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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林古港———古驿道粤东出海口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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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之君，国家一级演员，广州歌舞剧院（下称“广歌”）
党支部副书记，从事舞蹈艺术表演、人才培养以及艺术管
理工作。 在广歌工作 20 多年来，她坚持把“真、善、美”的
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坚持奉献“真善美”，
成为舞蹈“筑梦人”

在舞校经过专业学习磨
砺， 黄之君逐渐崭露头角。 17
岁刚毕业， 她就受到国家一级
导演文祯亚青睐， 来到广歌工
作并担任舞剧《星海·黄河》女
主角，与时任团长、舞蹈家张润
华合作。 回想起当年， 她直言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广歌人的
身上都有一种韧劲”。

盛 夏 的 广 州 气 温 高 达
39℃， 在没有空调的排练场朝
九晚十封闭式排练， 每天湿透
三四件练功衣， 身体多处严重
扭伤。 然而， 她从来没有打过
“退堂鼓”。“张润华团长给了我
很大鼓舞！ 他饰演男主角冼星
海，已 37 岁的他承担大量的高
难度舞段， 付出与伤病远超过
我们，但却毫无怨言。 ”黄之君
说， 张团长还经常孜孜不倦地
指导她，让她表演得更加细腻。
在他的鼓励、引领下，她咬紧牙

关、坚持不懈，努力演绎好冼星
海妻子的角色， 也更坚定一生
从事舞蹈事业的志向。

19 岁时， 她被上海戏剧
学院舞蹈学院免考录取。 毕
业后，她重返广歌担任舞蹈诗
《广州往事》《岭南行走》的女
主角。“虽然她很年轻， 但对
于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鲜明
立体，舞感成熟大气，舞台表
演 和 技 术 技 巧 呈 现 精 湛 从
容”， 这是著名导演黄健强对
她表演的评价。

2018 年， 在现任广歌院
长、总导演史前进的带领下，黄
之君首次担任舞剧《醒·狮》监
制。“虽然退居幕后也曾不舍鲜
花与掌声， 但我清醒地认识到
舞者生涯的短暂和未知舞台的
广阔。 ”黄之君表示，通过坚实
的基层历练， 已做好向新领域
出发的准备。

成为“新广州人”多年，黄
之君形成了具有“广州特色”

“岭南风格”的文艺理念，并融
入到幕后的工作之中。“我对岭
南精神的理解是‘海纳百川、低
调务实、坚韧不拔、改革创新’。
广歌扎根成长于岭南大地，要
在原创作品中多体现岭南元
素， 才能在全国一流的文艺院
团中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在这
样的初心使命推动下， 由广歌
创作、 她担任监制或统筹的舞
剧《醒·狮》、 音乐剧《西关小
姐》等代表作在全国掀起热潮，
赢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

黄之君还透露，下一个“转
身”将成为大学教授，“‘路漫漫
其修远兮’，我将坚守自身的艺
术理想与担当， 恪尽职守立德
树人，希望作为‘筑梦人’能为
广东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舞蹈艺
术人才”。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图 / 受访者供图

发挥岭南精神，引领作品独创表演

继承自律“基因”，促进自我成长增值

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文艺工
作者 ，我深知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 ，坚
信艺术的真正力量是融汇于伟大情感之
中的平凡 。 观其舞 ，知其德 ，成为德艺双
馨的舞蹈 “筑梦人 ”是自己毕生的追求 。
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 ， 坚守我们
艺术的理想与初心 ，坚持把 “真 、善 、美 ”
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黄之君生于有“才子之乡”美
誉的江西省抚州市，9 岁那年，她
参加抚州市群艺馆舞蹈培训班，
在孔萌芽老师的启蒙下开启了舞
蹈艺术之路。 1992 年，她以专业、
文化第一名的成绩被江西省文艺
学校抚州分校舞蹈班录取。 然而，
报读文艺学校的决定起初却得不
到理解。

“我在六中就读时是班长，班
主任王老师很希望我考大学，接
受不了我读文艺中专。 幸好父母
了解我是真心喜欢舞蹈， 说服了
老师让我去实现梦想。 ”父母尊重
她选择的道路，无疑给 12 岁的她
吃了颗“定心丸”。 进入艺校后，在
名师叶燕萍和张鹏饶的严格教导
下， 黄之君凭着自身的良好条件

和勤奋谦虚的学习作风， 在专业
的求学路上多次参加全国、 全省
舞蹈比赛并屡获佳绩。

她的父亲黄志康是军人出身，
其“刻入骨髓”的自律精神也对她
产生了深远影响。“父亲退役后仍
保有军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精
神，这激励了我勤学苦练、高度专
注，启发了我要自觉坚守艺术的理
想，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黄
之君说，朴实坚韧的父亲仿若自己
心中的高山，她在攀高的过程中也
继承了父亲的自律“基因”。

