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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江门市持续深入落实“侨都
赋能”工程，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综合实践区。江门市
委十四届五次全会提出，加快建设彰显
岭南侨乡风韵和时代特征的文化强市，
为江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借助文字的力量，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
故事、江门故事，正是江门打造“文化创
意新高地”的“着力点”之一。在江门市
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江门文学界热情洋
溢、笔耕不辍。

阅读与写作相辅相成。在今年举
办的南国书香节江门分会场中，江门通
过提升“全民阅读”氛围激发创作热情：
举办任溶溶童书嘉年华，努力推动儿童
文学事业繁荣；设立侨乡题材出版物展
示展销区，展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江
门各级各单位、本土专家学者及文化人
士陆续出版的“侨乡”味道作品；邀请本
地作家分享阅读和写作的心得，在小读
者心中种下文学的“种子”。

文学创作热情从小培育。近年来，
江门市作协举办“西江空间·艺韵书
香”文学进校园系列活动，组建江门市
作协文学志愿服务队，邀请知名作家
开展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在今年 8 月，
系列活动走进江门鹤山广旭学校，广

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获得者、广东省
作协理事、江门市作协主席张启雄和
江门市作协理事、五邑大学文学院副
院长宋雯亲自对中小学生优秀作品进
行点评指导。通过分享故事创作的心
得体会，讲述写作的方法与要领，参与
活动的作家们鼓励同学们在写作的道
路上坚持不懈，在写作中不断推敲，写
出优秀的文章。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近年来“侨”味
文学精品陆续推出。2022 年 12 月，长
篇小说《金墟》出版发行。《金墟》聚焦于
江门开平赤坎华侨古镇这座“双族之
城”，以新时代乡村振兴为背景，讲述了
一段百年华侨史。该小说出版发行以
来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和巨大反
响，成为讲好侨乡故事、江门故事、广东
故事、中国故事的文艺精品。

江门市委宣传部相关领导形容，江
门不仅有小说里的“金墟”，更是一座华
侨人文资源的“金墟”。不少名家建议，
江门应积极链接省内外优秀资源，共同
讲好江门故事、中国故事。目前，正有
众多作家在江门采风，计划出版以梁启
超、侨批银信等题材为主题的作品。相
信不久之后，大批“侨味”文学精品将会
再度轰动文坛。

侨都“文墨”贯通古今
江门着力打造“文化创意的新高地”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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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大批游客参观了位于江门市新会区的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
园。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读过著名作家巴金的散文《鸟的天堂》：“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
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
影。”游客们都高兴地说，巴金先生写得没错，“的确是鸟的天堂！”

地处南海之滨、西江门户，江门的青山绿水、淳朴民风、历史沉淀，为众多作家提供创作
灵感，留下《鸟的天堂》等佳作。江门还是诞生作家的热土。今年，江门提出打造“10张城市
名片”，其中就包括“文化创意的新高地”。前人“翰墨”尚留香，“侨味”作品新气象。一缕侨
都“文墨”，正是“文化创意新高地”的最佳诠释。

江门不仅孕育出好文章，更诞生
出众多文坛巨匠。

作为岭南心学的发源地，江门以
文章著作为重。岭南大儒陈献章通
过诗歌描述静观万物所得，传播“鸢
飞鱼跃、悠然自得”心学。

近代以来，传统与新学碰撞，闪
现精彩的文学“火花”。梁启超“全仿
西人传记之体”，写下《李鸿章传》，开
一代传记写作之新风，成为人物传记
的典范之作。

至于革命年代，风起云涌，更是
以笔作“枪”的激荡岁月。“将军作家”

吴有恒以自身的革命岁月为蓝本，创
作《山乡风云录》，至今仍是百读不厌
的红色经典。

而百载海外移民史，也让五邑籍
华裔作家群体崛起于世界文坛。祖
籍江门的汤婷婷、谭恩美、雷霆超、雷
祖威、梁志英、伍可娉等，为华裔文学
增添浓重“五邑”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邑籍
作家乘新时代之风，为国家、民族发
展贡献力量。祖籍江门鹤山的儿童
文学泰斗任溶溶，翻译《木偶奇遇记》
《夏洛的网》《安徒生童话全集》《杜利

特医生故事全集》等 300 余种童话，
创作脍炙人口的《没头脑和不高兴》
《土土的故事》《丁丁探案》《我是一个
可大可小的人》等中国当代原创经
典，把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儿童文
学。

如今，五邑籍作家群体“江山代有
人才出”。祖籍江门台山的作家刘怀
宇，与其父亲合著《远道苍苍》，以爱国
华侨陈宜禧为主人公原型，围绕新宁
铁路的历史过往，刻画了清末民初的
华侨群像，被《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
评为“中国人的自强之书”。

