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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肖维波地方文化

原本狭小破旧的老店经过改造后更具文艺气息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中心”。

纽约曼哈顿的摩天大楼，是世界

经济中心的高傲象征。

巴黎香榭丽舍的火树银花，是全

球时尚之都的浪漫璀璨。

提到深圳，关于“城市中心”，不同

时代有不同的坐标。

而在筑梦的新时代，深圳特区的

“城市中心”正向“城市原点”回归。

12 月 15 日，第七届深港城市/建

筑双城城市双年展在深圳南山的南头

古城拉开序幕。

本届双年展以“城市共生”为主

题，来自 25 个国家的 230 多位参展人

将 透 过 融 合 建 筑 、艺 术 和 设 计 的 作

品，探讨和反思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

的城市发展模式，并尝试描绘未来城

市的愿景。

作为本届双年展主会场，深圳南

山的南头古城是历史故城与当代城中

村的异质同体与共生，古城内既有历

史建筑，也有近现代民居，还有典型的

高密度城中村肌理，展示了从千百年

间城村演变的完整空间样本。借助双

年展，南头古城实施“焕新计划”，凸显

“城市原点，更新生活”的理念。

而南头古城的意义，远不止于一

场展览的主会场。在深圳千年历史脉

络中，南头更是承载和见证着深圳中

心的“迁移与回归”。“城市原点”不仅

仅是一场展览的主题高度，更是相遇

深圳“城市中心”的当下轨迹。

深港历史之根 传承城市深度

深港一水相连，源起南头古城。

南头古城历史长达 1700 年，既是深港

历史的起点，也是深圳城市的原点。

南头，秦汉时期地处南海郡治“番

禺”的门户，是渔盐贸易的重要集散

地。汉武帝时期，在全国设置盐官，其

中第一个盐官即为“东官”。这是深港

历史上最早的行政管理建制。

三国吴甘露元年（公元 265 年），

南头古城一带设司盐都尉，并修筑防

御设施，史称“司盐都尉垒”。

随着盐业的发达，岭南盐政中心

南头古城后转化为郡、县治的行政管

理中心，成为深、港城市历史的开端。

东晋咸和六年（公元 331 年），原

南海郡划出南部和东部设“东官郡”，

郡治在三国吴时所建司盐都尉所附

近，即今南头古城一带。

自东官郡设置到唐朝，宝安县县

治一直在南头古城。隋朝废除东莞郡

治，宝安县归属南海郡管辖。从唐初

到中唐，宝安县前后经历 5 次行政设

置方面的变迁，南头古城虽然也曾不

再作为郡县行政中心，但却始终是海

上交通门户和军事要塞。南头·赤湾

地区，自唐朝开始也成为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广州港的桥头堡。

两宋时期，北宋巡海水师营建于

南头·赤湾，南宋末期，文天祥两过南

头·赤湾海域，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明洪武二十七年，设东莞守御千

户所城，其范围大致在南头古城，此

后南头·赤湾亦成为郑和下西洋的重

要驿站。公元 1573 年，南头从东莞县

分出，恢复设县，赐名“新安”，并将县

治设在南头古城，南头再度成为地区

中心。

进入清朝，南头古城建设得到持

续强化。从康熙到嘉庆，县城内外设

施不断完善。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

将新的行政机构驻地安排在南头古城

之外，其中心地位才开始弱化。

千年风雨沧桑，南头古城依旧保

留 了 深 圳 城 市 历 史 建 筑 的 清 晰 迭

代。现如今，南城门、育婴院、信国公

文氏祠、东莞会馆、关帝庙、报德祠 6

处重要历史建筑，以及清朝与民国的

民居 62 处历史文化遗迹，都共同印证

深圳城市的千年深度和南头古城的

中心传承。

改革开放之源 再造中心高度

深圳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

城市中心几度变迁，从创造“深圳速

度”的罗湖到书写 CBD 繁华的福田，

南头古城也曾淡然近观，却从来没有

真正远离。

因为，南头古城所在的南山区，

正是改革开放之源。1979 年，南山蛇

口工业区的一声炮响，奏响了春天的

故事。

此后，罗湖、福田虽然凭借先发优

势快速崛起，但同期的南山，同样一直

为把握全新的产业机遇而蛰伏准备。

1996 年组建的深圳高新园，让南

山 区 开 始 驶 入 创 新 发 展 的 快 速 轨

道 。 南 山 ，不 仅 吸 引 了 中 兴 、华 为 、

创维、TCL、联想、长城等一批高新企

业入驻，更在此后 20 余年间，培育出

