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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与讲座

文献展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指导、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主
办，将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持
续展至 2022 年 1月 16日。展览
依托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中大
量的珍贵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
以“时人写时事”为切入点，结合
场景搭建、文字视频等多种元
素，按照“以笔救国，号声嘹亮”

“凝心聚力，千里营救”“留存文
脉，开拓未来”三大部分，生动描
绘 80 年前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
画卷。

40余种珍贵文献首
次公开展出

首次公开展出的珍贵文献是
本次展览一大看点。广东省立
中山图书馆副馆长潘咏怡介绍，
展览甄选省立中山图书馆实物
文献 40余种，其中既有夏衍、茅
盾、梁漱溟、萨空了、华嘉等被营
救文化名人从香港脱险后发表
的纪实文章，抗战时期香港出版
的进步报刊、抗日题材版画，又
有连贯、黄秋耘等参与营救工作
者撰写的相关回忆录等。这些
文献通常是在馆内的闭架书库
封存，这次是首次展出。

其中，作家夏衍的《走险记》
（1942 年 版），记述了香港沦陷
后，夏衍等人从香港用渔船渡海
至澳门，再乘船转都斛登陆，后
由陆行至台山这一段惊心动魄

的经历。萨空了的《香港沦陷日
记》（1946 年版），记事时间从
1941年12月8日战争爆发开始，
到 1942 年 1月 25 日作者逃离香
港为止，历时共49天。其中不仅
有萨空了本人在香港沦陷前后
的经历，还记录了许多当时在港
文化名人梁漱溟、邹韬奋、范长
江等数十人的情况，具有很高的
史料价值。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诗人徐
迟在印刷所待印的《诗歌朗诵手
册》（1942 年版）清样毁于炮火，
仅存一份初校稿。1942 年初逃
离香港前，徐迟忍痛销毁了他的
所有书稿，但将该初校稿装在一
个热水瓶内，从澳门经沦陷区带
至桂林后出版。

1942 年版《演员自
我修养》亮相

展览结合对营救路线的梳
理，挖掘出一批广东、香港、澳门
等地三四十年代的文献资料，如
1934年版《今日之四邑》，内有广
东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旧
照 100 余幅；以及罕见的营救行
动集中点“香港大中华酒店”旧
照等。“香港大中华酒店”旧照甚
为珍贵。据介绍，香港大中华酒
店由爱国华侨陈孔图创办。抗
战时期，该酒店成为联络华侨掩
护革命同志的据点。日本侵略
军袭港时，许多从九龙撤到香港

的党内外人士住在此处。香港
沦陷后，渡海去往澳门、台山、中
山、广州一路的文化人、民主人
士多以此为集中点。

记者留意到，现场还展出了
一本新知书店1942年版的《演员
自我修养》。香港著名演员周星
驰曾在电影《喜剧之王》里反复
提到该书，为广大观众熟知。该
书是由（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著，郑君里、章泯合译，而郑君
里、章泯正是80年前从香港营救
出来的800余人中的两人。

作家阿菩：
网络文学不是飞机、
大炮，更像是“小推车”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通讯员 朱英豪

部分读者对于网络文学仍然
存在着某些误解，它们确实有追
逐流行的特点，但同时也保留着
自己作为文学的传统特质：在精
彩的情节背后，大多数作品都拥
有自己的底层逻辑。

其中，“红色是网络小说非常
重要的一个底色”。网络小说中
的红色基因既包含对建党以来一
些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
的具象化表达，也有对社会发展
不同阶段的全景式反映。

例如在对军队的描写上，我们
都知道，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物质条
件较为艰苦，但很多人没有留意
到，那个时期我们的战术应用与组
织管理都是非常先进的，“支部建
在连上”就是革命时期形成的光荣
传统。网络文学对这些都进行了
细致充分的反映，帮助读者更加深
入地了解我们的红色历史。

网络文学大多采取的是一种
民间立场，尽管在写作方法上会
更加轻松、活泼，甚至伴随着迂
回、夸张等手法，但是当它介入
革命历史时，它所遵照的底层逻
辑是严肃且积极的。

同时，这些作者们大多是基
层劳动者，对时代的进步与发展
有着直观的感知，也使得作品拥
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

但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文学
大多属于业余创作，且每位创作
者都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尽管出
现了一些认识深刻、艺术精湛的
作品，但很多作品的理论化、体
系化程度仍旧有所欠缺，对某些
事物的认知常停留在感性、直观
的阶段。

