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谈话节目
《文学馆之夜》开播

日前，中国现代文学馆馆
长、作家李敬泽带着全新人文谈
话类节目《文学馆之夜》走进大
众视野，以话题聊天的形式，从
文学经典出发，思考当代中国人
的生活。第一期节目《创造我的
故乡》于2月 5日播出，播放量逾
800万。

据悉，《文学馆之夜》第一季
共七期，将带读者们走入更广阔
的世界，主题包括亲密关系、说话
之道、父子之间、跑步文化等。戴
锦华、刘震云、李洱、梁晓声、李
诞、双雪涛、张泉灵等诸多作家、
艺术家、学者，都会陆续在节目中
出现。

《永乐大典》高清影像
数据库在京发布

2月 8日，《永乐大典》高清影
像数据库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发布
上线，即日起公众可从国家图书
馆官网登录免费使用。

中国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永
乐大典》224册，占存世量一半以
上。由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
心承担的《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
据库项目，第一辑收录了中国国
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四十册、
七十五卷的内容。

“古文献四大发现展”
亮相国家图书馆

日前，《二十世纪初中国古
文献四大发现展》于国家图书馆
（国家典籍博物馆）面向社会公
众开放。

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
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20
世纪初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
现”，长期以来分别收藏于多家
机构和博物馆。本次展览首次
将分藏于各处的文献荟萃一堂，
展出面积近 3000 平方米，集中
了多种类型的珍贵文物、文献共
249种 382件。

彭湃烈士珍贵资料
入藏广州农讲所

2 月 7日，上海音像资料馆、
俞秀松烈士后人俞敏分别向广州
农讲所捐赠了彭湃烈士的珍贵资
料，包括“1929 年 10 月 8 日出版
的《工人之路》报纸仿制件”和

“1930年 12月 21日《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东方部致电国际援助革
命战士组织》仿制件”。

这两份资料分别记载了彭湃
烈士牺牲的新闻和纪念文章，将
他的入党时间明确为 1921 年。
经上海、广州两地党史专家初步
鉴定，这些内容从未在中共党史
研究出版物刊登发表，颇具史料
价值。

全国首个校园考古
工作站在穗成立

2月 6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黄埔工作站、黄埔区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中心在广州实验中学
挂牌成立。据介绍，工作站主要
从事抢救、保护、研究工作，黄埔
区历史文物保护传承中心则负责
宣传普及考古成果。

双方还签订了馆校合作协
议，共建教育教学实践基地。学
生可以近距离观看工作站的考古
工作，并且参与文物拓印、文物修
复等体验活动。此次考古工作站
选址中学校园，在国内考古文博
界、教育界都是一次创新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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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班，是粤剧院团每年下乡演出
最红火的档期。粤西地区有“年例大
过年”之说，“年例”是当地人民在春
节过后的传统贺岁方式。正月十二
是化州市长岐镇山宜村的“年例”正
日。品尝过美味佳肴后，人们期待着
当晚的重头戏——由一级演员、中国
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蒋文端，一级演员
文汝清领衔主演的粤剧《观音情度韦
陀天》。

记者在村文化广场看到，开演前
一个小时，现场就已有数百人担凳仔、
霸头位，期待好戏开场。演出开始后，
现场更是人头涌涌，目测有上万名戏
迷观看。由于人数较多，村里还组织
了数十名保安维持秩序。演到精彩时
刻，台下掌声热烈响起，令人不由感叹
当地粤剧文化的兴盛。

山宜村是旺岭村村委会下辖的自
然村落，有2500多人。“粤剧文化在我
们村很兴盛，睇大戏已成为我们村的

传统习俗。邀请‘春班’来村里演戏，
可追溯到 20世纪 70年代。”旺岭村村
委会主任李亚恩告诉记者，“观看这次
演出的观众特别多，除了附近乡村，还
有从吴川、高州、茂名等地赶过来的铁
杆戏迷。”

“广东粤剧院一团名扬四海。请
他们来演出，我们很有面子。”山宜村
乡贤李先生说，“受疫情影响，我们乡
亲都‘饿戏’三年了。今年能看上省团
大班演的戏，特别开心。乡村振兴，也
要注重文化传承。”

2月 6日至 9日，广州粤剧院春班
则走进了化州市金玉堂村。广州红豆
粤剧团为当地群众先后演出了传统例
戏《六国大封相》和三台经典粤剧《黄
飞虎反五关》《红鬃烈马》《搜书院》，欧
凯明、李嘉宜、陈振江等一批中青年艺
术家领衔的精湛表演，同样引来附近
十里八乡观众的追捧，台下被观众围
得水泄不通。

成名早于石湾窑的两
大古窑场

比起远近闻名的石湾窑，佛山奇
石窑和文头岭窑似乎要低调许多。
在确认其为“南海 I号”沉船部分器物
的产地前，两个窑址得到的关注主要
来自业界和当地。

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分别位于佛山
南海的狮山镇和里水镇，都盛烧于两
宋，它们之间直线距离约有二十公
里。近年，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两座
古窑的窑址遗迹早已不见踪迹。然而
相较于明清时期开始以烧制艺术类陶
塑而闻名的石湾窑，它们其实是更早
为世人所熟知的传统工艺生产地。