这种“骨子里的自律”不仅在她
习艺时发挥作用，还使她受益终身。
黄之君表示， 尽管时至今日已从台
前转战幕后，但她仍坚持练功修身，
给演员上课时亲身示范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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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之君

广 州 市 舞 蹈 家 协 会
副主席 、广东省舞蹈家协
会理事 。 荣获广东省 “新
世纪之星 ”、广州市 “突出
贡献舞蹈家 ” 荣誉称号 ，
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评 委
库专家。

舞蹈家黄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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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 160 多年，几度兴盛消沉。 近
年来， 随着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开展，
海口埠迎来了蝶变新生。

2016 年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联合省体育局、省旅游局等部门正
式开展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并计划将
海口埠纳入 2017 年全省重点打造 8 处
古驿道示范段之一。 随后，台山市人民
政府开展多次专项调研、座谈会和实地
走访，听取专家、老华侨、当地居民等各
界人士对海口埠古驿道示范段项目建
设的建议和意见，邀请五邑大学华侨文
化专家全程指导，编制总体规划。

随着海口埠银信博物馆、 银信纪念
广场等竣工， 古驿道“海口埠—梅家大
院”示范段建设日益完善。 2017 年海口
埠有机更新项目还被评为“2017 年广东
省宜居环境范例奖”。 建成后的海口埠
银信纪念广场、古码头、西洋亭、临水观
景平台、 六角亭等已成为网红打卡地；
海口埠还成功举办了 2017 年南粤古驿
道国际定向大赛（台山海口埠站）暨中国
南粤古驿道文化之旅活动等多项活动；
2020 年 6 月，首批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遗产游径发布， 海口埠成为江门台
山侨墟与洋楼游径中重要的华侨华人文
化遗产资源点之一。

海口埠这一南粤古驿道上的明珠，
不仅传承了优秀的地域历史文化，而且
成为乡村振兴、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
新标杆。

清咸丰三年（1853 年），在台山大同河与端芬河交汇处，
附近梅、黎等姓联合组织筹建了“海口埠”,又称“十户墟”。

此后百年间 ， 海口埠成为五邑地区华人出海谋生的重
要口岸。 海口埠见证了一代代华侨漂洋过海的艰苦奋斗史，
被称为“广府人出洋第一港”。

现如今 ，海口埠成为 “南粤古驿道出海口纪念地 ”“世界
记忆名录银信纪念地 ”。 登临海口埠 ，眼前的端芬河和大同
河依旧奔流不息 ；驻足银信纪念广场 ，那一封封银信仿佛跨
越时空，诉说着华侨悲欢离合的故事……

羊城晚报： 作为南粤古驿道历史遗存修缮
指导委员会委员 ， 您如何看待海口埠的历史价
值和文化价值？

曹劲：台山是著名的侨乡。 据说，在海外的
台山华侨与在国内的台山人一样多。当年，他们
背井离乡、 出洋打工都是在海口埠作为最后一
站登船。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海口埠的旧街
和码头，都是华侨对于故乡的最后一点印象。因
此，海口埠的文化价值非常高，寄托了海外游子
的乡愁。

海口埠作为文物的建筑价值也比较高，其
中的旧街保存得很完整。 通过古驿道的活化利
用，把它们保护下来，融入当代社会，能焕发新
的光彩。

羊城晚报： 海口埠在南粤古驿道处于什么
位置，与古驿道有什么关系？

曹劲： 南粤古驿道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
不仅仅是广东省内的交通古道， 它其实还向北翻
越五岭，接通长江流域，甚至通过京杭大运河，与
北方发生关联； 向南放洋出海， 连接海上丝绸之
路，包括更遥远的东南亚、南亚，或者与更加遥远
的文明发生一种持续的文化、经济上的交流。对于
南粤古驿道， 海口埠就是南行放洋出海的重要关
键的节点， 也是南粤古驿道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因为有了这个出海口，岭南从偏安一隅
发展成为国家的门户之地。

羊城晚报：在海口埠的修缮过程中，有什么经
验可值得借鉴？

曹劲： 海口埠是 2017 年南粤古驿道 8 个示
范段之一。在修缮海口埠时，除了把一些重要的老
建筑修缮，还把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挖掘出来，并
通过适当的形式进行表达， 这个经验是值得我们
借鉴的。到海口埠参观的游客，会对那里的南粤古
驿道银信纪念广场印象深刻。 银信是当年出海谋
生的华侨寄回国内的信件和金钱。修缮海口埠时，
在这个重要节点上， 把银信烧制成瓷片做成银信
柱，通过这样的形式，能让大家非常直观地认识银
信这个珍贵的世界记忆遗产。

