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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这 个 展 览 是 江 门 开 平 纪
念 司 徒 美 堂 诞 辰 150 周 年 系
列活动中的一个。 司徒美堂是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深受海内
外人士尊敬的著名侨领，也是
中 国 致 公 党 卓 越 的 创 始 人 之
一。 在旅居美国的近 70 年里，
他时刻心系祖国。 辛亥革命时
期，他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
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运动；抗
日战争时期，他在美洲积极宣
传抗战，筹集资金、捐献物资，
为抗战奔走； 新中国成立后，

他不顾 81 岁高龄， 冲破重重
阻 力 毅 然 回 国 参 加 新 中 国 建
设事业，被称为“爱国旗帜、华
侨楷模”。

展览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全
面介绍和展示了一代侨领司徒
美堂先生爱国、爱乡、爱侨、紧追
时代脚步的一生。 展览共分为
《七十年旅居美国》、《余生奉献
新中国》、《长留风范在人间》三
个篇章。

巡展为期 3 个月，在江门开
平各镇街和学校累计展出 17

场，每场 7 天，总参观人数达 5.4
万人次。 各镇积极配合，广泛发
动本辖区党政领导班子、基层干
部、党员干部和中小学生参观学
习。 展览感染了现场参观的各界
人士，司徒美堂的出生地———赤
坎镇牛路里村的村民更是激动
不已。

此外，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
馆、 中国致公党广东省委员会、
江门市文广新局、开平市人民政
府还在北京举办了司徒美堂诞
辰 150 周年专题展。

“捍卫共和 复兴中华”展主
要展示了孙中山 1917 年至 1925
年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期
间领导护法运动和国民革命的
历史，着重展示孙中山在中国共
产党帮助下实现晚年的伟大思
想飞跃及其伟大的爱国主义精
神。

帅府馆副馆长罗兴连介绍，
展览主要采用了古应芬和刘纪
文后人捐赠的珍贵文物，以纸质
类的文物为主， 共 123 件套，大
多为首次展出，富含鲜为人知的
重要历史信息，具有重要的研究
价值；此外，向中山大学孙中山
纪念馆借用文物 3 件、向帅府后
人借用 1 件。 展览的一大亮点是
将内容从“平面”变为“立体”，从
“纪念馆空间” 延伸到“城市空
间”。

展览突出体现了孙中山“吾
之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
接再厉”的宝贵精神，以及不断
追求进步，晚年实现重大思想飞
跃的广阔胸怀。

展览基本陈列除前言、序厅
和结语外，主要包括“创建中华
民国军政府”、“创建中华民国政
府”、“创建陆海军大本营”和“中
山北上与帅府改组”四个部分。

其中，序厅部分是整个展览
的历史背景， 简要介绍 1912 年
中华民国成立至 1917 年 7 月
间，民主共和诞生之后遭遇的各
种挫折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
命党人不屈不挠奋斗的过程。

第一部分，重点介绍孙中山
第一次南下广东开展护法运动，
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东士
敏土厂开府办公、领导护法运动
以及护法受挫等重要历史。

第二部分，重点介绍孙中山
组织驱逐桂系军阀，回粤重建护
法大本营，就任“非常大总统”，

“援桂”“北伐”，以及陈炯明所部
发动“六一六兵变”导致北伐受
挫、二次护法运动失败的历史。

第三部分，重点介绍孙中山

组织驱逐陈炯明，第三次在广东
建立陆海军大本营，领导国民党
改组，召开国民党“一大”，实现
第一次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
和国立广东大学， 平定商团叛
乱，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等重要历
史。

