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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一周】

西埔村的文化宝藏正在被
挖掘出来，然而更多的乡村文化
资源还藏在深闺。据不完全统
计，惠州目前共有 30 个国家、
省、市级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
的乡村文化资源。古村落大多
形成于清代之前，广府、客家、潮
汕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丰富多彩
的建筑文化，并保留着某一历史
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
俗风情。

据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提供的资料显示，在惠州市乡
村 文 化 遗 产 中 ，最 大 规 模 的、
融合多种艺术门类的遗产，就
是上万座百年以上的古屋和上
百个基本保存完好的古村。随
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不少
乡村古建筑已经人去屋空。原
住民的流失，使传统文化之魂
游 移 。“ 空 心 化 ”导 致 人 才 缺
失，文化认同断裂导致保护意
识淡薄。

“丰富的乡村文化是经过几
代甚至几十代人，与自然和社会
相互竞争、融合的结果。其本身
就蕴含着热忱的人间气息，具有
强大的感染力和无可替代性，同

时具有唯一性！”有着丰富的乡村
文化调研经验的青年学者曹杰
认为，要对乡村文化进行追根溯
源，通过深度的挖掘和整理，展
现乡村现在或者是曾经有过的
特色文化：“并非是千里迢迢将
其他地区成功的经验和成果复
制过来，出现‘处处马头墙，家
家仿古木，村村广场舞’的千村
一面状况。”

他建议，挖掘和整理乡村文
化，既要包括聚落形成的渊源、熔
铸的精神、代表性的民俗节庆、古
迹古木、传说故事和人物等古代
文化积淀，也要包括近现代的产
业、组织、红色基因等。同时，进
行一定的总结和反思，为乡村文
化振兴提供参考和依据，进而提
炼出符合村民认知、最具代表性
的文化标志。曹杰认为：“根植于
本土的乡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特
色，持久运行，保持旺盛的生命
力。”

对此，惠州学院地理与旅游
学院院长戴学军深表认同。“惠州
丰富的乡村文化遗产在推进乡村
振兴的新时代，仍有很大的发挥
空间。”他认为，保护与利用乡村

文化遗产要基于三个原则——首
先需要系统的保护，不仅要保护
文化资源本体，还要保护其得以
传承、发展的整个人文社会、自然
环境的系统，脱离了这个系统的
保护是失真的或庸俗化；其次，要

“活化”文化资源，要有物质的、非
物质的载体来表现，充分提炼挖
掘，融合到乡村的生活与生产中
去，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在保
护与利用中要体现乡村情怀，避
免过度商业化。

他建议，文化资源的保护
利 用 ，需 要 结 合 乡 村 振 兴 ，落
实 到 全 域 旅 游 的 具 体 项 目 中
去。具体而言，要求相关部门
做好科学规划，从文化资源本
身的发生发展规律出发，打造
个 性 化 IP，获 取 产 业 发 展 动
力，“但最重要的是，要回归到
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出
发，提升乡村文化事业”。

2021 年冬春航季将于 10
月 31 日开始，届时惠州机场
每 周 计 划 航 班 架 次 达 到 450
架次，通航 34 个城市，并新增
兰州、万州、绵阳、西双版纳、
兴义五个城市的航线。

近 日 ，“ 惠 州 十 大 红 色 名
片”“惠州十大红色遗址”评选
结果出炉。叶挺、秘密大营救
等入选“十大红色名片”，东江
纵队纪念馆、挺秀书院等入选

“十大红色遗址”。

日前，首届广东农业科技创
新产业大会举行，惠州惠城区丝
苗米产业园在全省 177 个省级以
上产业园中脱颖而出，入选广东
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十大科技创新
示范园。

日前，惠州市交通规划与建设事务中心在惠州市中介
超市发布采购公告，涉及惠州西湖景区旅游基础及配套工
程（一期）包含下角南路下穿隧道、丰山游客集散广场、地
下停车场和地面大巴停车场以及附属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14.69 亿元。

（李海婵）

惠州位于五岭之南，东江之滨，这
里山海相拥，物产丰饶。如果将这座
城比作是一座气象万千的花圃，那么
遍布于溪流山川之间、文化相近、气质
不同的乡村，便是这座花圃中异彩纷
呈的花朵，共同构成了满园春色。行
走在惠州的乡村，无论是群山之间的
龙门，还是大海之畔的惠东，抑或是日
新月异的仲恺，虽然气质不同，但是流
露于乡土之间、让人顿生暖意的质朴
与厚重却是一致的。

这种质朴，包括民风上的淳朴。
每次我们深入乡村做文化挖掘和整理
工作，用敬畏之情看着村中的长者翻
开陈旧的族谱，用心听他们讲起过往
时，总会与村民心灵相通，感受到他们
的自豪与淳朴。在行走的过程中，不
仅得到村民的礼遇，还和村民成为朋
友，我们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或许，
正是这种淳朴之气，让惠州人有了无
惧风雨的力量，最终凝练成崇文厚德、
包容四海、敬业乐群的惠州精神。