羊城晚报：我们要修缮古驿道历史遗存，需要
遵循哪些原则？

曹劲：古驿道历史遗存的修复，首先是文物
文化遗产的修复，要遵循真实性、完整性原则，
不要过多地去干预， 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老的
东西，保留它的一个完整性。 其次，在古驿道修
缮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它的生态性、安全性。
比如，修缮时不破坏古驿道周边的生态，以及要
保证行走的安全。第三，修缮时还要考虑它的可
持续性。我们希望在修完之后，古驿道有一个良
性的循环。

樟林古港是南粤古驿道四
大出海口纪念地之一。它处于江
海交汇处，上行可与韩江中上游
密如蛛网的淡水河道相连，直达
平原腹地， 下则外通汪洋大海。
这也是历史上粤东的第一大港。

樟林港埠的兴旺起始于康
熙年间 ， 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年 ），正式弛海禁 ，樟林港埠商

人纷纷造船出海。 到了康熙末
年 ，又准与暹罗 （即泰国 ）进行
大米贸易， 远洋航海事业应运
而生，由渔港转商业港，著名的
“红头船”就从这里出发。

开禁通商后，海内外货品 、
各地商船纷至沓来 ， 常年在樟
林港穿梭聚集， 蔚为壮观 。 每
年夏季，商船或北上苏州天津，

贩回棉布 、色布 、干果 、药材 ，
或南下暹罗、印尼、马来西亚等
南 洋 诸 国 ， 运 回 大 米 、 木 材
等。

潮州 、澄海 、饶平 、南澳四
县 （市 ）在樟林交汇 ，这种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使樟林古港成
为 南 粤 古 驿 道 通 海 的 重 要 出
口，繁荣兴盛达百年以上。

当时国外的来信只要写有
“中国樟林 ”即可送达 ，上世纪
初樟林还被标入了英国出版的
世界地图。 它也自然而然地成
为粤东乃至毗邻诸省移民出国
的重要口岸， 沿海各省商贾渔
船， 来往更加频繁 。 早期往南
洋群岛诸国的华侨先辈 ， 过半
以上都是从樟林港埠出发的。

如今 ， 樟林古港被列入广
东省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
的 8 处示范段之一。近年来，在
樟林古港新兴街发现的古码头
遗存和古石碑， 更是汕头作为
海上丝绸之路起源地重要的佐
证 之 一 。 樟 林 古 港 已 被 作 为
“海丝申遗” 的新增遗产点，正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海口埠是南粤古驿道
连接海上丝路的

重要节点

一百多年间，海口埠的码
头 经 常 上 演 着 如 此 的 场
景———台山的先侨们背上行
囊“下南洋”“去金山”，一步
三回头， 依依不舍登上客船，
挥挥手与亲人们再次告别 。
他们心里惦记着：此次离乡别
井，不知归期是何年。

海口埠不仅仅是乡村的
一个墟镇，更是当地先侨的移
民通道。

台山人出国可以追溯到
清乾隆三十九年 （1774 年 ），
距今已有 240 多年历史。 当
时台山人主要是通过水路出
海，而海口埠由于水上交通十
分便利，有香港恒兴渡、江昌
渡来往海口埠至香港澳门，因
此，有不少五邑及周边地区的
先侨是通过海口埠这里搭乘
轮渡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转
道世界各地。

“作为五邑地区最重要的
先侨移民通道，这条古水道具
有鲜明的文化属性。 它的兴
起与衰落，折射出了近一个世
纪的移民历史，是台山乃至中
国东部沿海独特的‘侨乡’文
化缩影，被誉为‘广府人出洋
第一港’等。 ”朱英炀是“海口
埠至梅家大院”古驿道示范段
打造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
者、实施者，他在文章《海口
埠： 古道有梦， 梦想成真》里
如此评价海口埠的地位。

历史上，台山人经历四次
移民潮，其中第三次移民潮是
最大的一次，主要是在鸦片战

争之后（1842 年）到新中国成
立前（1949 年 ）。 统计数据显
示，迄今为止，台山旅居海外
乡亲人数多达 160 多万 ，分
布在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
海内外台山人中，涌现出前任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加拿大
前总督伍冰枝、中国驻澳大利
亚第一任总领事梅光达、中国
第一条民办铁路———新宁铁
路 创 办 人
陈 宜 禧 和
新 加 坡 宁
阳 会 馆 创
始 人 曹 亚
志等名人，
书 写 了 可
歌 可 泣 的
华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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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去金山 / 快快要寄
银 / 全家靠住你 / 有银就好
寄回。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
家喻户晓的台山歌谣， 寄寓
着一家老幼对出洋华侨的依
赖和期望。 与这首歌谣相关
的，还有银信文化。

