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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文脉

千年古县“深藏”千年文物
神秘缚娄古国迷雾待拨开

博罗众多考古遗址散落田间山头，亟待串珠成链、活化活用

“新发展新作为新惠州” 传承千年客家传统文化
博罗文明实践基金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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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研之一

作为千年古邑，博罗客家文
化熠熠生辉。罗浮山下，3A级旅
游景区“客家婆”浓缩了客家文
化精髓，通过迁徙、教育、伦理、
民俗、农耕、传统美食等多个不
同内涵的主题，集中展现了千年
客家文化之韵。 11月6日，广东
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新发展新作
为新惠州”主题采访团走进博罗
县客家婆景区，了解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
帮扶。

记者在现场看到，景区分
为客家婆发展史、豆腐花工业

长廊、客家往事馆、百磨长廊
等景点。在客家往事馆内，古
街场景引人入胜，人物塑像栩
栩如生，十分直观地展现了客
家乡风民俗，让游客充分感受
到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

据了解，在 2018年 8月，博
罗县就被定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试点之一。今年 5
月，博罗县再次跻身全国10个之
一、广东唯一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重点联系县。融合资源
是博罗做好文明实践工作的重要
路径，客家婆景区便是其中的典

型缩影。
广东客家婆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国强介绍，客家婆文化基
地的建设离不开博罗新时代文明
实践基金的支持，共同打造了客
家婆的文化展馆和非遗展馆。这
里也成为了博罗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特色基地。李国强是地道的
惠州博罗县人，热爱客家文化，
希望传统的客家食品跟客家文化
紧紧融合一起，因而打造了客家
婆景区，并在景区内开设豆腐花
生产线。

博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县文明办主任喻红表示，博罗
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基金的项
目化扶持，把系列文化传承、关
爱帮扶类的活动进行志愿活动
项目化运作。同时，积极鼓励
社会资源，如投资者和爱心企
业家共同加入新时代文明建设
队伍中。饮水思源，李国强透
露，他们企业每年也将向博罗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基金注入 10
万元。

目前，博罗、龙门在全国率
先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基金，
其 中 博 罗 已 筹 集 社 会 资 金

3500万 元 ，使 用 基 金 1100多
万元，基金扶持项目惠及 100
多万群众。高效灵活的基金，
助推了实践活动常态化开展，
培 育 了 一 批 专 业 志 愿 服 务 队
伍，催生了一批文明实践项目
品牌。当前，惠州全市注册志
愿者突破 108万人，其中文明
实 践 志 愿 服 务 队 伍 共 有 3200
多支。近年来，博罗通过基金
的项目化扶持，使一批客家文
化的非遗项目活化起来，也使
客 家 精 神 通 过 志 愿 服 务 传 播
开来。

“此次新发掘的五斗种遗址
与青铜编钟出土遗址距离只有一
公里，这并非偶然，应该存在相似
的文化内涵，是缚娄古国的文化
遗物！”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教授周永卫建议，在解读相关
文献资料的同时，需要长期深入
研究对比分析。

缚娄古国，是一个记载于史
籍传说中的神秘国度，是惠州文
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道亮色。“缚
娄”之名，始见于《吕氏春秋》：

“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
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自秦始
皇33年秦军平定岭南后，“缚娄”
之名便消失于历史迷雾中。惠州
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何志成
介绍，晋人的《拾遗记》里亦有记
载：“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
娄之国。”他认为，见于周朝的“扶
娄”、春秋战国的“缚娄”、以及两
汉的“傅罗”、三国的“博罗”，都
是指同一个地方。这一地名称呼
的“讹替”过程，正好反映了博罗
古县与缚娄古国一脉相承的因袭
关系。

一直以来，有相当一部分专
家认为，神秘的缚娄古国存在的
历史真容和文化面貌已为越来越
多的考古成果所揭示。博罗横岭
先秦古墓群就是重要证据，挖掘
出的古墓群的内部布局十分有
趣：墓葬一律朝东，整齐排列，属
于贵族使用的大件青铜器主要在
山腰以上或山脊的墓中出土，说
明了贵族墓区都高高在上；而平
民墓葬基本在山下，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墓主人生前是生活在
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组织中。该

墓葬群还出土了象征权力地位的
铜甬钟和青铜鼎，斑驳陆离的青
铜锈迹隐隐透出一股“钟鸣鼎食”
的贵族气象。

2003年10月，在史称“博罗
东乡”的龙川县城东南约20公里
的登云镇，考古队又发现一个西
周至春秋的大面积古墓群。东江
流域中上游的这两个重大考古发
现，使人们不禁又联想起缚娄古
国。