第四部分， 重点介绍 1924
年 11 月孙中山离粤北上共商国
是，在北京病逝、两次东征及大
元帅大本营改组成为广州国民
政府的历史。

馆方还将展览内容融入帅

府馆品牌活动“帅府之夜”中，以
珠江边的夜间组歌的形式，向公
众传达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传递
广州的革命基因。 此外，根据展
览，帅府馆还推出《文物里的民
国史事》 系列课程， 设计 15 节
课，每节课涉及至少 1 件孙中山
大元帅府纪念馆馆藏文物。 广东
仲元中学、广州市番禺区石北中
学、广州市第七中学等学校引进
此系列课程，把静态、定点的展
览，以动态、移动的形式，送到孩
子们的课堂里。

由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与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共同
主办的《英雄礼赞：馆藏民间工
艺所见之英雄模范》 展览今年 9
月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陈家
祠）开幕。 这个展览以涵盖了石
湾陶、广绣、广彩、牙雕、剪纸、潮
彩、潮绣、麦秆贴画、木雕、枫溪
瓷、嵌瓷、竹丝编画、惠来贝缀等
各个工艺门类的艺术精品，“讲
述”英雄的故事。

展览包括“我们热爱和平”
“艰苦岁月”“改天换地”“英雄事
迹代代传”四个部分，展示了从
历史年代到今天新时代有代表
性的英雄模范人物，例如“农动
大王”彭湃、“抗日名将”杨靖宇、

“钢铁战士” 麦贤得、“永不生锈
的螺丝钉” 雷锋、“人民公仆”焦
裕禄、“中国导弹之父” 钱学森、

“敦煌女儿”樊锦诗、“航天英雄”
杨利伟、“世界冠军” 中国女排
……观众可从多姿多彩的民间
工艺品中领略中华优秀儿女对
祖国的无限热爱和真挚情怀。

“本次展览包括从广东民间工
艺博物馆馆藏中遴选一批以英雄
模范为题材创作的工艺精品，其
中还有新近征集和借展的名家之
作，涵盖了石湾陶、广绣、广彩、牙
雕、剪纸、潮彩、潮绣、麦秆贴画、
木雕、枫溪瓷、嵌瓷、竹丝编画、惠
来贝缀等各个工艺类别， 期望让
更多观众聆听英雄的故事， 感受
模范的力量，歌颂先锋的精神。 ”
广州市社科联党组成员、 专职谭
晓红介绍， 本次展览也是广州市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举办的“礼赞
新中国———第八届广州学术季”中

“弘扬红色文化———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系列教育活动之一。

小学课本的彩页中，曾收入
一件精彩的雕塑作品———《艰苦
岁月》。 他是广东著名雕塑家潘
鹤在 1956 年为建军 30 周年美
术展创作的，表现第四野战军解
放海南的主题。 在战斗的间隙，
老战士仍然吹奏起笛子，小战士
在一旁托腮倾听。 那专注的眼
神，仿佛既是对过往中国人民求

独立、 求解放的革命之路的沉
思， 又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
憬。 作品洋溢的积极乐观精神感
动了无数人，是中国美术馆的镇
馆作品之一。 1961 年，石湾名手
廖洪标以石湾陶的形式仿作了
这件作品。 题材一致，造型一致，
但陶泥与铸铜，却呈现出不同的
活力。 与经典雕塑的庄重深邃相
比， 廖洪标的作品更加民间化，
更加朴素无华。 这件作品，如今
正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英
雄礼赞”展中展出。

专家指出， 中华民族是崇尚
英雄的民族，各个时期都涌现出
无数英雄人物。 数十年来，一代
代大师名手以自己的饱满热情，
塑造出极富广东风味和岭南韵
致的民间艺术精品，这是不同于
“学院派” 艺术的另一条激扬时
代精神、锻筑中华之魂的艺术呈
现和情感传递的脉络，一定程度
上来说，体现的是更普及、更“接
地气” 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渠道。

大主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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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青年节当
天， 不少游客一大早便
冒雨来到广州鲁迅纪念
馆， 在特别的日子参观
馆 内 新 展 “红 的 文
学———广东左翼作家点
将录”。

