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图：改造前的Far|Near（梅溪湖店）。 右图：改造后的Far|Near（梅溪湖店）。 通讯员 供图

旧宅新生，延续老城的“独家记忆”
商业化路上保留民宅的肌理，对其价值重塑……修旧如旧也是更好的新生

A06 经济 2024年6月3日 星期一 编辑/曾梓民 见习美编/黄艳红 校对/黄蓉

推倒重来， 往往是城
市更新最快的方式， 在基
建时代， 城市的旧宅也迅
速生长为摩天大楼。不过，
鳞次栉比的高楼却总是少了一份亲切感， 人们开
始怀念起属于城市的独特气质来， 那些停留在年
代里的芳华、老房里的人间烟火……

旧居如故，随着时间的变迁，许多新兴商业也
与原住居民住宅开始了生活的碰撞，远近咖啡馆、
一亩山房、老房子住在山上的日子等村民老宅，在
商业化道路上，也焕新回归，实现了华丽转身。

焕新重生，将民宅的肌理基本保留

5月29日，从西二环环线辅路下来，就能找到这家藏
在山里的网红打卡点———远近Far|Near（梅溪湖店）。推
开咖啡馆的弧形大门，质朴舒适的侘寂风扑面而来：自带
纹理的素水泥、透过屋顶的斑驳光影、材质本身不加修饰
的纹理、干净素雅的大地色系以及半开放的庭院……

“看到这个地方的第一眼，心里便生出了新的模样。
于是，从选址、方案设计到改造完成，前前后后经历6个
月的时间，我们把没有远离城市，但远离喧嚣的一座废
旧民房，改造成了理想生活的样子。”谈及远近Far|Near
（梅溪湖店）的选址初衷，远近Far|Near的主理人刘聪的
思绪，也一下子拉回到了2020年。

2020年， 刘聪特意选择了这个脱离城市喧嚣之
地——桃花岭，初见这个房子的时候，他颇为震惊，“整
个房子位置很好， 在岳麓山下一个近山亲水的小村庄，
房子室内面积大约有300多平方米， 里面是三房一厅的
格局。室外也有300多平方米，空间十分开阔。”

“房东是长沙本地人，唐先生很好说话，据说他们很
早就搬离了这里。所以我来看房时，房子里面一片荒芜，
墙皮脱落，地上全是掉落的水泥块，窗户上的玻璃碴随
风四处飘荡。” 刘聪回忆道，“由于房子本身的结构和功
能的局限，改造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要更长，过程中不
断有新的想法，但又不得不做减法保留本心。”

2020年12月1日，该门店正式开业，是远近Far|Near
的第四家店，也成为长沙首家侘寂风格的咖啡馆。“我们
都是采用不加修饰的材料本体，将民宅的形制、肌理、空
间环境基本保留下来。整体颜色以自然色为主，搭配了
店内的鲜花和绿植，看上去家徒四壁，实际还原了本真，
户外的小院铺满了嫩绿的草皮，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让
顾客可以静静地享受时光流逝的感觉。”

转眼三年多过去了，如今的远近Far|Near（梅溪湖
店）已经“新生”，成为长沙的网红打卡点，并成功登上点
评类网站热门咖啡店第一名。

“被这个店的松弛感拿捏住了！阳光、鲜花、音乐、咖啡，
老旧的桌椅，还有新鲜的绿植，简直就是我的理想生活。”从
小居住在桃花岭附近的刘女士感慨道，“曾经这里是‘灰头
土脸’，而如今旧貌换新颜，我们本地土著也感到很自豪。”

将旧民房或者工厂进行改造， 它不是破旧立新，而
是传承和延续。在刘聪看来，每一个门店在改造的同时，
都保留了建筑原来的特色，“目前我们已经在湖南的地
级市进行选址，如果有合适的老房子，未来肯定也还会
有更多的‘远近’诞生。”

价值重塑，让破旧民房重燃“书香烟火”