如果将舆论场比作战场的话，
网络文学不是飞机、坦克、大炮，它
更像是淮海战役中老百姓手上的
小推车，积小流以成江海，源源不
断地为前线输送后勤资源。

因此，我们对待网络文学不
能因为部分缺陷便将其全盘否
定，更为有效的办法是加强相关
研究，用理论来引导创作实践，使
优秀的作品不断产出。

故纸无声诉风云
烽烟不绝读书声
两大展览同期开展，讲述共同的抗战记忆

历史展由广州市国家档案
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韶
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
主办，将在广州市国家档案馆
持续展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
该展览通过广州市国家档案馆
馆藏抗战办学档案史料，展现
抗战时期华南文化教育那段波
澜壮阔的历程，传扬先辈学人
坚守教育岗位的不屈精神以及
流传给今人传承的华南文化教
育遗产。

呈现华南教育抗
战重要史实

展览分为“抗战爆发”“迁
徙办学之路”“困境中的坚守”

“胜利复员”“建设华南教育历
史研学基地”五个部分，从蓬勃
发展的广东文化教育讲到民族
危亡时师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
运动、坚守文化教育使命，并细
数了以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
南大学、省立文理学院、私立培
正、培道中学等校为代表的数
十所广东各级院校在战火中辗
转迁徙办学的经历。在烽火岁
月中，作为后方的粤北云集了
大批知识分子与青年学子，他
们在动荡流离中冒着战火、克
服物资严重匮乏的困难坚持教
学研究，以学术救国、读书报国
的行动支援祖国的抗战救亡和
建设，为民族的文化教育守护

了珍贵的火种，也为今人留下
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展览中呈现了华南教育抗
战历史中许多重要的史实，包括
粤港澳三地在文化教育中的守
望相助；中共地下组织采取卓有
成效的行动推动爱国民主、抗日
救亡运动的开展；东江纵队在中
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中发挥重要
作用，也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从
校园走上救国的前线等。

“粤港澳三地教育在抗战
中的守望相助，是华南教育历
史中最令人动容的内容之一。”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
劲介绍，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的
壮举也发生在这一时期。不少
从香港脱险回到内地的文化名
人，如马思聪、许幸之又到粤北
的战时学园中执教、创作、演出。

首次展出一批珍
贵历史遗物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保存着
规模庞大的抗战时期广东文化
教育档案史料。除史料外，现
场一批实物展品引人注目，包
括教材、图册、国立中山大学校
徽等。据介绍，这些实物展品
来自韶关市乐昌坪石镇塘口村
民调查的新发现。塘口村民朱
广兴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国立
中山大学曾在他家的老房子办
学。今年9月维修这个老房子，

他在清理屋里物品时发现了一
只箱子，里面装着国立中山大
学理学院使用的地图、校徽等
实物，经清点共有 40 件。后
来，他把这些历史遗物无偿捐
赠给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
本次展览，首次展出了这些珍
贵的历史遗物。

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朱
谦之留下的一批《朱谦之自叙
诗》《广州演讲》等手稿与书籍，
也在本次展览中首次与观众见
面。展览的策展人、广东省博物
馆馆长助理王芳介绍，这批手稿
与书籍，系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借
出。朱谦之曾经在粤北执教，这
些手稿和书籍就包括了他在粤
北时期的诗篇和著述。

“中年粤北讲台开，战地春
风桃李栽。坪石岭前歌剧闹，桂
林洞里警钟哀。诲人不倦吾滋
愧，抗敌图存志不灰。封豕长蛇
终殄灭，夜深犹盼捷书来……”朱
先生粤北时期的诗篇和著述，成
为在民族危亡关头坚守教育岗位
的众多先辈学人的精神写照。

今年 12 月 8 日，是中国
文化名人大营救胜利 80 周
年。当天，广东9地联动，通
过举办专题展、重走大营救
革命旧址等方式，回顾 1941
年这场大营救的伟大革命历
程和感人事迹。其中，在广
州重磅推出两大展览：《故纸
无声诉风云——中国文化名
人大营救胜利 80 周年文献
展》（以下简称“文献展”）、
《烽烟不绝读书声——粤北华
南教育抗战历史展》（以下简
称“历史展”）。这两个展览
相互呼应，把 1941 年底开始
从香港营救大批文化名人和
民主人士回内地的历史、粤
北教育基地与香港沦陷后粤
港两地守望相助的历史展现
给社会公众。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署名除外）
通讯员 黄冬凌 何靖怡 张羽 马微微

文献展：珍贵文献再现80年前大营救壹 历史展：回望烽烟下粤北办学路

“香港大中华酒店”旧照

萨空了的《香港沦陷日记》（1946
年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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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口村民朱广兴捐赠的华南
教育抗战历史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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