这也是为纪念“五
四 ” 运动 100 周年、中
国左翼文化运动 89 周
年、 广东左翼文化运动
86 周年，由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指导、 广州鲁
迅纪念馆主办的展览。
这是广东左翼作家群像
第 一 次 全 面 系 统 的 展
示。 五一小长假期间，
鲁 迅 纪 念 馆 凭 借 这 个

“红色 ”文旅精品展，三
天内吸引游客 6218 人
次。

“可以说这是第一
次正式而系统地 ，以群
像 式 的 方 式 梳 理 广 东
左 翼 作 家 的 生 平 作
品 。 ”广州鲁迅纪念馆

馆长吴武林介绍，鲜明
的展览主题特色 ，让这
段 历 史 清 晰 呈 现 在 观
众眼前 。

吴武林介绍，该展览
通过近 300 件文物展品
和 300 余张照片， 梳理
和回顾了广东左翼文学
的发展历史，全面展示了
广东近现代革命文学发
展的概貌，呈现了广东左
翼文学对整个中国现代
文学发展的地位。

20 世纪 30 年代，在
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
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
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下
称 “左联 ”）。 吴武林表
示，广东革命作家在“左
联” 历史进程中起到了
相当大的作用。 比如，林
焕平、林基路 、雷石榆 、
陈紫秋、 陈辛仁、 高承
志、碧野等，在日本东京

“左联”和北方“左联”运
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受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
影响，广东的广府、客家
和潮汕文化圈中涌现出
了一大批左翼作家 、戏
剧家、 理论家， 如冯乃
超、欧阳山、草明等。“在
广州分盟成立之前 ，广
东 的 革 命 文 艺 就 很 活
跃。 ”吴武林表示，在“左
联”成立以后，广东成立
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
广州分盟。 为广东红色
文化溯源成了本次策展
的一个重要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5 月
1 日上午，广东省副省长
许瑞生率省文化和旅游
厅、自然资源厅有关负责
同志专程来到广州鲁迅
纪念馆。 许瑞生指出，广
东省红色文化非常丰富，
而广东左翼文化是红色
文化的一部分。在纪念五
四运动 100 周年之际 ，
推出广东左翼作家展具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展
览

展
览

展
览

展
览

展
览

5

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 2019
年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题展览征集推介项目 100 项。 广东
省选送的五个主题展览在全国 2 万
多个展览中脱颖而出，全部入选国家
推介项目，可谓百里挑一，获奖数量
与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宁夏并列
全国第二。

历史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是历
史的血脉。 不懂历史，无以图将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工作，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
示和部署。 奋进新时代、 筑梦新征
程， 书写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新篇
章，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责任。 在这一
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为何广东选送
的五个主题展览会全部入选国家推
介项目。

据国家 文物 局发 布 的 信 息 ，
2019 年度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涉及
单位除国有文物系统所属博物馆外，
还有不少是行业博物馆、非国有博物
馆，涵盖了中央级、省级、地市级、县
级等不同行政层级。为体现展览的专
业性和社会效益并重，国家文物局邀
请了来自宣传、教育、传播、文博等不
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学者，评议推荐产
生了 100 个推介项目。 广东获得推
荐的五个主题展览分别是：广东省博
物馆的《大海道———“南海Ⅰ号”沉船
与南宋海贸》、广州鲁迅纪念馆的《红
的文学———广东左翼作家点将录》、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英雄礼赞：
馆藏民间工艺所见之英雄模范》、孙
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的 《捍卫共和
复兴中华———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
立政权》、江门市博物馆的《我还是一
个地道的中国人———爱国侨领司徒
美堂诞辰 150 周年专题展》。

这五个展览涵盖范围广泛，从时
间看，有古代，有近代，有现代，有当
代；从内容看，有传统文化，有革命题
材；从聚焦点看，有“海丝”这样宏大
命题的展览，也有司徒美堂这样“个
人”的深研。 它们体现了广东博物馆
研究能力、策展能力、传播手段的不
断创新进步。

