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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如约而至，十年乐韵悠扬惠及近百万市民

2020二沙岛户外音乐季线上开启
音乐盛宴，律动羊城。今日，

“2020二沙岛户外音乐季线上系列活
动”在“星海直播”平台重磅推出。本次
活动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广
东星海演艺集团主办，广东星海演艺
发展有限公司承办。主办方把本届音
乐季阵地转移到线上，以“回顾”、“征
集”和“展播”三大主题，为市民群众带
来一场耳目一新的线上音乐体验。

自 2010 年启动以来，
“二沙岛户外音乐季”已经
走过十年的光阴，见证了花
城文艺的蓬勃发展，吸引了
近百万观众徜徉在音乐的
海洋。十年来，“二沙岛户
外音乐季”立足广东，用岭
南艺术讲好广东故事、中国
故事，不断为优秀音乐作品
提供展示平台。

每年的金秋十月，在风
光旖旎的二沙岛、广东星海
演艺集团大楼外的绿茵草
坪上，动人的旋律如约而
至。“二沙岛户外音乐季”作
为极具“广东本土特色”的
一张音乐名片，既是“文化
惠民”的音乐盛宴，更是“雅
俗共赏”的公益课堂。

“一年一度的‘二沙岛
户外音乐季’是我和孩子约
会的好去处，体验优美的旋
律，享受亲子休闲时光，在
潜移默化中使得孩子接受
音乐的熏陶。”二沙岛户外
音乐季的忠实粉丝、市民邓
女士说。

据悉，作为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与越秀区政府联
合打造的广东文化惠民品

牌，与民同乐、惠及大众是
“二沙岛户外音乐季”坚守
的理念。音乐季门票以现
场派发和网上抢票的形式
免 费 提 供 给 广 大 市 民 群
众。多年来，“二沙岛户外
音乐季”相继为外来务工人
员、特殊儿童等群体派发近
万张门票，让音乐季带来的
视听享受惠及更多人，彰显
公益性。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
绍：“音乐季秉承一贯的高水
准。参演团队涵盖了观众熟
悉和喜爱的广州交响乐团、
广东民族乐团、广东歌舞剧
院、广州青年交响乐团、鳟
鱼歌剧艺术团、小云雀合唱
团、维度爵士乐团等优秀团
队，又增添了南方歌舞团和
广州市合唱协会两大实力
团体。唐彪、李素华、陈擎
等南粤文艺界领军人物相
继亮相。参演作品涉及歌
舞、演唱、朗诵、乐器演奏等
多元化节目。更有音乐系
专家学者现场讲授乐理知
识和分享演出心路历程，为
观众呈现一场开放、包容、
公益、多元的音乐盛宴。”

“星海直播”平台是广东星海
演艺集团顺应全媒体时代和融媒
体发展潮流，倾力打造的文化传
播品牌，旨在通过“互联网+”激
活文艺生命力，以年轻人喜闻乐
见的方式聚焦文艺，挖掘舞台艺
术潜在观众，吸引更多市民群众
走入音乐季，走进剧场。

2019 年，通过“星海直播”观
看“二沙岛户外音乐季”的人数比
2018 年又有提升。数据显示，
2019年音乐季十场音乐会线上观
看人数共计超过 41 万人次，比
2018 年增长了约 10.8%；平均每
场超过 4 万人次，最高一场观看
记录近 9 万人次，收看人数创下
历史新高。网络平台同步直播通
过不断转发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其
中，增强音乐季的观赏性，进一步

提升了“二沙岛户外音乐季”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席卷全国。为了保证公
众安全，主办方进一步突破传统
的界限，把“二沙岛户外音乐季”
的阵地转移到线上，为观众带来
一场线上音乐盛宴。据主办方
介绍，“2020 二沙岛户外音乐季
线上系列活动”的首个环节是回
顾音乐季10年来的演出历程，重
现这些储存在市民记忆里与二
沙岛户外音乐季共同成长的时
光剪影。

为延续“二沙岛户外音乐季”
品牌，提高知名度及影响力，今年
主办方整合各类文化资源，结合
当前人们“指尖浏览”的视听习
惯，在“星海直播”平台设置专题

页面和征集通道，开展二沙岛户
外音乐季LOGO和演出节目征集
评选活动（征集评选活动详情请
扫海报中的二维码登录观看）。

其中，音乐季 LOGO 征集活
动共设置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分别奖励 3000
元、2000 元、1000 元；终选作品 1
名，奖金再加码，奖励10000元。