“银信 ”是“外洋书信银
两”的简称，是清末民国时期
包括五邑地区在内的粤语方
言区民众对海外谋生的华侨
华人寄给家人的汇款凭证
（“银 ”）和家信（“信 ”）的俗
称。 在广东潮汕、梅州地区和
闽南地区称之为“侨批”。 朱
英炀介绍：“便利的条件，催
生了发达的银信业。 最繁荣
时期 ， 海口埠银号有 10 多
家。 如今在海口埠还能找到
当年银号的店铺。 银信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物 ，许
多历史故事、 中华传统美德
都包含在银信里面。 ”

在海口埠银信纪念广场
上竖立的 20 根银信柱引人
注目。 这些银信柱贴有 648
块烧制的银信瓷片， 艺术性
地展示海外华侨银信的前世
今生。 银信里说的多是家长
里短， 包括要求妻子儿女要
照顾好老人小孩、 提醒出国

要注意的事项， 甚至子女的
婚姻大事，也说得明明白白。

据统计 ， 从 1864 年至
1949 年这 85 年间，江门五邑
地区的侨汇总额超过 7 亿美
元， 成为侨乡亲人生活的主
要依靠和来源。 而这些资金
主要用于子女教育、 支付欠
款、赡养老人、建造房屋、公
益事业等。

“这些银信 （书信和汇
款 ）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档案
的构成丰富多样， 文献与实
物结合， 充分展示了记忆遗
产的完整性、真实性。 其文献
链以及实物等， 全面记录了
华侨在侨居国的生活，完整、
真实地组成了华侨家庭生活
的历史画卷。 ”广东侨乡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张国雄认为 ，
银信还是中外文化传播的重
要工具， 是华侨推动中国乡
村社会、 文化发生重大转变
的见证。

银信承载着一代代华侨
的记忆。2013 年 6 月，包括五
邑银信在内的广东、 福建两
省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
信” 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
录》，从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
视的重要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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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古驿道线路属于广
东六大古驿道文化线路中北
江 - 珠江口古驿道文化线路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东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包
括了陆上驿道和海上驿道。 台
山古驿道以县城为中心，外延
伸至开平、新会、恩平、鹤山和
阳江，并通过南部广海、川岛
等地区出海，开启了五邑移民
的出洋大门。 海口埠是南粤古
驿道的出海口，也是台山古驿
道最核心的一段，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节点。

在今天的海口埠入口处，
一篇《南粤古驿道海口埠建设
记》记录了海口埠的前世：“海
口古埠， 建于清朝咸丰三年
（1853 年）。 时由梅、黎、吴、李、
关、阮、黄、江、陈、何等十姓氏
谋而共建，称‘十户墟’……”

在中国古代，墟市多设在
村落密集及水陆交通方便的
地方。 在台山市端芬镇，依河
建墟的就有梅家大院、 汀江
墟、西廓墟、墩寨墟、山底墟、
成务墟、 上泽墟和庙边墟等，
而能以“埠”命名的墟多数是
立于水路便利的出海口。 因海
口埠地处大同河与端芬河会

合出海（经斗山河）口处，河面
宽阔，河床深邃，当地人习惯
称之为海，故命名“海口埠”。

海口埠繁荣时期有店铺
126 间，各行各业，一应俱全。
其中以西隆街最为兴旺 ，仅
银号就有 10 多家。

1931 年冬，海口桥建成，
从此南北两岸变通途， 成为
台海（台城至广海）公路的交
通咽喉， 大大促进了海口埠
商贸经济发展。 受港澳及西
方的商业管理模式影响 ，当
时海口埠的商户们成立了
“联合商会”， 共商共管海口
埠的商业运营， 使之繁荣鼎
盛，闻名遐迩。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多次
出动战机在海口埠投下炸
弹，炸死百姓、炸毁商铺。 海
口埠逐渐走向衰败。 抗战胜
利后， 当地政府修复了海口
桥，海口埠重现经济活力。

新中国成立后，1953 年
实行“三大改造 ”，全行业公
私合营；1956 年取消墟期，农
村活跃的墟市经济交流被迫
中断。 后来，台海公路改道，
经大同桥往广海， 海口埠昔
日的繁荣景象终成历史。

从 1853 年建埠至新中国成立前， 台山海口埠目送
一代代华侨从这里出海，见证五邑华侨传奇故事

广府人出洋第一港
华侨史悲欢承载地

江门台山海口埠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海外华人
华侨寄回的银
信已成为全人
类的珍贵历史
记忆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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