著名考古学家、广州博物馆
名誉馆长麦英豪曾公开提出，横
岭山墓葬的规格各不相同，表明
缚娄国已有阶级分化；而墓葬群
如此巨大，随葬品有水晶、青铜
器、古矛等的，可能是贵族墓。此
外，墓葬群周围一般都会有大规
模的居住区。由此推测，缚娄国
的核心所在地可能就在附近。著
名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馆馆长
张忠培亦持有类似看法。

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专家
认为，缚娄古国只是传说，虽然
出土了青铜器，但没有发现一
处青铜铸造遗址，无法证明其
来 源 。 如 果 缚 娄 古 国 真 的 存
在，那是在哪里？又是如何没
落的？缚娄古国留给后人的仍
是未解之谜。

尽管专家们对于是否存在
缚娄古国持有不同的意见，但越
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不断地诉说
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先秦时期
的惠州地区，并非像历史书籍通
常所讲的那样环境极度原始荒
蛮，生产力极度低下，文化一片
空白，其社会文明的发展几乎与
中原同步。

“已发掘的古遗址已经形成
了一条清晰的博罗甚至惠州文
化脉络！”博罗县政协文史委副
主任邬榕添认为，从史前到先秦
再往后的文明，均可在博罗找到
相对应的踪迹，力证千年文脉从
未间断，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然而，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是：
缺乏政策资金支持、基层文化硬
件设施跟不上、群众参与度不
高，这些散落田间山头的遗址也
亟待串珠成链。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旅游战
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志才
对此表示认同。他建议，当地可
按照历史脉络，站在时空长河
中，根据实际情况，对遗址开展
相关的考察、保护、挖掘、传承、
活化、创新。“所谓创新，就是让
现代消费理念与文化旅游经济
活动相结合。有了经济业态，才
能更好地保护传承文化。”

博罗遍地是宝，传承创新并
非易事。“这些宝贝不应该只是
放在博物馆、也不是书本，而是
需要鲜活地呈现出来。”吴志才
认为，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
发展是最根本的理念。“同时，将
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的法律法规，
立法保护文化。解决好理念、立

法两大问题后，创新文旅融合，
开展‘四化’活动，即有形化、项
目化、活动化、产业化。”

未来发展需要考虑多重效
益的融合叠加。除了文化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民生效益
也是重要的因素。“这些古遗址
原先都是农田山地，保护传承需
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和
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才
能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吴志才
认为，未来的文化市场一定是政
府、市场、民间三股力量来驱动
发展，实现政府主导，有情怀有
理念的市场参与，民间力量保护
传承。“如此一来，便可解决谁来
看、谁来用、谁来转化的关键问
题！”

备受关注的缚娄古国或将
成为活化活用的“重头戏”。“这
是当地文化的金字招牌！”周永
卫认为，当地应该深入挖掘这一
文化宝藏，并持之以恒地开展研
究。吴志才也深有同感，他说，
目前缚娄古国仍存在众多未解
之谜，当地政府可站在科学理性
的视角，与更多国家考古机构合
作，一步步揭示其历史真容和文
化面貌。“挖掘的过程其实就是
一种宣传！”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通讯员 何启文

农田鱼塘间隐匿古遗址
国宝“出土地”少人知

2018年 3月，广东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对韶惠高速惠龙段高速
公路沿线用地进行文物考古调查
与勘探时，在博罗县杨村镇埔连
村发现了五斗种遗址。据考古人
员李博介绍，此次考古发掘取得
了丰富成果，清理墓葬 28座，出
土文物201件。“这是战国至西汉
时期墓葬，应为该时期东江中游
保存情况相对稍好、出土遗物较
为丰富、规模相对较大的墓地。”

这并非孤例。就在距离五斗
种遗址仅一公里处，1985年，博罗
公庄镇出土七件保存完好、相当

于中原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和编
钟；1992年，园洲镇梅花墩遗址的
发掘，将广东制陶历史往前推了
500年；1996年，龙溪镇银岗村发
现先秦时期的陶片，发掘出广东
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惠
州博罗横岭山遗址发掘成果之丰
硕更是震惊业界，列入2000年中
国十大考古发现……这些不仅证
实了岭南在先秦以前并非“瘴疠
之地”，甚至改写了岭南的文明
史，岭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 3000
年前。

现 如 今 ，这 些 遗 址 现 状 如
何？近日，记者进行走访。国家一
级文物、博罗县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青铜编钟出土于公庄镇陂头神
村，是目前省内年代最为久远、音
质最好、件数最多的编钟之一。在
当年发现文物的村民黄来苟之子
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真正的编钟

