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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

●黄思衡
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馆长

●刘双喜
广州图书馆社会活动推广

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图/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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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今年年初，由广州市艺术品收
藏家协会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一百周年艺术收藏大展》在广
州市白云区展出。展品包括近百
位艺术名家创作的书法、国画、油
画、雕塑、工艺美术、非遗作品等
各门类艺术品 100 件及历代古玩
收藏品 100 件，其中不乏红色藏
品。这次展览的策划人便是广
州市艺术品收藏家协会会长梁
巨涛。

收藏家梁巨涛是湖南娄底人，
收藏的内容涉及书画、古玩、陶
瓷、雕塑等品类，红色藏品是他钟
爱的收藏门类。他告诉羊城晚报
记者，他从小在娄底长大，这里距
离伟人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只有 70
公里，身为教师的父亲曾多次带
他到韶山，感受红色文化、学习
革命精神。上世纪 90 年代初，梁
巨涛从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分
配到广州工作，第一个工作单位
便位于广州三元里抗英纪念馆
附近。

“来广州前，只知道广州是改
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商品经济发
达，后来工作闲暇之余，到三元里
抗英纪念馆、农民运动讲习所、中
山纪念堂、黄埔军校旧址等地参
观，才慢慢认识了广州这座有着英
雄血脉的革命城市。”爱好收藏的
他逐步萌生收藏红色题材作品的
想法。

2013 年，由中国延安精神研
究会主办的《红色记忆——延安儿
女书画摄影集邮作品展》在广州文
化公园举行，梁巨涛参与承办了此
次展览。500 余幅展览作品均来
自延安儿女，这些作品的作者，其
父辈都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
共产党员，有英勇牺牲的烈士；有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
献、建立丰功伟业的革命领袖和开
国元勋；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指挥
千军万马建立功勋的开国将领；也
有默默无闻为党工作的老游击队
员、文艺家等。该展在羊城掀起了
一场红色文化的大潮，观者如潮，
上千人在留言簿上写下了对弘扬
红色文化的观感，体现了广州这座
红色城市的血脉根基。

从此，梁巨涛对红色文化的
收藏兴趣也一发不可收。他收
藏的藏品以雕塑、红色招贴画、
像章等为主，力求兼备思想性和
艺术性。藏品中包括天津艺华
工艺厂 1976 年创作的伟人毛泽
东铸铜雕像、景德镇瓷厂美术师
参照潘鹤作品创作的陶瓷作品
《青年毛泽东》、陶瓷精品《十大
元帅》、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毛泽东去安源》的原印版及招
贴画等。

2019 年，梁巨涛回乡创办了
占地3000平方米的娄底文化艺术
博览中心，在此陈列了他的部分红
色文化藏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立于展览大厅正中央的1967年
由景德镇瓷厂工艺师集体创作的
大型毛主席瓷雕。“我希望借此表
达对毛主席的无限敬仰，也想让更
多年轻人认识历史，体会到如今的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伟人故乡
湖南，到英雄城市广州，梁巨涛的
红色情怀依旧，他表示：“我的红
色收藏之路还将一直延续下去。”

羊城晚报记者：作为主办方，展览希
望给观众呈现一个怎样的视角，去追寻
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红色足迹和故事？

刘双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广州图书馆今年策划了“七个100”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其中包括“办100场
活动”，此次“岁月留痕——广州红色史
迹故事图片展”就是其中的计划之一。

与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策划此次展
览，主要是想通过三个方面去呈现：一是
广州的红色文化非常厚重，观众参观此
次展览可以一次性将广州主要的红色史
迹基本了解清楚，为实地参观打下很好
的基础，这也体现了文旅融合的导向；二
是我们尽可能选取红色史迹其中的精华
部分集中呈现，通过珍贵的图片、文字、地
图、报纸、物件等多种手段综合反映；三是
选取公众熟悉的公交站牌作为切入点，观
众参观时如同乘坐时光巴士穿梭在各个
红色史迹，可以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黄思衡：展览从一块广州旧车站牌
得到灵感展开。车站牌的第一号路线，
正好涵盖了广州的重要红色史迹，围绕
这些红色史迹发生的事件，印证了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巨大成功并不
是偶然的。

