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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畢業生參與改造深圳城中村：冀更多居民長住並親身參與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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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彬凌團隊參與改造的大和村主街，長度僅200多米。原本千篇一律的灰白
牆，被塗上黃色、橙色、藍色、綠色等明朗的色塊，繪製了社區中常見的

生活場景，十分萌趣。地面一側種植着高低錯落的植物，另一面靠近城中村門
樓，則充分利用可開發的空間開闢了兒童樂園、防詐騙、防阿爾茲海默症宣傳
裝置、戶外會客廳等。主街上看不到亂停的汽車電動車、髒亂陰暗的衞生死
角，取而代之的是寬敞明亮而頗具創意的視覺感受。
初到大和村，為了最短時間內熟悉這裏的人和事，黃彬凌與團隊在2天時間裏，
邀請了近百位居住在村裏的居民進行深入交談。他們了解到，大和村大部分的居民
在附近工業區打工，這裏遠離市中心，租金便宜，但生活環境簡陋、缺少公共空
間，更沒有所謂的鄰里關係。他們希望能夠有一個地方，讓大家可以說說話。

挨家挨戶說服居民讓出公共空間
這讓黃彬凌和同事堅定了為居民營造公共空間的想法。然而，實
際情況是城中村內密布居民樓，一點點空地都顯得彌足珍貴，公共
空間被圈地佔用非常常見。比如，主街上最為開闊的一片空間，被
居民當成了停車場。設計團隊首要做的就是說服居民把車位讓出
來，才能進行下一步的設計開發。
「社區營造中，最難的不是工程，而是和人打交道。社區不厭其煩
帶着我們一家一戶去跑，跟他們溝通，聽他們的意見，同時還要爭取
他們的授權，工作量比設計還多還難！」黃彬凌和團隊花一個月時
間，挨家挨戶勸說居民將汽車停放到5分鐘路程的停車場裏；勸服在
主街擺攤的理髮店大叔搬回巷子中；建設了以糖水舖老闆兒子名字命
名的兒童樂園，成了孩子們最愛的遊玩地；說服村裏老書記打開自家
院落、迎接居民們來聽他的「深圳故事」……每一個被改造得驚艷的
小角落背後，都有一個與居民不斷溝通而後相互理解的故事。
現在，再回到大和村時，團隊看到當初反對他們的居民現在每日
都在他們打造的公共空間聊天、休閒、遛娃，甚至還充當「導遊」
為朋友介紹這條街的特色。「這時候我們會覺得這300多天花在大
和村，很值！」黃彬凌說。

「新村民」設工作室助孩子接受教育
主街改造完成後，大和村不僅變得更整潔有趣，公共活動空間也增
加了很多，居民生活得更加舒適的同時，還吸引了一群周邊的「新村
民」住進了大和村巷子中的居民樓中。「我們把主街營造稱為大和村
1.0版本的改造，現在我們正在進行2.0版本，包括村中小巷子的硬件
改造和參與巷子裏公益性質店舖的設計與運營。」黃彬凌表示。
大和村的「明星大姐」劉華就是被吸引來大和村的創業者之一。
2021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住在大和村附近社區的劉華來閒逛，從此
與村子結緣。「當時看到主街改造得很棒，小朋友們多了很多玩的
空間，但我覺得他們缺少一些接受教育的場所。」於是，劉華租下
了一間原本是廢品回收站的老房子，改造成一棟古色古香的新房
子，並開設了一個半公益性質的國學傳統文化工作室，讓村子裏沒
有條件學習的孩子們可以最低成本接受教育。
有了劉華的示範，村子漸漸熱鬧了起來，陶藝、鳥咖、壁畫等工作室