近年来，广东省文旅厅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多措并举推进博
物馆建设和发展，对标国内国际最高
水平 , 不断提升博物馆陈列布展质
量，在我国博物馆陈列展览领域的最
高荣誉———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
览的评比中，可谓硕果累累。如 2019
年，深圳博物馆“大潮起珠江———广
东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览”获得“第
十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
品特别奖”，在获奖名单中位列榜首。
该展还获评 2018 年度“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西汉南越王
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陈
列》、广东省博物馆《异趣·同趣———
馆藏清代外销艺术精品展》《牵星过
洋———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等 7 个
展览也先后获得全国博物馆十大陈
列展览精品称号。

这五大展览，从不同领域、不同
视角出发，回望薪火相传、代代守护
的历史，同时也展现中国文博工作者
的文化情怀与传承精神，展现遗产保
护事业在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专题

广东省博物馆
《大海道———“南海Ⅰ号”沉船与南宋海贸》1

800 多年前，一艘满
载货物的南宋商贸船消
失在茫茫大海中。 800 多
年后， 它从海底被整体
打捞出来 。 为了揭开它
身上承载的秘密 ， 考古
人乐此不疲 ， 中国的水
下考古也因为这艘船开
启了新航程。

1987 年， 广东台山
海域发现一条满载船货
的古代沉船。 此后 30 多
年，针对这条被考古学家
命名为“南海Ⅰ号”宋代
沉船的考古工作一直持
续。 截至今年 3 月，水下
考古人员从沉船上陆续
发掘出超过 14 万件各类
船载文物，并获得数万枚
铜钱和重约百吨沉船凝
结物及铁器。

为了纪念“南海Ⅰ
号”发现 32 周年和“整体
打捞”12 周年，广东省博
物馆开展了《大海道———
“南海 I 号” 沉船与南宋
海贸》， 给观众带来最新
的发掘故事和发现。

据《大海道》展览策
展人、广东省博物馆相关
负责人介绍，本次展览是
“南海 I 号” 沉船文物第
一次在广州进行大规模
展示，展览筹展组亲赴现
场挑选展品，力图将最具
代表性的文物带来广州。
本次展览， 文物类别丰
富，出水的瓷器、各类别
金属器、金银器、朱砂、果
实、动物骨头、水晶、骨头
制品、石质文物等都被涵
盖。其中，既有 1987 年第
一次调查发现搜集的第
一批代表性器物， 也有
今年最新发现的成果 。
值得一提的是， 粤博参
加中央电视台 《国家宝
藏》(第二季 )的宋金项饰
都在展览中呈现。

为配合展览，还举办
了 3 场专家讲座，分别由
广东省博物馆馆长魏峻
讲述两宋海贸 ，“南海 I
号”考古队队长崔勇讲述
广东水下考古的起步和
发展以及成果、考古队员

孙键讲述“南海 I 号”发
现、打捞、发掘等。

“南海 I 号”沉船，是
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海
上沉船中年代较早、船体
巨大、保存较完整的远洋
贸易商船。“南海 I 号”沉
没于下川岛西南海域 ，
1987 年 8 月被发现 ，经
过 20 年的调查及相关考
古工作，2007 年 12 月整
体打捞出水，并移驻广东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相
关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
持续进行。 初步推断，“南
海 I 号”沉船是中国南宋
时期， 从福建泉州出发，
经东南亚，驶向更远的西
亚等地的商船。

据悉 ， 截至今年 3
月，“南海 1 号”文物发掘
总数约超 14 万件。 展览
以 400 余件“南海 I 号”
沉船文物及馆藏相关南
宋时期文物为载体，文物
类别涵盖了陶瓷器、金银
宝石、金属器、碑拓、动植
物标本等。

从历史中寻未来之路
在传承中悟文化自信

全部入选

2

5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