在展播期间，观众还可通过
专题页面为“我最喜爱的LOGO/
节目”投票，化身音乐季“导演”，
LOGO/节目由观众参与评选，选
出大众心目中的“最佳人气王”，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

此外，市民群众参与线上互
动，更有精美礼品、粉丝红包等
发送，福利超多，线上欢乐不停。

“二沙岛户外音乐季”已走过
十载历程，音乐季始终秉承“文化
惠民、雅俗共赏”的理念，通过免
费开放的多元草坪音乐会，致力
于音乐艺术的普及和推广，努力
为群众打造高雅音乐与生态环境
完美融合的户外音乐会。

“希望广大观众通过体验本
届音乐季线上活动，能够进一步

‘ 品 鉴 岭 南 文 艺 ，弘 扬 广 东 文
化’，开启‘二沙岛户外音乐季
2.0 时代’。”主办方相关负责人
表示，举办这次活动旨在采用网
上征集形式，通过网民互动，进
一步丰富未来“二沙岛户外音乐
季”演出节目的选择途径。同
时，在保持省直文艺院团为主体
的前提下，以百姓视角，从观众

需求出发，吸纳粤港澳大湾区优
秀音乐团体和新锐艺术家加盟，
以“二沙音乐岛”为支点，辐射
联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圈。此
外，活动还可以储备优化二沙岛
户外音乐季参演团体队伍和表
演节目库，为今后的音乐季加温
鼓劲；打造升级版音乐嘉年华，
献礼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文/黄宙辉 粤星演 图/主办方提供

雅俗共赏的公益性演艺展示平台 百姓变身“导演”深度参与

开启“二沙岛户外音乐季2.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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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达人地花

平生头一回坐绿皮火车。
那天，一列绿皮火车就好像从上世纪

的电影银幕里驶出来一样，倏地开进了红
色拱顶的哈尔滨西站。一个被设计为大型
高铁枢纽的辉煌建筑物里，猝不及防开来
一列绿皮火车，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同行的游伴这样形容——有那么一点像你
在珠江新城偶然碰见翻垃圾箱的拾荒老
人，而这些老人还穿着很整洁的旧衣裳。
这比喻虽不恰切，倒也有几分那个意思。
绿皮车显然属于已经逝去的那个年代，却
仍干净整洁。

我们要在绿皮火车上过夜。隔着窗，
听着绿皮火车咣哧咣哧的行进声，想象着
它在黑暗中奔驰在茫茫旷野之上……隔壁
卧铺间的几位大叔却开了箱哈啤，侃起大
山来。尖声细气的售货员推车经过，一面
捏嗓子喊着：“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
八宝粥……”侃大山的大叔立刻应声招呼，
又买了一箱啤酒。我听说过不少关于东北
大叔与俄罗斯人比酒量大胜而归的逸事，
看来这两箱啤酒应该只是“小菜一碟”。

绿皮火车上很不平稳，车轮与铁轨的摩
擦与碰撞声响巨大。这大概曾启发了很多
工业艺术家，但对我这个标准的“00 后”来
说，最直接的影响却是无法安稳入睡。入夜
已久，车厢内照明灯熄灭之后，车厢尾游学
团的那些已逃离学校宿管阿姨威严目光的
孩子们自顾自地玩起了游戏，不时大呼小
叫，扰人清梦，然后就听到他们领队的训斥
声……又一阵车身剧烈抖动后，放在东北大
叔床头小桌上的几瓶啤酒纷纷落地，一会就
听到清洁大娘远远地推着小车，捏着嗓子叫
着，急忙赶来事故现场……

一晚上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其实是要
去海拉尔看草原，天亮时就到站了。我突
然想，这绿皮火车一路驶向草原，它的色彩
与周边果然很协调。它并不会在此停留太
久，在海拉尔站放下我们，它又孤独地上路
了。看着它远去的身影，我越发觉得它的
孤独。它像一个时光过客，红顶的哈西车
站不是它的家，蒙古包式的海拉尔车站也
不是它的家……这个世界好像已没有绿皮
火车的家了。或许那种宫崎骏电影里的小
站房，才会是绿皮火车最后的家吧。