作为中国著名侨乡，江门素有
“海内外两个江门”之称，530万侨胞
遍布全球 145 个国家和地区。这里，
诞生了儒学大师陈献章、近代思想家
梁启超、中国油画第一人李铁夫等大
家，孕育了34名院士和大批名人。“走
过百年看广东，广东人文看江门。”侨
都“文墨”氤氲数百载而不绝。

“日漾红云岛，鱼翻黄叶川。”明
代岭南大儒陈献章的《江门墟》，记述
了几百年前江门的景致。襟江面海，
赋予江门清丽；古兜、昆仑、天露、圭
峰等名山，又让江门独享秀美。除了
山清水秀的景致外，宋元崖门海战、
清初时局变幻，也为江门带来了厚重
的历史沉淀。江门因而成为明清文

人墨客创作的“源泉”。陈献章及其
门徒传世的诗歌中，有不少是以江门
城市雏形“江门墟”为主题；明代黄
佐、倪岳、钱子义、吴宽等文人作诗多
首记述南宋忠烈殉国事迹；祖籍江门
的清代诗人黄居石创作《哀江门》《牧
马行》，以如椽之笔刻画出朝代更迭
之际江门百姓生活的困苦。

近代以来，江门得风气之先，五
邑华侨回乡办实业、建学校、修铁路，
江门面貌一新。1933年，著名作家巴
金游历江门多地，写下了《鸟的天堂》
《农民的集会》《机器的诗》《朋友》《庶
务室的生活》等作品，成为文坛名
篇。“这是新宁铁路中的一段最美丽
的工程。这里没有桥，火车驶上了火

轮就在那上面，让小火轮载着它慢慢
地渡过江去。”《机器的诗》中的细腻
描写，为已经消逝的新宁铁路留下了
朦胧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中西文化在五邑
碰撞、融合，结出“华侨文化”果实，由
此孕育大量文学作品，在 20 世纪成
为世界文学作品的一道风景。如台
山乡亲雷霆超创作的《吃碗茶》就被
誉为“第一部以美国华埠为背景的美
国华裔小说”；伍可娉的《金山伯的女
人》更被称为“书写侨乡女性命运的
长卷”。进入21世纪，《乡图》《金墟》
《远道苍苍》等新一代“侨味”文学作
品陆续诞生，让风格独特的五邑华侨
文学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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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岭南探源工程”将正式启动
岭南历史轴线更加清晰

业内人士认为，实施早期岭南
探源工程将极大促进广东考古的品
质提升。“我们近 20 年来的考古工
作，重心主要围绕城市基本建设开
展，基建部门的推土机推到哪里，我
们考古队就跟到哪里。现在改变
了，我们要把工作重心转变到主动
性考古发掘与研究上，这就是一种
品质的提升。”

据了解，该工程涉及的部分单

位已经行动起来，在相关稿件中表
示，珠海博物馆（珠海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将充分发挥国家文物局颁发的
团体考古发掘资质和省文物局批准
的珠江西岸文物考古工作站副站长
单位的优势，加强田野考古与多学科
研究工作的力度，探讨岭南沿海地带
的人地关系、生业模式与文化演进，
更好地展示珠海历史面貌，为推动早
期岭南探源工程的实施作出贡献。

据了解，早期岭南探源工程由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将联
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深圳市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珠海博物馆、中
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以及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机
构，整合各市县（区）考古文博力量，

共同实施相关研究项目。
在早期岭南探源工程实施过程

中，广东还将加强本省与广西、海南
及港、澳地区的区域协作，推动联合
开展“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同时
增进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交流合
作，拓宽相关课题研究的学术视野、
提升科研成果的国际影响力。

相关负责人还提到，从事考古
工作不能急功近利，只能久久为
功。“早期岭南探源工程有着长远的
目标，结合广东现有的考古工作基
础和专业技术力量，我们将分两个
阶段实施，到 2025 年将有初步成
果，到2035年将收获重大成果。”

记者了解到，该工程第一阶段
（2023-2025 年）将开展一批区域性、
专题性考古调查项目与重要遗址的
发掘及研究工作，相关课题申报国家
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立项并
实施；完成一批重要考古资料的整理
和报告出版，形成一批重要考古成
果；依托考古成果开展公众考古活
动，编写科普类读物，推动磨刀山考
古遗址公园、马坝人-石峡考古遗址
公园立项工作，推进青塘考古遗址公
园立项单位和黄埔陂头岭、珠海东澳