站牌上的东山公园站，当时位置就
在中共三大会议旧址旁；财厅前站在杨
匏安旧居旁边；惠爱东路（中山路）站在
农讲所等。这些站点和红色史迹，都在
广州市民的日常生活圈里，感觉十分亲

切，我们希望以大家熟悉的地点来带出
展览内容，使观众对展品易于理解，并留
下深刻印象。

这块广州旧车站牌是我父亲文仕先
生的藏品，自我记事起就在家里看到它，
它见证了广州城市发展的新旧变化，如
今成为这次展览的引子，别具意义。

羊城晚报记者：在广州的寻常巷陌
中，在细碎的历史资料物品中，以小见
大，去寻找中国共产党从萌芽、组建到茁
壮成长的历史足迹，意义何在？

刘双喜：广州一直以“四地”（海上丝
绸之路发祥地、岭南文化中心地、近代革
命策源地和改革开放前沿地）著称，红色
文化是广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
史迹是体现广州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虽
然很多就在我们身旁，但是其中的历史很
多市民未必清楚。挖掘红色史迹文化，就
是重新唤起大众对广州红色文化的回忆
和珍视，展现四地文化的历史逻辑，让更
多市民对广州和岭南文化充满自信，以史
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羊城晚报记者：从展览可以看出，近
代以来广州有着怎样的红色传承？体现
了广州这座英雄城市怎样的城市气质？

刘双喜：红色传承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革命先烈精神的传承，如杨匏安是
华南地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
人，2019年杨匏安旧居陈列馆开放时，杨

匏安的儿子杨文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我们杨家家风讲究‘忠孝廉节’，都
传承了下来，对我们的影响可以说是潜
移默化。父亲杨匏安对我影响最深的是
对党要忠诚，对信仰要坚定不移，富贵不
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革命先
烈的精神代代相传，不仅仅对其后代的
家风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当今世人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

二是红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主要
体现在红色史迹的妥善保护、改造以及
文物的活化利用，从普查文物到制定相
应的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发展规
划，都是文化传承的生动体现。广州图
书馆作为城市文化地标，设立了新时代红
色学习空间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色
阅读角）两个服务区域，为市民学习党史、
重温红色经典提供了新途径。同时，通过
收集整理革命回忆录等红色文献，举办红
色文化专题展览、讲座等各类活动充分发
挥文化平台和交流平台作用。

广州的城市气质一直以敢为人先、
开放包容、务实创新为主要特征，通过展
览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以来，广州作为广
东的省会城市和中国的南大门，吸引了
毛泽东、周恩来、杨匏安、谭平山、林伟
民、彭湃等一大批来自全省乃至全国的
热血青年。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中共
三大的顺利举办，从省港大罢工到广州
起义，20世纪早期的广州在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藏家说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图/采访者提供

●受访嘉宾：梁巨涛

广 州 市 艺 术 品 收 藏 家 协 会
会长

收藏路上
红色情怀不变

广州，为红棉之城；红色，
是广州的底色。

自近代以来，广州历经数
次历史巨变，英雄辈出。乙未
广州之役、黄花岗起义、中共

“三大”、广州起义等一系列近
代历史事件，无不彰显广州这
座英雄城市的革命底蕴。作为
近现代革命策源地，广州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书写
了光辉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年的伟大征程中，留下了
一连串深刻而鲜明的足迹。

要追寻广州的红色印记，
可以重温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等著名的广州红色史迹，也可
以在广州的寻常巷陌中、在时

光冲刷过的旧物中，以小见大，
去寻找中国共产党从萌芽、组
建到茁壮成长的历史足迹；在
一幅幅被定格了的黑白影像、
一个个细碎的资料片断里，管
窥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近日，由广州图书馆和文
仕文化博物档案馆主办的“岁
月留痕——广州红色史迹故事
图片展”在广州图书馆开幕，展
出了一百张反映广州红色史迹
前世今生故事的新旧照片及近
百件（套）历史物件，展现了广
州深厚的红色文化。

据了解，展览中的珍贵展
品由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提
供。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由广

州私人收藏家创立，五万多件
（套）的馆藏史料反映了从明
清、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改
革开放前等各时期的海上丝绸
之路与广州本土的历史文化，
包括近代粤商历史、广州十三
行历史、广州城建历史、广州红
色文化、岭南民俗文化等。其
中，广州的红色文化是文仕文
化博物档案馆的重要收藏方
向，近期已多次开办展览。