奇石窑址分布范围广，规模较
大。佛山市博物馆1978年发表的《广
东石湾窑址调查》一文中提到：“从村
（奇石村）北虎头岗至南面东平河口约
三公里的沿河小山岗，几乎都发现有
古窑……在开挖环山沟水利灌溉渠
时，不少地段陶瓷残片堆积有七八米
之深。”据佛山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黄
晓蕙介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省
考古队及佛山文化部门人员先后数次
前往奇石窑址调查、采集。在窑址中
发现大量戳印有纪年、姓氏、地名、吉

祥语的印记款陶片，它们作为重要标
本至今仍保存在佛山市博物馆中。

文头岭窑则是南海官窑的重要部
分。南海官窑可统称里水镇逢涌村
文头岭南端河涌南北两岸一带的窑
场。“官窑”，顾名思义，就是官办的
窑。“先建官窑，后有佛山”，是南海官
窑坊间流传的古话。据说，在南汉王
刘岩在位期间，曾派官员到制陶业发
达的镇龙圩（现 佛 山 里 水 镇 的 和 顺
村、逢涌村）文头岭兴办了一家规模
较大的陶窑，并称当地圩市为官窑
圩，“官窑”二字自此沿用至今。

出产“广东罐”广受海
内外关注

同时烧制内销和外贸产品是奇石
窑、文头岭窑的重要特征。宋代，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臻于鼎盛，广州港作为
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其商品可顺利抵
达东南亚、南亚、东非及地中海地区。
奇石窑和文头岭窑产品便是通过这些
航线远销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国家，
并作为早期文化交流“使者”顺利融入
国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两宋广东
地区生产外销陶瓷器的窑场，还有西
村窑、潮州窑、石湾窑等。

各式各样的大小盆罐、执壶军持
等是奇石窑和文头岭窑的重要外销
产品。此类酱釉大罐特征明显，广泛
发现于中国南海海域到东南亚海域
沉船船货中，以及我国广州、香港以
及新加坡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
贸易港口遗址。在两窑烧制的“南海
I号”同类酱釉大罐中，奇石窑的罐肩
多有刻印字款和印花纹年号吉语，文
头岭窑则多见姓氏宅号酒香等字款。

近年来，多有海内外学者关注到
此类“广东罐”，并形成相关研究成
果。2018 年，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
的研究学者黄慧怡率先提到，“南海 I
号”此类罐子“是广东佛山石湾窑及
南海奇石窑的产品”，这为广东后续
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长期关注、研究佛山窑业史的黄
晓蕙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近年来多有
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及国内学者前
往佛山观摩奇石窑和文头岭窑采集
标本，并作相关学术交流。她认为：

“奇石窑和文头岭窑的价值并不比石
湾窑低，尤其是它的学术价值日益受
到国际学界重视。”

打开“南海 I号”考古新局面

随着“南海I号”沉船器物溯源研究
工作的展开，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1
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佛山
市、区两级相关文博机构，对奇石窑址、
文头岭窑址开展正式调查与发掘工作。

该项目负责人、广东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肖达顺
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此次考古发掘取
得了几项重要发现：

首先，综合运用类型学及科技考
古方法，确认了“南海 I 号”等东南亚
古代沉船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堆
层出土的酱釉大罐等器物产自奇石
窑址和文头岭窑址。

其次，重新认识广东地区南宋时
期被目为式微的窑业生产面貌；经过
调查发掘，证实佛山南海地区窑业生
产至少到南宋中期还有很大的规模，
而且区域性分工较为明确，内销外贸
市场方向和贸易线路较为清晰。

再者，奇石窑有了更明确的分布
范围，它在东平河东岸延绵超过三四
公里，甚至延及佛山石湾地区的王借
岗、大帽岗一带，达至后期兴起的石
湾窑范围。

肖达顺还指出，此次考古工作印
证了佛山作为海洋贸易陶瓷产地、广
州贸易中心与“南海 I号”南宋沉船之
间的直接联系。这展现了在海上丝
绸之路上，存在一个佛山陶瓷从生产
到港口贸易、再到随船出洋的全过
程，并为揭示广东沉船考古、陶瓷考
古以及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
化面貌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佛山“海丝”保护利用
迎来新阶段

历史上，佛山就深度参与陆海贸
易循环，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
要城市之一。据史籍记载，宋代以
后，佛山产的陶瓷器、铁器、丝绸、白
铅等产品畅销海外，是海丝贸易的

“硬货”，在明清时期佛山更位列天下
“四大镇”。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
源显示了佛山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的深厚底蕴，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
发展关联紧密。

也正是凭借两窑的考古新发现，
佛 山 顺 利 加 入“ 海 丝 申 遗 城 市 联
盟”。目前，“佛山奇石窑和文头岭窑
宋代窑址”正在参评“2022 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初评。初评结束
后，将有 20 项进入终评，最后从中产
生“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肖达顺对接下来的评选结果表示
期待，他说：“‘佛山奇石窑和文头岭
窑宋代窑址’项目并非重在发现亮眼
的文物，但我们通过科学发掘和考
证，把沉船、窑址和贸易港口这几个
历史线索串联起来，呈现出清晰的