腾讯、迈瑞、研祥、大疆等一大批全球

知名企业。

依托高新企业的聚集效应，南山

扭住创新驱动不放，率先实现动力转

换，成为创新发展的“深圳样本”。

2016 年，南山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 5.88%，PCT 国际专利申

请量占全国 1/4；区域孵化能力蝉联全

国第一。南山 GDP 总量连续多年位

居广东全省区县总量第一。截至目

前，辖区上市企业达到 143 家，位列全

国区县第二；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5

家，占广东全省一半。

而南头古城与坐落于南山的高

新园，不过一个抬头仰望的距离。犹

如一位穿越历史的老人，凝视着意气

风发的时代骄子。看着深圳的城市

发展高度，从南山蛇口出发，历经罗

湖、福田地区的板块轮动，最后又回

到南山。在千年的历史河流中，澎湃

起新时代城市中心与城市原点相遇

的浪花，击打出城区和城市发展的新

高度。

回望也是开始 延续历史温度

南头古城，见证了城市发展的高

度 ，更 蕴 藏 着 城 市 脉 搏 的 温 度 。 在

深 港 双 年 展 上 ，历 史 的 温 度 正 燃 烧

出全新的热力与能量，散发出新时代

的光芒。

当 2017 年深港双年展以“城市共

生”为主题，以城中村为主阵地，探讨

城市中文化、社会、空间多层面的共生

之时，主展场的南头古城正实施“焕新

计划”，通过“城市策展”的方式凸显

“城市原点，更新生活”的理念。

知名的建筑师、设计师、摄影师、

艺术家进行跨界集合于此，以创意轻

改造的方式，有策略有步骤地完成产

业、文化、商业、环境和居住五个维度

的升级，最终将南头古城打造成为一

个集合创意设计、特色商业等多种元

素的设计小镇。

南头古城将设立三大展览空间，

即工厂区组团、十字街组团和南城门

组团，实施游园复兴计划、边界重塑计

划、古建保育计划、主街领航计划、文

创工厂计划、内城动态更新计划六项

改造计划。

通过一系列展览、空间改造和建

筑、艺术作品以及活动的介入，南头古

城将为城中村改造和再生提供一次另

类实验的契机，以“城市策展”的方式

介入城市更新，成为渐进改善城市空

间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项长期计划。

更重要的是，对古城历史温度的

呵护，南山一直都是认真并努力着。

1997 年，南山区政府为了恢复南

头古城传统风貌，在对城内古建筑修

缮整理的同时，在古城中央部分修造

了一系列传统建筑。2003 年，南山区

政府又对南城门进行了维修，并恢复

了城门楼。

近两年，南山区委、区政府提出建

设文化中心城区的目标定位，将南头

古 城 保 护 与 利 用 作 为 重 要 工 作 来

抓 。 南 山 区 成 立 了 书 记 、区 长 总 负

责 ，抽 调 专 班 在 南 头 古 城 设 立 办 公

室，专门负责推进此项工作。2016 年

7 月，南山区召开专题会，提出整合设

计之都的设计创意高端资源，以创意

设计产业振兴南头古城，使南头古城

成为深圳乃至全国优秀设计师的家

园，让历史文化古迹得到保护，文化得

到发掘和复兴。

南头古城，静静坐落于深圳蓬勃

崛起的南山新中心，更静静传扬着深

圳千年历史的初心。当“城市中心”相

遇“城市原点”，亦是“城市中心”唤醒

“城市初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当南山正以建设国际科技、产业

创新中心核心区为引领，大力实施“科

技创新+总部经济”双轮驱动发展战

略，努力打造“中国硅谷”核心区，奋力

迈进世界级创新型滨海中心城区之

时，南头古城，始终都是南山和深圳那

一片最暖人的温度。

建设文化中心城区，南头古城正“焕新”
汪盛东 戴 波

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城

市双年展选择了南头古城，南头古

城也给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

城市双年展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这样的结合不是偶然的相遇，而

是一次完美的双向选择。恰到好处

的融合是笔者对此次结合的定位，

古城特有的美给“双年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探讨城市化问题，推动城

市发展”的理念亦推动了南头古城

在改造升级中的观念转变。

本届“双年展”遵循“就地保护、

活化整治”的总原则，以“城市共生”

为主题，将展览植入居民的日常生

活、遍布南头古城的大街小巷和住

宅厂房，借此探寻一种“和而不同”

