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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E_EF_BC_9A_E6_c57_615361.htm 飞鹅岭明年打造“

广州第一村”，设计中标方案正式公布 本报讯明年，作为广

州人发源地的飞鹅岭“广州第一村”将全面恢复4000多年前

新石器时期祖先们“天人合一”的“原始家园”。日前，飞

鹅岭“广州第一村”设计中标方案正式公布。经过专家评估

，由广州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设计的2号方案从5个参评方案

中脱颖而出。据悉，这个“原始家园”由中科院、广东省和

广州市共同投资2000多万元打造。 据了解，“广州第一村”

的建设将充分考虑原始文化特征和游客需要及华南气候与环

境特点等，建起一个以飞鹅岭遗址为中心，占地面积50公顷

，总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地带性植被园。而国内有5家设

计单位参与了竞标，最终广州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的设计方

案中标。据悉，中标方案将进一步吸取专家的意见和其他四

个方案的长处，作细微的修改，然后立即动工建设。 前日，

记者目睹了广州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设计的2号方案。设计人

员融入了历史想象：在这片土地上，广州先民早在4000多年

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在此繁衍生息。他们刀耕火种、狩猎、

捕鱼、制陶、纺织和木作，生于自然、融于自然，虽然劳碌

、甘于存在，并创造出灿烂的岭南文化。 设计人员认为对广

州第一村暨地带性植被园设计，要传承这一段古史，使之历

史性、景观性、科学性地展现当时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先民生

活场景，全面体现“文化艺术承古传今”的设计理念。 根

据2号方案的设计，建成后的“广州第一村”将分为入口景观



区、新石器村落(聚落)景观区、新石器文化景观区、新石器

狩猎及农业景观区和水域景观区五大组团，全面展示4000多

年前先人们的生活和生态环境。此外，山谷终点处的“承露

台”可全览“第一村”，山谷入口东南山岗的阿望塔则是入

口处的制高点。 想象原始家园 中标方案设计的参观线路是：

广州第一村主入口→巨石阵→圣火祭坛→水幕瀑布→新石器

展示馆→古村落→树屋→桫椤古林→古梦寻歌→陶艺馆→考

古场→农耕示范区→阿望塔→地带性植被园 入口景观区 巨型

石器雕塑广场迎客 入口景观区主要体现新石器时代的特征，

对原始聚落及氏族部落、农业及手工业出现、阶级萌芽、原

始生态四个主题按序列展现。 入口是一个巨型石器雕塑广场

。游客在广场和野草丛中可以看到散落的新石器时代的物件

石斧、石刀等，而这些石斧、石刀被放大了几十倍立在广场

上，很有气势。石雕旁边是苍劲的古榕树。 当游客通过石器

广场，就来到了森林夹道轴线，巨大而抽象的雕塑延续并渐

变为景墙、陶罐和高架槽水，壁刻和岩画体现了农业及手工

业出现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陶罐水滴，先人狩猎、捕鱼等

场景。 走到轴线的末端，是一个高约五六米的水幕瀑布，隔

水那边有一个圣火祭坛，在水幕和石壁之间还隐藏了入口景

区的主体建筑新石器展示馆。 村落景观区 游人可当一下“原

始人” 在村落景观区的亲水平台上，游客可以看到一幅美景

：一湾碧水隐在青山秀木之间，两岸是碧绿的斜坡草地，先

人们的聚居村落便在林地边缘的草地上顺着山势展开。 村落

景观区，这里林地边缘的空地中可看到栩栩如生的新石器时

代的四种建筑：树枝和石块搭建的窝棚、兽皮搭建的四方形

帐篷、土块和茅屋搭建的草房以及建构在大树上的木制树屋