‘海丝’贸易路线，这样的学术路线是
我们此次参评的最大底气。”

同时，佛山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工作已经迎来新阶段。
当地文旅部门表示，佛山下一步将以
加入“海丝申遗城市联盟”为契机，依
托考古发现，扎实开展对奇石窑和文
头岭窑等“海丝”史迹的保护与研
究。要统筹建设一批遗址公园，策划
主题展览，唤起全社会对“海丝”史迹
保护的关注与支持，为海上丝绸之路
申遗贡献佛山力量。

近日，“佛山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宋代窑址”出现在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的候选名单中。作
为全国 32 个项目中广东地区唯一入选的考古项目，这两
个古老的窑址顿时成为关注焦点。

去年年底，佛山刚获全票通过正式加入“海丝申遗城
市联盟”，奇石窑、文头岭窑窑址也双双被认定为“海丝”
史迹。此前知名度并不太高的它们，为何能接连“中的”？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这与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密切
相关——不久前，考古工作者在经过科学发掘和论证后，
确认奇石窑和文头岭窑是宋代沉船“南海 I 号”上所载部
分酱釉罐的产地；进而推断，800 年前“南海 I 号”很有可
能曾在广州靠岸装载货物。这解开了萦绕在考古工作者
心头多年的疑惑。另一方面，这两个古老窑址也带我们
重新认识了佛山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陶瓷产地
的不凡地位。

粤剧春班火爆，广东民间演出市场“春江水暖”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梁彦兰 文瑶
图/广东粤剧院提供

火爆的春班，为粤剧的未来寻找
和培养更多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
也尝试为粤剧界解除“粤剧观众在哪”
的疑问和担忧。

粤剧名家蒋文端有30多年“春班”
下乡演出经验，她说：“粤西的村民很
会看戏、很懂戏，演出到哪个环节，该
唱哪一句词，该做哪一个动作，村民们
都一清二楚。”

记者在春班各处演出现场也留意
到，除了这些懂戏的中老年观众，还有
不少小戏迷看戏看得津津有味。粤剧
的种子，早已在他们心中播下，等待日
后发芽、生根，成为他们一生的挚爱。

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戏迷，
从广州一路追戏追到粤西。00后“小
慈”和 90 后“喵喵”是其中两位，她们
在 2021 年迷上粤剧，成为蒋文端的粉
丝。正月初八从广州出发，她们跟随
广东粤剧院一团的足迹，在吴川、化州
连看五场由蒋文端主演的“春班”演
出。她们说，这段独特的体验和经历
令人终生难忘。

2月 7日晚，东莞寮步镇香市大舞
台的一片锣鼓喧天，广东粤剧院二团
的演员们带来经典粤剧《柳毅奇缘》。
这场春班演出，是东莞市全民艺术普
及行动计划中的一场精品演出。“我们

很重视粤剧在寮步的发展。”寮步镇文
联专职副主席曾移山介绍，自 2020年
开始，镇里每年都邀请省粤剧院前来
演出，今年终于如愿以偿，“广东粤剧
院这场高质量的演出，给了我们发展
和学习的机会。”

“这就是全民艺术普及的意义所
在。”广东粤剧院副院长张晋琼介绍，
东莞外来人口居多，与之前春班去到
的湛江、茂名等粤西地区不同，这里的
部分村民平时反而较少看到粤剧，此
番演出收到了令人惊喜的效果，“让更
多人欣赏、喜欢传统舞台艺术，做好粤
剧普及工作，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时隔三年，粤剧“春班”
重启下乡演出。

无论是在粤西的吴川、
化州，还是珠三角的佛山、东
莞寮步，广东粤剧院、广州粤
剧院、佛山粤剧院等粤剧团
体上演的精彩大戏，都受到
戏迷们的热烈欢迎，甚至出
现“万人空巷”的盛况。

疫情影响过后，火爆的
春班最先感知广东民间文化
市场的“春江水暖”，也在助
力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培养
和寻找更多粤剧的观众。

佐证“南海I号”，助攻“海丝申遗”

佛山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宋代窑址
参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艺
术
普
及

令
年
轻
人
、新
粤
人
惊
喜

﹃
饿
戏
﹄
三
年
一
饱
眼
福

艺文聚焦

粤
西
观
众
现
场
观
看
春
班
演
出

蒋文端（右）、文汝清表演《观音情度韦陀天》

考
古
队
勘
察
奇
石
窑
址
时
采
集
的
标
本

▼本轮考古队
在文头岭考察

▲上世纪 70
年代广东省考古
队及佛山文化部
门人员曾前往奇
石窑调查

奇石窑的西门村窑址窑渣堆积

“南海 I 号”
出 水 的 印 花 陶
罐及印花

奇石村出土酱黄釉“政和元年”四
系罐残片（佛山市博物馆藏）

观众在“敦煌遗书”展区内参观

李敬泽

万花筒

文字整理
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