“出土地”。映入眼帘的却是，遗址
深埋在房屋一侧墙角，被封上了水
泥，而周围无任何标示。事实上，
当地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古
村落，乡村旅游发展兴旺，而国宝

“出土地”的招牌并未引起足够重
视，当地少人知晓。

无独有偶。位于园洲镇田头
村的梅花墩窑址则是隐匿在一大
片农田、鱼塘中，标有“文保单位”
字样的石碑被半人高杂草掩埋，
放眼望去遍是青色。平日除了干
农活的村民，鲜有人寻来。“你认
真看看，遍地都是上千年的碎陶
片！”现场，村民随手从地上捡起
一块碎陶片说，这个就是文物了，
纹路还很清晰。

很难想象，眼前这一片农田
就是将广东的制陶历史从2000年
提前至2500年的古窑所在地。“虽
然有历史研究价值，但是没有经
济价值，”田头村的老村长冯有兴
直白地说道。聊到兴起，冯有兴
匆匆回家，拿出了珍藏多年的六
件文物摆放在地上，其中一个动
物造型的陶器，颇为惹眼。当场，
冯有兴毫不犹豫地将其捐赠给了
园洲镇文化站，“如果能够摆设出
来，让更多人看到，也是一件好
事！”他朴实地说道。

从梅花墩窑址驱车不过10分
钟，便到了龙溪银岗遗址公园。
远远望去，可见“千年古县 古陶
为证”八个大字，足以证明其重要
性。银岗古窑场遗址位于松毛岭
半山坡上，窑址下面是一大片鱼
塘，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打开大
门，古窑场遗址主体是几堆再普
通不过的黄土，仔细观察，还能发
现黄土堆中有很多陶片，图案十
分精美。

“不要小看这些陶片，它们解
开了一个争论很久的考古问题，”
村里干部对记者说，原先考古界
一直对夔纹陶类型和米字纹陶类
型的诞生顺序有争论，银岗古窑
场遗址发现后印证了夔纹早于米
字纹的观点。虽然遗址文化内涵
丰富，但除了专家学者前来研究，
同样鲜有人问津，大门常年紧
闭。而横岭山古墓群更是让人遗
憾。这是广东迄今为止发现的最
大先秦古墓群，曾发掘了300余座
先秦古墓，后因建高速公路，遗址
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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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惠州作为东江流域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具有5000年的文明
史和1400多年的建城史，素有

“岭东雄郡”美誉。在数千年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独特的
地理位置与人文历史环境，惠
州文化和广府文化、客家文化
以及潮汕文化交流频繁，形成
了既有岭南文化共性，又具鲜
明惠州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
在岭南文化中独树一帜。

即日起，羊城晚报开设“惠
州文脉大调研”专栏，推出系列
报道，进一步挖掘惠州鲜为人
知的文化宝藏，激活根植千年
的文化基因，夯实本地群众的
文化自信。同时，寻求文化资
源活化活用之道，为惠州城市
高质量发展“造血”。

韶惠高速公路惠城至龙
门段项目正如火如荼建设中，
鲜为人知的是，地底下深藏着
千年宝藏。今年6月，广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结束了对五
斗种遗址的野外发掘工作。
这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古遗
址，共出土了 200余件文物，
进一步丰富了岭南该时期的
考古资料。

考古，一个看似冷门的领
域，今年以来频频受到关注。
9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
次集体学习时表示，考古发现
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
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
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
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作为千年古城，惠州地区
在 四 五 千 年 前 已 有 人 类 活

动。对于惠州尤其是博罗人
而言，发现古遗址已经司空见
惯。近几十年来，博罗先后多
次发现横岭山、梅花墩以及银
岗等大量古遗址与墓葬群。
专家指出，这为先秦时期岭南
文化不逊色于中原文化提供
了强有力的证据。

现如今，博罗古遗址存
在各种现实情况，尚待合理
保护、活化活用。近日，羊
城晚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

“人文宝藏”有的被尘封在
房屋下，有的深藏于农田鱼
塘中，有的常年大门紧闭少
人涉足。专家指出，这些散
落博罗各地的文化瑰宝亟待
串珠成链，建议政府、市场、
民间三股力量共同行动，激
活千年文化基因，展现千年
古城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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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陈骁鹏
通讯员 何文萃

村民冯有兴捐出六件文物，其中有个动物造型的陶器

青铜编钟出土于村民房屋墙角

学者认真地研究青铜编钟

龙溪银岗遗址公园环境优美

梅花墩窑址的石碑被杂草掩盖

客家婆景区浓缩了客家文化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