至今我仍在怀念那与绿皮火车相伴的
一夜。那就像是只有绿皮车才能制造出的
带有魔法的一夜，那感觉是高铁所不能带
给我的。

绿皮车都在慢慢退役，绿色车皮在慢
慢降解，但岁月是不会降解它曾经有过的
经历、记忆的。我此时，就满怀着一种对过
往时光的回味与漫想。（指导老师 张清）

平日学习的校园里竟埋
藏着如此厚重的历史，学生
都感到惊奇和难以置信。对
于发生在身边的大事，广雅
师生不仅十分关注，更是积
极地参与其中。在广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的帮助下，广
雅中学师生走进了“家门口”
的考古现场。

写作教学离不开对生活
的关注，广雅考古的重大发
现 也 为 学 生 提 供 了 写 作 灵
感，而深入细致的观察则是
写作内容的保障。

带着好奇和强烈的兴趣，

学生们亲临考古现场，仔细
观察、用心感受，通过文字记
录着他们的所思所想。陈怿
希同学对考古有着浓厚的兴
趣，在兴趣的强烈驱动下，她
的现场观摩格外细致，记录
内容丰富详实；李美欣同学
参加此次考古活动，经历了
从难以置信到深深折服的心
理过程。通过观摩，她真切
地意识到，中华民族悠久灿
烂的文明，正是由无数平凡
的 中 华 儿 女 辛 勤 劳 动 创 造
的。通过实地考察，他们感
受到考古工作的严肃性和重

要性。
广雅中学丰厚的历史底

蕴 为 学 生 们 提 供 了 独 特 的
育 人 环 境 。 在 研 究 院 工 程
师的引领下，学生们现场学
习 着 生 动 鲜 活 的 历 史 知
识 。 通 过 这 样 别 开 生 面 的
一课，学生们对于传统文化
有了新的认识。字里行间，
我 们 可 以 发 现 他 们 在 认 识
上的转变，也欣喜地看到他
们对于广雅校园文化、广州
历 史 文 化 和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深刻认同。
（广东广雅中学教师 侯人渝）

上
堂 作文

（本栏目与广州市中学语文教学
研究会联合主办）

写生
青春瀑

致正在逝去的绿皮车
□甄凯 广州市第六中学高二（16）班

在广雅学考古，是什么感觉？
文 题

近日，由广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进行的广雅中
学莲韬馆复建工程项目考
古获重要发现。

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的帮助下，广雅中学
师生利用综合实践课前后
七次走进“家门口”的考古
现场，把综合实践课堂搬
进考古现场，在研究院工
程师的引领下现场学习
“活化历史”，把考古工地
变成了生动的课堂。

请就本次考古实践，
写一篇参观心得。

广雅莲韬馆复建工地发现
了上百座墓葬灰坑，出土了一
批重要文物。

带着好奇，我们走进考古
工地。地上交织着一道道白
线，将尚未发掘的区域和已经
完全挖掘的灰坑墓室标示了
出来。现场三个较大的墓室
已被打开，结构均较为完整。
一条墓道的末端有一个较大
房间，存放的是墓主人的棺
木，左右两边房间则分别用于
存放墓主人的随葬品，包括墓
主人生前最喜爱的器具、牲口
形状的陶器等。

这片区域内有上百座墓
葬，是从战国到清代跨越千年
的历史沉淀。据我曾经的了
解，广州是在秦朝建城，而此
刻我们面对的竟有战国乃至
更早时期的墓葬，这让我惊叹
于时空的旷远与文明起源的
灿烂。

我屏息凝神，感受着考古
现场的静默与肃穆，陷入了思
考。从一块块完好如初的砖
块，到圆拱状的墓室门，再到
出土的一件件文物，无不体现
着中国古人的智慧和高超的
工艺水平。紧密的墓葬分布，
巧妙的墓室结构，顺着地势筑

成的排水管道，让我们在参观
时被深深震撼。我曾误踩了
墓葬区，低头时才发现自己一
脚踏进了白线标志内，我既震
惊又深感惭愧：我脚踩的每一
抔土，可能都掩埋着不同朝代
的先人遗骨。