一個接一個落地，孩子們的學習、遊玩空間有了越來越多的新選擇，同
時還發展出提供兒童託育服務的益童社、為青少年用眼健康服務的益目
社等，它們均以公益性質為主，服務和反哺社區居民。
「社區營造的最終的目的就是吸引更多居民能長期居住於此，並
親身加入進來運營自己生活、工作、創業的這個地方。」黃彬凌認
為，社區環境的變化與人的改變是相輔相成的，當社區建設越來越
好，就會吸引更多優秀的人加入進來運營，帶動居民自身的轉變；
「而當人們生活得越來越好、追求越來越高，必定也會『反哺』這
個社區。」

大和村最受孩子們歡迎的「威威樂園」，曾
是一家糖水舖門前空地。糖水舖為迎客，一樓
的院子日常處於半開放狀態，「我們計劃把院
子和院外的停車位一起改造為兒童樂園，增加
遊玩空間。」然而，糖水舖老闆起初並不願意
將自己私域空間讓出來進行改造。
為此，設計團隊沒少花心思尋找突破口。

一天，黃彬凌邀請了20多位村裏的孩子為院
子的設計出謀劃策，其中就包括糖水舖老闆
的兒子威威。威威對設計團隊說：「院子裏
煙囪長長的，形態如同一隻長頸鹿。」設計

團隊將威威的這一想法採用到設計方案中。
黃彬凌也由此受到啟發，他與社區商量是否可以把樂園以威威的名字命名為

「威威樂園」。也是因為這一舉動，成功打動了威威爸爸。最終，他同意開放自
家院子進行改造，並主動把門前的車輛挪走，為兒童樂園騰足了空間。

大和村是深圳的網紅村之一，但走在主

街上，映入眼簾的景象卻不如想像中的光

鮮。沒有華麗的裝飾，也不那麼適合遊客「打卡」，僅兩百多

米長的街道，如果無心細品，可能5分鐘就能走完。但如果有遊

客願意拿着「放大鏡」去慢慢感受這裏的一磚一瓦，去和「三

省理髮店」、「敏記糖水舖」的老闆們聊個天，就會發現主街

上的每一個細節都洋溢着「社區營造師」們的心血與汗水。

印象最深的，是主街改造完後，有孩子破壞街上的公共

設施。為了正面引導大家，黃彬凌組織了一個特別的工作

坊，邀請社區裏的孩子參與，並賦予他們特殊的角色——

「社區保護人」。有的化身「偵探」，定點觀察不同區域

設施的使用情況；有的扮演「遊俠」，在村裏「遊蕩」調

研居民們的行為習慣；還有「獵人」，則是要細心敏銳地

統計人流並記錄行為地圖。通過這些角色扮演，孩子們不

僅學會了觀察與分析，還體會到了保護公共設施的重要

性。

最有趣的，是工作坊結束後，黃彬凌把孩子們留到了晚

上十點。要求大家根據一天的觀察和體驗，寫一篇作文，

自己再認真地為大家修改「作業」。這樣的舉措早已超過

了「社區營造師」的工作範疇，但黃彬凌卻樂在其中。因

為他深深記得自己的北大導師說過的一句話：「做社區工

作，需要『眼裏有人，心中有社會，腳下有土』。」

他們的工作，遠不止是空間上的改造，更是心靈上的觸

動。因為他們的堅持與不計較，讓大和村從一個普通的城

中村，變成充滿溫情與歸屬感的「熟人社區」。更在孩子

們幼小的心靈種下了愛護社區、參與社區建設的種子。

每個來深圳奮鬥過的普通人，幾乎對城中村都不會陌生。城中村留給人的印象無外乎是租金低廉、房屋簡陋、社區

環境複雜，是初來深圳人士的「跳板」。深圳龍華區的大和村也不例外。2020年，三位畢業於北京大學建築與景觀設

計學院的年輕人被邀請來到這裏，參與「社區微營造」。如今，這座有着兩百餘年歷史的客家村落已煥發出新的活

力，成為一個人人願意長期居住的社區。「我們時

常還會回來看看，最開心的是見到這裏的居民們一

直住在這裏，有可持續性的改變。」大和村改造參

與者、深圳草圖營造創始人黃彬凌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李薇 深圳報道

大和村居民龔大叔2007年起在這裏開了一
家「三省理髮店」。為了招攬生意，他的攤位
擺在了主街上。聽聞社區要進行社區營造，龔
大叔起初並不樂意。在他看來，攤位搬回巷子
裏，就沒了客流、沒了生意。
黃彬凌所採取的辦法，就是用最低成本的方

