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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松口 
——以建筑史课程实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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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经是城市中最为繁华的区域,为城市保存着漫长的历史、辉煌的建筑、古老的产
业和独特的风情,在城市现代旅游的发展中担当着至为重要的角色。在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传统街区面临
巨大的挑战，同时，人们对传统街区价值的认识和研究也日益提高。松口古镇坐拥千年历史，区位资源优越，有一条保存完整的历
史街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针对当前松口古镇日渐萧条，活化利用不足，区域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经过课程实地调研，
我们建议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合理修缮和改造传统建筑、开发旅游项目、储备人才队伍等措施，联合打造区域旅游名片，吸引
人流，让古镇重焕生机，让这里的传统建筑在新时代发挥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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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的活化利用是人们长久以来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具有

历史纪念意义的传统建筑，因其年代久远、材料结构与现代建筑差

异大等特点，而成为文化瑰宝。如何活化利用，充分体现并发挥建

筑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是我们当下应该思考的问题。而梅州作为

世界客都，千百年来名人辈出，同时也留下了大量客家传统建筑。

本文就梅州客家传统建筑的活化利用的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探析传

统建筑活化利用的模式。 

一、松口古镇活化利用的条件分析 
松口古镇，位于广东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地处梅县区东北部、

梅江下游，临近粤闽赣三省省际，文物古迹天然风景等历史景观资

源十分丰富[1]。松口古镇深受南洋文化影响，早在明末清初就出现

了西洋式建筑，形成如今中西结合的街道景观。经千年孕育，具有

大量完整的历史建筑群落与历史意义的文化建筑遗产。 

1  区位环境分析 

松口镇地处梅县区东北部，在梅江下游，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

有多条省际干道、铁路线路穿过松口镇，松口古镇临江而立，水陆

交通方便。松口古镇自古商贸发达，明末后，许多客家人以此为走

出南洋的第一站，曾是广东内河第二大港口，且在临近松口港一带

留存有大量民国时期的建筑。松口古镇位于松口镇的中心，借由松

江连接周边其他五个景区，留存有世德堂、承德楼、元魁塔、勤诒

庄、崇庆第等传统建筑[2]。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文化旅游和

商贸资源资源丰富；活化利用条件较为成熟。 

2  建筑特征分析 

松口古镇沿主街发展历史悠久，现存留的建筑根据装饰差异，

可分为传统式建筑和中西结合式建筑。传统式建筑整体为木结构和

三合土筑成。外立面简洁朴素，沿街一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二

层以上设置狭窄的外廊。中西结合式建筑的年代较晚，多为砖混结

构，装饰大多效仿西式建筑风格，正立面只开窗户门洞，门窗洞口

多采用简化的西式装饰柱和雕花装饰，许多建筑还会在顶层伸出挑

台（见图一）。 

有趣的是，两种建筑的差别几乎只在于外部的装饰和建筑材料

的不同，其内部的构造基本没有差异。建筑结构有木构架、纯砖混

结构、主体砖混结构加木结构楼板三种。由于地处江边，常有雨水

泛滥的现象，这里的建筑相对其他建筑，普遍层高较高，每层达 3.6

米左右。且每层的地面都有开一米见方的泄水口，平时用木板盖住，

在洪水来时打开泄水。建筑的横宽较短，多在 3-4 米之间，纵深较

长，约 9-11 米。每栋建筑连接紧密，存在有多栋建筑共同墙面的

情况，建筑内部空间较为昏暗，因此在建筑中间开一竖直天井，直

通屋 顶，以作采光之用；部分建筑受潮汕地区影响，形似骑楼（见

图三）。  

 
（图一） 

松口古镇部分建筑经洪水浸泡已经严重损坏，存在倒塌的危

险，但还存在大量保存完好的建筑，至今仍在使用（见图二）。其

建筑数量多且较为集中，大量的建筑遗存保留了松口古镇原汁原味

的的历史风貌，沿街古韵悠长，江面景观宜人，这为松口古镇的活

化利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图二                       图三 

3  活化价值分析 
松口古镇是古时岭南四大古镇之一，拥有 1200 年历史，梅州

第一古镇原松口港务所门前广场，如今建有一座“中国移民纪念广
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大陆设立的唯一移民纪念项目[3]。
松口古镇保存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承载了千千万万海外侨客家
人的记忆。 

松口古镇的街道格局至今依然完整，几乎保留着百年前的原
貌，有着连片的富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点的老旧建筑，是我们研究
中国近现代建筑演变的重要历史资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每年
吸引了许多建筑相关学者前来参观调研，是推动建筑学科发展与深
化学习良好的实体资料。 

松口古镇片区内，原松口港务厅、松口旅社，松江大酒店、火
船码头等公共建筑都及其具有历史纪念意义。蒋介石、邓颖超、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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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等近代历史名人都曾在此停留，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以
转化形成松口古镇的特色旅游景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松口古镇传统建筑群所具备的活化利用的三个要
素：一是有较好的区位环境；二是存在历史建筑，以及大片的闲置
民居区；三是有一定的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松口古镇具备活化
利用的基本条件，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和文化历史价值。 

二、松口古镇活化利用实现途径的探讨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活化利用。 
活化利用是指通过一种“活”的方式。从外部获取驱动力，将

文化遗产的内在核心价值经提炼、凝练后，将其中优秀的文化传统
和文化基因融汇贯通到当今普通百姓生活中，建立符合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从而产生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效益。达
到文化遗产适应新时代并继承和弘扬的目的。“利用”只是“活化”
的一种途径，而非最终目的[4]。“利用”的目的也不能仅仅出于经济
效益考虑，而应该放眼长远，以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为最终目的。 