参观完考古现场，我和同
学们转入一侧狭小的临时文
物室。文物室只有几平方米，
却整齐叠放了几箱文物，靠墙
的架子上放满了做好标记的
部分文物，有栩栩如生的牲口
陶瓷器，也有随葬的陶豆等日
用器皿，还有专门制作的冥
器，如烧饭的灶、房屋、院落
等。讲解员向我们介绍，由于
西村区域水资源丰富，陶器制
作用水方便，因此陶器工艺有
较好的发展。小小的陶器是
古人生活的缩影，墓主人生前
的喜好也由此一一呈现在我
们眼前。古人视死如生，随葬
品让我们见证古人对“死后仍
一如生前”的向往，也为研究
不同时期百姓的生活状况提
供了丰富的资料。

最后，我们在考古队员的
带领下了解了洛阳铲这一考
古工具。洛阳铲的上端是一
条横柄，下端是细窄的铲头。

考古队员用力把铲往厚土上
插，握住横柄向下旋转，又将
铲头旋出，便取出一段泥土。
该土块可用于地层勘测。参
观考古的几位男生尝试使用
了洛阳铲，从他们吃力的表情
和谨慎的动作中，我能感受到
考古工作的挑战性，既考验体
力又考验技术。

这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文
化知识普及活动，我们得以在
繁忙的学习生活中沉淀心神，
聆听一砖一瓦的诉说，感受历
史的魅力。于我而言，这是一
次跨越时空、身临其境感受历
史的机会。这也让我明白，身
处文化交融时代，作为中国新
一代青少年，我们在吸收世界
不同文化精髓的同时，不忘本
来，方能开拓未来。

广雅书院创办人张之洞曾
在《劝学篇》中阐发了“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近代教
育家、广雅第23任校长梁漱溟
则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
实”的四字校训。作为广雅学
子，我们对国家历史有情感，
对传统文化有情怀，也更需
要：鉴往知来，铭记历史文化
之精华；融会贯通，做中国新
时代的栋梁。

学生习作 22 探前朝文物，继时代新脉
□陈怿希 广东广雅中学高一(17)班

“我们是真的要去考古现
场吗？就在我们学校？”我又
一次问了这个问题。“我们学
校要复建的莲韬馆出土了文
物，你都问了多少遍啦，还是
不相信 。”任老师笑着回答
道。半信半疑，我踏上了我的
考古之路。

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走
进了“家门口”的考古现场，尝
试掀开考古的神秘面纱。刚
到考古现场，我们就像刚出笼
的小鸟，四处地打探着。刚下
过雨的考古工地上，到处都是
坑坑洼洼的，我们的激动心情
却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此
次共发现了从先秦到清朝的
文物遗存 188 处，包括墓葬
125座、灰坑 32个、水井 7处、
沟 4 条、池两个，出土了陶瓷
器、青铜器、石器等各类文
物。”听到考古研究院的姐姐
说的这些话，我们连忙记下了
笔记。在她的指引下，我们看
到了不同时代的墓室，了解了
墓室的构造。墓室的位置也
有一番讲究，不同陪葬品都要
放在不同的位置。

我们还有了一次当小小
考古学者的体验，原本以为考

古学者只是用个铲子挖掘文
物，没太大技术难度。没想到
这把铲子很有讲究，不同形状
的铲子各有不同用途。研究
院的姐姐给我们介绍了最常
用的洛阳铲，洛阳铲又叫探
铲，是用来分辨土质的。我们
试用了一下洛阳铲，亲身体验
了 考 古 学 家 的 日 常 工 作 状
态。这是我初次接触考古，通
过这次实践，我意识到考古是
严谨的，也是严肃的。考古是
为了发现一段历史，保护一段
历史，和掠夺文物的盗墓行为
判若云泥。

广雅学子有幸参与此次
考古活动，这不仅是一次有趣
而难忘的经历，更是一堂别开
生面的文化课堂。平时出现
在书本中的历史知识如此真
切、具体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加深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
使我们懂得了考古的重大意
义。

广雅中学创校至今已有
132 年，拥有丰厚的历史底
蕴。校园的传统建筑、楹联、
碑林无不具有丰厚的文化内
涵，广雅学子接受着传统文化
的浸润，也享受着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明的交融成果。通过

此次考古观摩，我真切地感受
到了中国历史的悠久和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无数平凡
的中华儿女生活在这片热土
上，用辛勤的劳动创造着灿烂
的文明，也凝聚出中华民族伟
大的民族精神。

这一次考古活动已经结
束了，但传统文化的课程值
得我们用一生去探索、去传
承。广雅学子将秉承广雅务
本求实的校训，脚踏实地，不
负韶华，发扬中华文化，不负
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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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考古现场

体验洛阳铲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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