“岁月留痕——广州红色
史迹故事图片展”为观众呈现
了一个怎样的视角？文仕文化
博物档案馆的红色藏品有什么

“前世今生”？本期《名家话收
藏》为您一一道来。

羊城晚报记者：文仕文化博物档
案馆的藏品主要包括哪些方面？这
么多年为什么坚持红色文化收藏？

黄思衡：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
的藏品类别包括老照片、报纸、刊
物、旧物件等，共计五万多件（套），
与官方博物馆不同，我们的藏品多
与日常生活相关，着眼于微观的市
民生活。在红色文化方面，博物馆
收藏颇丰，这些藏品是前辈们出于
对广州这座英雄城市的热爱、花了
几十年心血收集回来的。

我们家族的收藏传统可追溯到
祖父一辈，祖父是邮差，对工作充满
热忱，总能接触到各种报纸、刊物、
邮戳、信封、铜钱、徽章等物件，其中
包括不少红色藏品。祖父将这些保
管起来，把它们作为广州旧貌的纪
念品、本土文化与精神的象征留给
下一代。我父亲文仕先生也继承了
其父辈收藏的传统，他热爱收藏，辗
转搜集到不少与广州相关的藏品，
并挂牌成立了博物馆。2010 年我
从海外回国，与父亲一起把藏品整
理妥当，我着重于梳理出一条条脉
络和线索，将各种碎片式的藏品进
行系统化归类。

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作为广州
社科普及基地，近年积极与图书馆
等各大文化机构合作，推出了一系
列广州历史文化相关的展览，未来
我们将继续用藏品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羊城晚报记者：广州城有深厚
的红色文化，您的藏品中有哪些特
别令人印象深刻？

黄思衡：我们的红色藏品包括
“团一大”举办地东园门楼的原貌照
片、从1915年 9月 15日到1926年 7
月期间出版的全套共63期《新青年》
杂志、1918年12月22日至1919年8
月31日的全套共37期《每周评论》、
报道陈独秀第三次来广州的《广州共
和报》及寓居点“广泰来栈”照片、《向
导》周报及《前锋》杂志创刊号，等等。
这次我们整理出13组广州红色史迹
的前世今生故事，涵盖了党史上在广
州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展品均是从
大量的馆藏红色文献中精心筛选出来
的。不少展品是首次公开展出。

展品中包括了1917年 4月 1日
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二
号，今年全国新高考语文I卷的作文
材料《体育之研究》，当年便是在这
一期《新青年》上发表，毛主席当时
所署的笔名为“二十八画生”。

1923 年 3 月到 8 月，陈独秀第
三次来到广州，在广州组织召开中
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 年 3月 28日至 29日，《广州共
和报》先后刊登了《陈独秀抵粤》报
道和《陈独秀来粤续闻》报道。当年
的这份《广州共和报》，我们保存至

今，这次首次公开展出。
现场还展出了我们收藏的《向

导》，上面刊登了中共三大开会期间
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
宣言”，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向
导》是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
报。它似“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
明灯”，为中国人民指明了革命前行
方向，是大革命时期国内具有重要
影响的刊物之一。

羊城晚报记者：作为土生土长
的“80 后”广州人，看着前辈留下的
关于老广州的历史文献，再对比广
州的现状，您对这种城市巨变有什
么切身体会和感受？

黄思衡：我从小在广州东山一
带长大，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带我
参观红色史迹，给我讲解两代人收
藏的红色藏品，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
下了红色的种子。海外留学的经历，
令我对“家”更为眷恋，回国后，我目
睹了国家巨大的变化，更清楚认识到
何为“家国情怀”“使命担当”。

一百多年来，广州这座英雄城
市一直勇立潮头，传承着红色基因，
记录着时代的伟大变革。这次我们
特别为展览挑选了两张珠江全景
图，跨越一个世纪，展现了百年间广
州城市发展的变迁，也见证了广州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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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广 州 市 财
厅前搭客汽车
停车点

《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二号，该期杂志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体育之研究》

20 世 纪 三
十年代“广州市
公 共 汽 车 路 线
表”铁质牌匾

《向导》周报第三十期，该期报纸刊登了中共三大宣言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毛泽东铸
铜雕像及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毛泽东去安源》原印版

跨 越 一 个 世
纪的两幅珠江全景

文 仕 文 化 博
物档案馆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