为“墟”，把约定
俗成的市集交易日称为“墟日”。陈俊和口中
的古墟，正是深圳保存最完好、位于龙华区北
部的观澜古墟。1766年，客家人在观澜河畔
开墟建市，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墟市和进出
口商贸中心。随着时代变迁，自20世纪90年
代起，居民迁出，房屋空置，古墟逐渐衰落。

然而，如今再走进古墟，走在一条条极具
岭南风情的街巷中，脚下的石板路，石制的招
牌、斑驳的字迹，处处彰显历史的厚重感；商
埠文化、华侨文化、客家民俗、非遗技艺交相
辉映，数字体验、沉浸式戏剧光影交错，古朴
与现代在这方天地实现了交融。

“我原来就住在卖布街上的祖屋，

典型的客家建筑，木梁结构的青砖瓦

房。”居民林乐童回忆起儿时居住在古

墟的那段时光，“一到墟日，我就在阁楼

上向外望，来来往往的人群好热闹啊！”

从高处俯瞰，观澜古墟由一条南北

走向的主街观澜大街和东西走向的四

条街巷组成，集中了诸多清中期到民国

时期的商铺、老宅和碉楼等建筑。

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购物场

所越来越多，古墟渐渐冷清。从 2019
年开始，龙华区政府对观澜古墟实施了

保护性开发修缮工程，遵循“修旧如旧，

保护为主”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了当

地岭南特色与西方元素融合的建筑特

点。

“政府很用心，不久前我还回去看

过，家里的老屋复原得跟坍塌前几乎一

样！”如今，身为客家美食非遗传承人的

林乐童又回到古墟，开了一家客家特色

小食店，让往来游客有机会品尝到当年

的老味道。

“这些老屋不仅是深圳近代社会经

济、文化以及客家民俗风情的物质载

体，也是在地历史文化的集中体现。因

此无论是建筑本身的修缮还是街区的

业态运营，都要让人感受到原汁原味。”

深圳市文化创意行业协会副会长张治

屏一边说，一边向记者介绍修缮后的空

间。

“像这片建筑，楼上住客，楼下喝

茶、赏景、逛墟，游客们来到这里，体验

到的场景和生活方式，都与旧时自五湖

四海来此的客商无二。”张治屏介绍。

如今漫步古墟，老街区有了新业

态：过去售卖布匹、制衣的卖布街，如今

开设了古法旗袍制作、手工扎染等创意

店铺；在观澜大街上，洋行、票号外观依

旧古朴，内里却变身为美术馆、艺廊、美

育研学基地等场所，吸引了不少游客。

在各种古镇、古街修复和商业化改

造的趋势中，观澜古墟如何跳脱“千篇一

律”的模式，以独有的特色“盘活”这座沉

寂了数十年的老街区？

答案是独具特色的文化。

“我们梳理了独有的在地文化和历

史，通过社区共建、举办各种活动和文化

节，增强了游客的参与感和归属感。”龙

华区委常委、观澜文化小镇指挥部指挥

长黄立敏说。

醒目的红色欧式建筑“澜阁”，曾是

当地最豪华的酒家。如今，当游客们来

到古墟，进入这座地标性建筑后，都可以

领取到口袋书，开启一场历史文化互动

体验。每个人都可以在公益酒家掌门

人、满生制衣布行老板、恒隆票号老板、

归国侨胞四个角色中作出选择并领取相

应任务，通过沉浸式剧情、艺术装置、历

史互动等多种形式，身临其境地感受曾

经的古墟生活日常。

不久前，一场“织梦东方”主题时装

秀在古墟上演，让观众在传统与潮流的

碰撞中感受艺术之美。“这里原本就有一

条卖布街，从清朝就开始售卖土布、成衣

加工，后来逐步发展为引领布匹潮流的

交易空间。我们选择在这里重现纺织艺

术之美，将国潮服饰与历史文化街区相

结合，重新激活了传统‘墟市’的空间功

能，也以历史建筑为背景给予国潮服饰

新的表达方式。”大秀创作者、中国时装

设计“金顶奖”获得者刘勇说。

如今，大型实景沉浸式互动演艺秀

《古墟 1938》、“墟得春晚”、“墟时之境”

时尚新品发布秀、“观澜游径一起趣探

索”、古墟学堂“文化点灯”等丰富活动在

古墟不时上演，不仅展示了古墟深厚的

文化底蕴，还巧妙地融合了现代元素，让

文旅消费新场景激发古墟消费新活力。

原汁原味，重现旧时记忆

文化引路，体验新旧交融

创意表达，增添现代魅力

（来源：《光明日报》记者 党文婷 严圣禾）

深圳观澜古墟游人如织深圳观澜古墟游人如织（（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观澜古墟是深圳市现存最为完整的客家
风格历史街区（资料图片）。

▲上世纪80年代的观澜古墟（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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