的城市模式，挖掘人们对城中村、

对 城 市 与 公 共 空 间 的 重 新 思 考 。

在尊重人性和历史的前提下，展览

呼唤多元化、包容、有活力的城市

生态系统，寻求城市文化、社会、空

间多层面的共生。

■ 综合整治：
古城换新颜

“2017 年‘双年展’首次将‘城

中村’作为主展场，面临着物业协

调难、基础设施薄弱、施工难度大、

安全风险高、涉及单位多、社情和

民情复杂等诸多问题。”南山区文

体局局长周保民介绍。为此，深圳

市、南山区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建

立多项议事制度，南头办抽调 4 人

驻点协调保障并负责物业的谈判

回租，南山区建筑工务局负责组织

和监督综合整治。

根据“双年展”策展要求，南山

区对南头古城内万力工业区 3 栋厂

房进行了加固和改造，对配电房、

水泵房、大家乐舞台、报德广场、南

门广场、停车场、道路、居民房等进

行了升级改造，综合整治物业面积

达 19985.4 平方米。采用“架空+贴

墙”的模式，对空中蜘蛛网“开剪”，

整治“三线”5680 平方米。对现有

中山南街 85 号等公共服务功能的

物业进行改造升级，引入深圳出版

发行集团资源，建设环境优雅、格

调高雅、别具特色的公共书吧，为

古城居民提供了高品质文化惠民

新阵地。对东莞会馆、烟馆及新安

县衙等文物保护单位和仿古建筑

进行了全面修缮，对展览陈列进行

升级改造。展览陈列更加注重深

入挖掘南山历史，用多种现代手段

讲 述 南 山 故 事 ，如 报 德 祠 变 身 为

“南头古城先贤孝廉文化展馆”，选

取集中体现“孝、忠、信、礼、廉”等

南山先贤故事作为主展内容。

通过综合整治，南头古城展场

内工业厂房、历史建筑和古民居结

构更加稳固，部分建筑立面更加艺

术美观，整体环境更加优雅宜居，

警务室、停车场、变电房、消防水系

统等基础设施更加健全完善，书院

广场、报德广场、大家乐舞台等公

共服务更加配套，景观格调更有品

位，古城的优美度、舒适度和安全

度更高。

■ 引入创意设计：
古城绽放艺术

为了通过创意设计让古城更

具艺术气息，南山区委、区政府积

极引入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

城市双年展落户南头古城，充分借

助“双年展”这一优势资源因势利

导，引导古城绽放艺术。

本届“双年展”，由策展人、评

论家侯瀚如和 URBANUS 都市实

践创建合伙人、建筑师刘晓都和孟

岩共同策展，来自 25 个国家的 230

多位参展人通过融合建筑、艺术和

设计的作品，涵盖装置、影像、绘画、

模型、文献、摄影、行为艺术等多个

创作领域，探讨和反思中国在全球

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模式，描绘未

来城市愿景。超过 200 场丰富多样

的学术、大众活动将贯穿 3个月的展

期，以论坛、表演、工作坊等方式给

观众带来多样的精彩观展体验。

为期 3 个月的“双年展”将充分

体现南头古城传统与现代和谐共

生，用新的产业置换结构、更新业

态，打开古城的“冰山一角”，诠释

城 中 村 的 共 生 艺 术 与 共 生 之 美 。

张永和信息亭、瓮城艺术装置、河

岸艺术装置、犬吠艺术装置、Nader

艺术装置等，均成为古城内独特的

艺术景观。

艺术穿透了历史的久远，唤醒

了古城的魅力。“双年展”的创意设

计悄无声息地影响和感染着古城

内的原住民。10 月，南头古城一栋

7 层村民楼的业主主动与策展设计

师合作，改造为名为“鲤鱼”的意式

风情民宿。目前，该民宿已成为城

中村建筑的改造样板。中山南街

的另外一栋民房也按此样本，正在

改造升级中。据了解，目前古城内

10 余家业主有意向与设计师合作，

表示愿意对物业进行升级改造，提

升物业的艺术价值。

■ 引导社会力量：
再造古城商业样本

为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古

城改造升级中的作用，引入更多资

源参与古城建设，南山区委、区政

府结合古城历史、人文特点引入了

深业集团等知名社会企业参与古

城 商 业 的 改 造 升 级 ，进 行 资 源 整

合，以发挥最大改造效应。同时，

南山区委、区政府将南头古城的综

合整治项目交由深业集团负责，实

现了南头古城高质高效的转变，充

分发挥了企业的主观能动性。

针对中山西街 10 号的空间特

色，深业集团牵手知名文化品牌飞

地书局及青年建筑师黄泽林，将原

3 层高的上世纪 80 年代建筑进行了

改造，成为以“全国首家诗人/艺术

家 驻 留 书 店 ”为 主 题 ，集 图 书 、展

览、咖啡及艺术家公寓为一体的人

文书店。该书店已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开业运营，成为南头古城的首

个商业升级样板。乐平街一坊 22

号也将于“双年展”期间开出艺术

空间快闪店。

2017 年 11 月上旬，由深业集团

出资，以“唤醒古城、换新业态、焕

发新生”为主题实施的南头古城老

店“七日焕新计划”，遴选了九街糖

水店、衣缘缝纫、文庆鲜水、三代豆

腐和沈记客家黄酒 5 家有特色且在

古城经营 10 年以上的品质老字号

做了不同程度的店面改造升级，为

古城带来了“更新生活”的示范，城

内居民的思想观念也在这些潜移

默 化 的 变 化 中 发 生 着 巨 大 转 变 。

原本狭小破旧的老店纷纷加入“焕

新计划”，这些店铺注入文化艺术

元素后，正在发生着“润物细无声”

般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将辐射和带

动 整 个 古 城 的 业 态 调 整 ，传 承 文

化，彰显艺术，实现“蝶变”。

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
城市双年展南头古城展场侧记

南头古城

双年展作品《叙事舞蹈学校》

东莞会馆

南头古城南城门

在深圳千年历史脉络中，南头承载和见证着深圳中心的“迁移与回归”。图为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