根据活化利用的定义，我们来对松口古镇活化利用的实现途径
进行探讨。 

（一）问题分析 
1. 人口流失，少“生活” 
松口古镇虽然区位环境优越，但是由于近年来劳动人口流逝，

区域发展较为落后。而昔日熙熙攘攘的松口港，如今已经几乎荒废，
古老的街巷与平静的江面相望，沉寂无声。 

松口古镇许多基础设施都是几十甚至上百年前建设的，尤其是
交通设施，在现代已经明显满足不了使用需求。一是，旅客到梅州
旅游，到站点大多为梅州西站、梅州站、梅州客运中心，前往松口
还需转客运大巴前往，且到达松口的班次较少，游客出行不变。若
自驾前往，松口古镇周围的道路普遍狭小，一旦人流增多，极易堵
塞。二是，古镇周围的酒店和饭店数量较少，且距离古镇有一定距
离。软硬件设施较为落后，难以吸引游客停留。 

2. 利用形式单一，不“灵活” 
松口的古镇存在大量的闲置民居区，部分主体结构已经严重损

坏，难以利用。许多建筑经主人修缮后至今仍在使用，但多作为自
住房，部分沿街人家由老人经营个体商户，经营当地小吃或是杂货，
极个别建筑被整体出租或转卖后用与现代风格结合，装修成咖啡馆
和餐馆等。大部分被改造的建筑只在建筑外部加上不锈钢门窗，或
在内部粉刷墙面，铺贴瓷砖，致使建筑立面破坏了沿街原有的风貌。
除此之外，几座大型的公共建筑目前也是闲置状态。古镇坐拥上百
座建筑，却几乎没有其他用途。 

3.调度不合理，资源利用程度低 
各种原因致使松口古镇虽坐拥丰厚的旅游资源，但平时的古街

道却人声稀弱，少有游人。传统古镇没有纳入城市大的旅游体系进
行打造和招商，缺乏顶层规划和策划。 

4.功能混杂，影响品味 
松口古镇历史街区经常看到居住空间与家畜饲养空间缺乏有

效隔离，甚至家畜满地乱跑，粪便臭味夹杂在空气之中，影响街道
整洁卫生，影响游客心情，影响整体环境品质。 

5.民间传统工匠技艺正在消失。 
快速城市化过程，大量年轻人离开家乡，传统匠人后继无人。

大量需要修复的传统建筑面临修复不到位或者不会修复甚至处于
进一步被破坏的状态，传统技艺缺乏传承，形势同样严峻。 

（二）实现途径 
1）改造建筑，重焕生机。松口古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非一

般城镇能比，几座公共建筑体量较大，十分适宜修缮改造后作为博
物馆、展览馆、图书馆、城市展览馆，向群众低价或免费开放，通
过向公众展出客家人的旅洋史、移民史，邀请海内外的客家名人到
松口进行旅游宣传，举办客家人艺术家的展品、开办讲座、研学活
动、艺术类学生写生或课程见习等方法、活动，提高松江地区的知
名度，吸引游客。目前国内闲置农村民居多被改造成为个体经营的
民宿或商铺。 

可统一由政府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挑选结构保存状态较为良
好、较有特色的民居，作为民宿、商铺统一招标，维护改造，或邀
请国内外建筑师进行改造设计，在维护的同时，提高知名度，扩大
影响力。还可以借助临江优势，联合周围景区，开发水上巴士、画
舫游江、水上民宿、凭江垂钓等水上旅游项目。打造沉浸式的旅游
场地，邀请影楼、影视制作团队到古镇拍摄宣传，联合打造一张专
属于古镇的旅游名片。借此也可以在当地创造就业岗位，吸引人口
回流，使古镇有“生活”，更“鲜活”。 

2）统一规划，改善交通。想要吸引人流到古镇来参观游玩，
最先应该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只有交通环境变好了，游客才有旅
游和停留的欲望。一要拓宽松口古镇外围的道路，使在各景区周围
设置充足的停车场地。二要整理立体交通线路，设计专门的旅游路
线，使松口古镇水路、陆路、绿道都与市区以及其他邻近旅游地区
相联通，有助于将人流引向松口。 

3）发展基建，打造良好旅游产业生态环境[5]。松口镇的产业结
构较为单一，松口古镇既要“活起来”要发展，就需要具备人民生
活所需的基本条件。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
创造就业岗位；打造具有体验感、绿色地理标志的农耕文化、丝路
文化、红色文化、客家文化、近代建筑文化。 

4）通过吸引人流、深挖内涵、改善产业生态三方面，综合推
动古镇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多方效益全面发展，以达到“活
化”的目的[6]。如“打造穿越时空的舌尖上的中国”，通过招商引资
方式，吸引外出务工的客家子弟回乡就业，创造一个良好的产业生
态环境，吸引外出务工的客家子弟回乡就业，也吸引更多旅客前来，
了解客家文化。 

5）加快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议政府能在顶层设计上统一规划，
依托当地高校，每年拿出一定资金计划分批次对工匠进行技艺培
训，进行传统建筑修复人才梯队的储备。梅州有上万座传统建筑，
同样面临着城市更新和城乡风貌治理的大背景，进行保护性的修复
任务显得格外重要。 

三、总结 
当前传统建筑的活化利用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同区域所面临的

问题不同，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套用，老旧建筑活化利用的道路还
十分漫长。松口古镇目前活化利用工作所遇到的问题，也是许多研
究者进行客家传统建筑活化利用时所遇到的，首先资金问题是最大
的制约，仅仅依靠当地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改变“档案
式”的保护，让传统建筑焕发活力，是当前最大的难题。笔者试以
松口古镇为例，对客家地区活化利用的模式进行深挖和探索，希望
在推动文物保护、促进传统建筑和传统文化的活化与促进地区经济
发展的工作上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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