湾等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工作。
第二阶段（2026-2035 年）将针对

课题任务持续开展区域性考古调查
与重要遗址发掘工作，基本完成本地
区先秦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工作；
通过多学科研究和重点攻关，在远古
文化发展、古人类演化、旧-新石器
时代过渡路径及机制、先秦聚落形态
演变、文明进程中的生业与技术等课
题上取得重要成果，厘清岭南与长江
流域、黄河流域等区域的文化交流互
动，摸清岭南与东南亚地区的密切联
系；系统阐释岭南地区古人类起源与
演化历史、岭南早期文化与社会发展
道路及机制、岭南在多元一体中华文
明起源与形成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
建立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岭南在中华
文明对外交流重要地位的历史由来
等关键问题。

早期岭南探源工程涵盖
“岭南旧石器文化与远古人类
研究”“岭南旧-新石器时代
过渡研究”“岭南地区中国化
进程研究”三个任务。

其中，“岭南旧石器文化与
远古人类研究”课题将立足于
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
地点群，结合南江流域周边及
省内其他区域的古人类遗址与
古哺乳动物化石地点，系统开
展田野考古、年代学、古人类体
质特征、古DNA、环境考古及
动物考古等研究工作，以完善
本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年代框
架与发展序列，探讨岭南乃至
整个华南-东南亚地区早期人
类起源与演化、适应模式演进
等问题。

“岭南旧-新石器时代过
渡阶段研究”课题则立足于英
德青塘遗址等晚更新世晚期
至全新世早期洞穴遗址，开展
岭南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
渡阶段环境背景、年代框架及

文化演进路径方面的研究，讨
论岭南地区晚更新世末期生业
经济问题，对更新世末期岭南
地区出现的新型工具门类的生
产技术与功能进行研究，深入
探讨华南-东南亚地区旧-新
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农业起源、
现代人扩散等重大问题。

“岭南地区中国化进程研
究”课题立足于英德岩山寨等
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综合研
究，同时系统开展广东境内不
同自然地理单元的区域调查、
发掘和研究，完善广东新石器
时代至秦汉之际考古学文化谱
系，梳理岭南内部、岭南与岭北
的文化关系与交流互动，对岭
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形态演变
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环境背景
与生业及手工业经济、岭南早
期沿海居民与海洋文化、早期
社会文明化与中国化区域模
式、岭南与东南亚及西南太平
洋地区早期人群迁徙和文化交
流等问题展开系统研究。

记者了解到，2023年广东省
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今年的工
作安排时提出“加强文物和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早期岭南探
源工程”。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负责人随后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也表示，今年将正式启动早期
岭南探源工程，系统梳理广东从
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人类
与文化发展历程。

2002年，国家启动了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探源研
究以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
石峁和河南二里头4个都邑性遗
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
中心性遗址作为工作重点，从中
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周围地
区聚落分布调查。

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早期
岭南探源工程的重要目的之一，
就是希望引起国家层面的高度
重视，争取将“早期岭南探源工

程科学研究计划”纳入国家整体
学术计划中。其次，要进一步梳
理广东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让
岭南地区的历史轴线更加清晰
和丰富。希望未来能将早期岭
南探源工程的丰富成果，通过展
览展示、公众考古等方式让社会
大众共享考古成果，感受中华文
明的厚重及源远流长。

根据获批的“早期岭南探源
工程科学研究计划”，该工程旨
在通过考古调查、发掘和多学科
研究，系统梳理广东从旧石器时
代至秦汉之际的人类与文化发
展历程，科学阐释岭南地区古人
类起源与演化历史、岭南早期文
化与社会发展道路及机制、岭南
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与形
成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历
史进程中的贡献、岭南在中华文
明对外交流重要地位的历史由
来等关键问题。

列入2023年省政府工作报告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早期岭南探源工程涵盖三大任务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主动性考古发掘将助力考古工作品质提升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多机构参与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将分两阶段实施，拟到2025年有初步成果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英德青塘遗址“青塘少女”清理现场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资料图

▲英德青塘遗址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资料图

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朱绍杰 黄宙辉

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发布的一条消息引
起关注：“珠海考古新突破 两项目入选广东省‘早
期岭南探源工程科学研究计划’”。
经羊城晚报记者向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职能部门

证实，“早期岭南探源工程科学研究计划”确已于日前
获广东省委、省政府通过，酝酿已久的早期岭南探源工
程将正式启动。

记者了解到，早期岭南探源工程实施时间从2023
年起至 2035年，研究范围为旧石器时代早期至西汉
南越国时期，绝对年代为距今约80万年至公元前110
年左右。以时间为线索，研究内容将围绕岭南旧石器
文化与远古人类演化、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岭南地区
中国化进程这三个重大课题展开，以郁南磨刀山遗址、
英德青塘遗址、英德岩山寨遗址等为代表的重要遗址
是此次计划的工作重点。

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