式，最大限度滿足居民的實際需求。大叔店舖所
在的巷子前面，有一根電線杆，黃彬凌和社區商
量，把電線杆塗成髮廊的顏色，既好看，又能幫
助理髮店起到宣傳作用。黃彬凌更為龔大叔設計
了理髮店招牌，與一旁的電線杆搭配相得益彰。

「我們還打造了一批『社區達人』，龔大叔就是其中之一，用社區的活動、渠
道幫他們進行宣傳。」黃彬凌說。現在，理髮店成了村子裏的網紅店，龔大叔也
成了小有名氣的手藝達人。很多附近小區的居民聞訊而來，十塊錢的親民價格，
加上懷舊的村落環境，吸引了更多客人。

主街公共空間有限，如何「讓利」私人空間
開放給更多人，黃彬凌將主意打到了大和村土
生土長的社區老書記邱志仁身上。「老書記80
多歲獨居在此，但精力充沛、頭腦清晰，甚至
還打扮得相當時髦，我覺得他很有可能接受我
們的建議。」
黃彬凌向老書記介紹了自己的設計方案：圍

牆外面裝上防詐騙電話亭和防阿爾茲海默症
的裝置，並不定期開放院子，以黨史學習牆
和老照片牆作為黨史、村史學習地，講述他
自己的奮鬥故事。「他立馬答應了！社工街

建造之前，老書記總是一個人跟他的貓待在家裏，鎖上5把鎖。改造完成後，
在街上總能看到他的身影，主動打理照顧門前的花草，和大家熱情打招呼。」

村中主街上，有一面自建房牆面，上面堆砌
着不同型號的磚塊，加上裸露的灰黑水泥，顯
得十分髒亂。在這裏，黃彬凌帶領居民一起完
成了一次變廢為寶的藝術創作：星空瓶蓋牆。
這面牆經過重新粉刷後，百餘位居民和社工持
續尋找、捐贈近萬枚廢棄瓶蓋，將其貼上牆，
創作了這面頗具藝術感的牆面。
牆上有標誌性的客家碉樓和老屋，也有斑斕

的幻想星空。「不僅重現了大和的景致，更寄
託了大家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黃彬凌回憶，
創作過程中遇上瓶蓋不夠的難題，大家便去周

邊的廢品回收站打聽消息，過路的收廢品大叔也被攔下，大叔慷慨地送了一大袋
瓶蓋。「這種集體創作給了參與者足夠的自豪感與歸屬感，即便是那些平日調皮
小男孩們，他們每次來貼瓶蓋卻總是格外認真。雖然牆面常遭破壞，但又會舉辦
持續的活動來補上，星空牆得以保存至今。」

記者手記

●黃彬凌（左）已經和很多村民成為朋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永愛攝

●改造後的大和村主街，增添了不少公共空間供
居民娛樂休閒。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黃彬凌組織了一個特別的工作坊，邀請社區裏
的孩子參與，並賦予他們特殊的角色——「社區
保護人」。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眼裏有人，心中有社會，腳下有土

裝飾電線杆吸睛 理髮店成「網紅店」

齊貼瓶蓋星空牆 助增居民歸屬感

開放私家院迎客 老書記變身「社牛」

▲▲大和村主街主入口區改造前大和村主街主入口區改造前。。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改造後的大和
村 主 街 主 入 口
區。 香港文匯報

深圳傳真

●威威樂園建成後深受孩子們的歡
迎。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利用電線杆為理髮店宣傳。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永愛攝

●村民自發幫忙收集瓶蓋、創作星空
牆。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老書記（右）將外牆交給團隊改
造。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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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巧思納設計 空地打造遊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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