斑驳的破旧民房， 融入人文情怀、 独特的设计
等，也能让建筑焕然新生。

5月30日，从岳麓山脚的白云路上坡，一路穿巷
道、过弯道，步行200米左右，就可以看到一栋小小
的、白色独栋的别墅。透过房子一楼拱形的落地窗，
还可以在落日余晖中清晰地看到房子内老松木制成
的书架，以及坐在窗边沉浸在阅读里的人们。这就是
藏在茶场村老居民楼里的镜中书店， 也曾被不少网
友评为长沙最美书店之一。

2021年3月， 书店的主理人海蒂找到了这所民
房，“当时这所两层的民房被隔成了几个混乱的套
房，一共有222平方米，里面的墙体已经发黄发黑，地
上也散落了一地的水泥块， 还有摆放在角落的矿泉
水瓶和一些破旧的棉絮。部分窗户也已经破碎，原租
户还用老报纸堵住漏风口，报纸也发黄变脆了。”

“2021年9月，镜中书店正式开始硬装施工。经过
3个多月的清理、翻修、改造，书店焕然一新。我们保
留了房子的基本框架，就连窗户也是根据原有结构，
设计了拱形的复古窗户。”镜中书店的店长任世林笑
着说，书店可以说是“养成系”书店，因为店里面的很
多摆件和家具，比如桌椅、柜子、沙发等，也是好友友
情馈赠的。

2022年1月，镜中书店焕新登场，也迎来了其试
营业的重要日子。“主理人给书店取名‘镜中’，是来
自长沙诗人张枣的《镜中》这首诗，‘只要想起一生中
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我们主理人很喜欢
张枣，张枣是长沙人，但是她2013年来长沙工作，却
很少听到有人提起张枣。作为一个年轻的书店人，她
觉得张枣不应该被忽视。”任世林介绍。

“在地共创，艺文共生”。这里不仅仅是一家普通
的实体书店， 镜中书店的一楼有一间呼应新中式生
活和本地韵味的“茶场”，一间充满年代气息的“天
鹅湖公园”的CD体验室，里面珍藏着很多已经逐渐
消失的CD唱片，书店二楼则有播客创录平台“间接
电波塔”。

“镜中一直在沿着现实的边界不断探索实体书
店的可能性， 我们主理人常说一个实体书店能诞生
很多可能性，比如说可以去测试文创、诗歌节这样的
项目。像‘中央厨房’，像孵化基地，你可以在这儿做
任何你想实验的事情。” 对于书店未来的可能性，任
世林这样回答。

扫码看视频

记者手记

感受新旧矛盾的冲突之美

大拆大建， 往往是城市更新更
具效率的方式， 但有时修旧如旧也
是更好的新生。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
旧宅，虽已经饱经风霜，但也镌刻着
老长沙人的记忆， 见证了城市的成
长和变迁。 比如融入了现代元素的
咖啡馆以及焕新归来的网红书店，
在穿越时光后都重新活了过来，一
砖一瓦、一樑一墙，都能感受到新旧
矛盾的冲突之美。

过去并没有消失， 承载着城市
记忆的老宅只是以一种新的形式重
生。位于上海泗泾古镇的宝伦堂，也
是上海市现存规模较大的宅第之
一。该宅子建于清朝中期，有着三
百年的沉淀，房主汪宝林也曾是当
地有名的徽商。而如今经过修缮和
改造后，已经成为一个融合了历史
和现代生活的热门场所———一尺
花园。

浙江省丽水的邸湖悦舍民宿，
原本也是一处临山而建的民宅。因
为房东在外创业，房屋也常年空置。
于是民宿负责人对房子进行了改
建，民宿的主体新增了落地窗，还引
来了一汪清泉， 围绕小溪布置了草
坪， 如今该民宿已有不少游客慕名
而来。

修旧如旧， 不应该是简单地让
建筑停留在记忆里， 而应该是在旧
的空间里，能够看到新生。在新的空
间里，也一样看到建筑本身的过往，
还可以见人、见物、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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