。其中“树屋”是最具有趣味性和参与性的。游客还可以上

树去“休息”，当一下“原始人”。村落中，还能看到用雕

塑模拟的新石器时代的生活场景，纺织、结网等，建筑周围

还有当时人们驯养的鸡、鸭、猪等。 文化景观区 可亲自制作

一个手工陶器 该区建设制陶、纺织和木作等文化景观。新石

器时代的制陶主要以红、黑、白等色绘饰的手制陶器，具有

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纺织则以麻葛的纤维为

原料，用纺锤纺纱。该景观的设计主要体现新石器时代的文

化特性，展现一种独特的石器、陶文化和纺织文化的内涵。

设计上不仅有实物展示，而且更注重游客的参与性，达到寓

教于乐的效果。 文化景观区在水潭的终点是一个圆形的水广

场，以祭坛的形式出现，但实质上是一个表演舞台，意在通

过生动活泼的舞台表演形式来反映新石器时期的文化生活观

。 游客溯着小溪而上来到陶艺制作区，这里圆形的弧廊围绕

着烧窑炉，木架上放置着半成品的陶器。制陶的工具有序排

列在弧廊下，人们可以亲自动手，学着古人制作一个“新石

器时代”的陶瓷。 狩猎景观区 展示先人狩猎农业场景 新石器

时代已开始农业、畜牧业等原始农业生产。当时人们已经种

植了黍、麻、麦、豆、稻等粮食作物和油菜、白菜等蔬菜。

家畜驯化和饲养主要有猪、马、牛、羊、狗、鸡等。主要农

具有石斧、石锛、石铲、杈、石犁等。根据新石器时代的文

化特性，建设先民农耕、狩猎、捕鱼等农事景观场景。 新石

器狩猎及农业景观区通过雕塑展现古人生产和狩猎的情景，

通过复制品展示当时人们使用的武器和农耕用具，比如石斧

、弓箭及石镰等。还专门设计了芭蕉林、少量的大麻、桑(蚕

桑)。 水域景观区 由水面及缓坡草地组成 所有遗址景区都围



绕山谷中的水域景观区展开，水域景观区由水面和其周围的

大面积缓坡草地组成。除了大面积的草地外，水域景观区内

还将种植水石榕等大型古树，而水中还将刻意放置几棵倒下

的古木。 游客一路走来，同时还能欣赏到各式各样的树木。

将设计“栗树－桂树－楠木”和“榕树－樟树－楠木”两个

群落景观区。前者位于地带性植被园区域，拟通过对主体植

物栗树、桂树和楠木等植物群落种植；后者位于广州“第一

村”和地带性植物被园的交汇处，主体植物是榕树、樟树和

楠木等。 记者探营 “第一村”已有“原始”氛围 自从“广州

第一村”被发现后，50多年来没有太大动作，这就保持了它

比较“原始”的氛围。前日，记者在华南植物园人员的带领

下，来到这个“第一村”。 眼前的广州“第一村”位于华南

植物园内的西南部，地形为马蹄形，低丘、坡度平缓。现场

除了政府对“第一村”所立的碑文介绍外，周围便是郁郁葱

葱一片，或是参天大树，或是矮小的灌木。现场值班的保安

还指着不远处的一片绿色告诉记者：“那一片更多树木更原

始，密密麻麻的，但是都长满了草，没法走人了。” 华南植

物园主任助理谢燕辉介绍，为了保护这一片“原始”氛围，

植物园特意加派人手到这儿轮值。而这一片主体山脉南北走

向，最高海拔62米，最低海拔20米。4000年前的飞鹅岭植物

种类不超过3000种，包括五大有层次的类型，即上中下乔木

，稍矮一些的灌木以及草本植物。当时的一些植物种类如今

仍然保留下来，比如铁树。“但这个棕榈科树木就是外来物

种，后来才有的。”谢燕辉指着碑文旁的槟榔树说：“打造

第一村会将这些外来物种迁走的。” 名词解释 飞鹅岭 位于广

州市华南植物园内。1956年秋，中山大学地理系学生到此测



量实习，拾获数十件有肩石斧、石凿等磨制石器。此后，进

行发掘，出土石器有斧、锛、矛、环和砺石块等百余件，其

中90％以上为磨制石器，还有玉器、陶器等。此外，还有一

大片厚约15厘米的坚硬火烧土。广州市文管会认定，这是距

今4000年前人类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目前发现的广州市区

内最早的一处人类新石器时代遗址。1996年10月，广州市人

民政府将此处列为首批广州历史文化遗迹遗址。1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