这 种 质 朴 ，也 包 括 民 俗 上 的 古
朴。在惠州的乡村，大者百余户，小者
三五户，都会建有自己的祠堂，供奉着
本族的先祖。即便是地瘠人少的山
村，祠堂也是最耀眼的建筑。从新春
上灯到重阳敬老，祠堂承载着对先祖
的记忆，也承载着四时轮回、慎终追远
的情怀。虽然很多祠堂已经凋敝朽
坏，但是红白喜事、节庆团圆之际，大
家还是会自觉回到这里，敦叙血脉一
家之情，使民德归于淳厚。此外，如婚
嫁的六礼、春节的“送穷”等乡村民俗，
依然保留了唐宋时的余韵。这些民俗
在千里之外的中原故土，很多都已经
难觅踪迹。

如果说质朴是一张质地优良的宣
纸，那么厚重之气就是一支巨笔，勾画
出乡村的文脉与色彩。明代惠州“湖
上五先生”叶春及，是著名的方志学
家、执拗知县。从他的《先府君退斋先
生先孺人方氏迁墓志铭》可以得知，其
母亲方氏是“归善海滨赤岸人”，幼时
面对凶残的山贼，沉着冷静；成年嫁到
夫家之后，面对窘迫的生活，大度从
容；年长面对家族的庞杂事物，条理分
明；中年后面对外嫁遗女生活苦难，节
省用度，真心相助。她的一生，可谓海
量汪涵，也深深地影响并成就了叶春
及。

数百年过去，时至今日，铁涌镇考
洲洋畔赤岸村依然是方氏的聚居之
地。这里以养生蚝而闻名。行走在海
滨，常看到头戴凉帽的妇女，忙碌于阳
光炽热的蚝场。她们那坚毅的眼神、
充满善意的表情、古铜色的肌肤，和叶
春及笔下的母亲异常神似。这种厚重
之气，一脉相承，经过数百年的沉淀，
浸染了惠州人的性格，砥砺了岭东雄
郡的雄武气魄。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富有个性的乡村是一座文化富矿，
每个靠近她的人都能在这里汲取营
养。但是随着很多乡村的空心化和同
质化，这些传承已久的古老文化也开始
慢慢消散。未来，即便是无法延续那些
文化形式，至少要将其用文字记录下
来，传之后人，让其滋养更多的人。

深挖文化资源 赋能乡村振兴
近日，记者从惠州市龙门县

获悉，当地正投入 3600 万元打
造“中国好人村”——西埔村，预
计明年“五一”前完工。西埔村
拥有700多年历史，遗存了大量
的文化资源。厚重底蕴孕育出
古朴民风，一村出现两位“中国
好人”，全国罕见。如今，西埔村
正充分活化富有特色的文化资
源，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西埔村或可成为惠州挖掘
与展示乡村文化、推动乡村振兴
的样本。“岭东雄郡”惠州有着山
海形胜的雄阔地域，传统古村落
更是星罗密布，千百年来孕育出
千姿百态的乡村文化。在推进
乡村振兴的新时代，惠州乡村文
化资源在保护和利用上仍有很
大的发挥空间。专家呼吁，丰富
的乡村文化资源亟待挖掘保护，
做好科学规划，打造个性化IP。

具有具有700700多年历史的龙门西埔村民风淳朴多年历史的龙门西埔村民风淳朴，，正投入正投入36003600万元加强各项建设万元加强各项建设

西埔村洋溢着动工建设的
火热氛围。现场装运、堆放着各
种建筑材料，“中国好人村”项目
建设初具雏形。步入村内，“中
国好人村”的招牌格外醒目。一
座座精致的瓦房映入眼帘，随处
可见精美的墙绘，讲述好人故
事。好人榜、好人壶、好人广场、
好 人 门 楼 等 处 处 可 见 好 人 元
素。未来，这里将展示成百上千
幅中国好人故事系列墙画，让游
人观赏“打卡”。

村内古迹众多，保存完好，形

成了一道道古色古香的风景线。
黄氏荣泰祠堂建筑雄伟，不远处
一座四层楼高的青砖木质结构碉
楼，与祠堂相守相望；村内几口古
井汩汩，与墙壁上的村规家训遥
相呼应。“荣泰祠堂、碉楼保存最
为完整，始建于南宋末年，有700
多年历史了！”村里长辈介绍，以
前曾有百户村民居住其中，古井
更是孕育了一代代西埔人。

不难得知，这是一座拥有悠
久历史的古村落。西埔村，古称
下西埔，南宋期间，西埔村西埔围

由旧梁村谭田围迁移过来。因位
于谭田西边的一大片开阔平地，
故名西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西埔村培育沉淀了以宗祠为
载体、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宗族
文化。如今，全村遍布着族谱、牌
坊、楹联、祖训和家规等文化资
源。

厚重的历史底蕴孕育出了纯
真淳朴、崇德向善的民风。近年
来，西埔村先后出现了两位“中国
好人”、两位“广东省好人”和八位

“惠州市好人”，是名副其实的“好

人村”。为何这里好人好事蔚然
成风？西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黄子能介绍，追溯源头，西
埔祖先先建祠堂，后建碉楼，立祖
训，定村规，推崇“积德行善”的古
训。村民族人和睦相处，互帮互
助，道德因子古已有之，代代相
传。多年来村里注重弘扬尊老爱
幼、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2016
年，跳海救人英雄黄子能和“独臂
雷锋”程木华两位村民荣登“中国
好人榜”，西埔村的好人文化远近
闻名。

立足于深厚的文化底蕴，
2017年，在帮扶单位惠州市商务
局的大力支持下，历时 8 个月调
研后，“中国好人村”启动建设。
通过清理沟渠池塘溪河淤泥、拆
除危旧房等，完善基础配套设施，
西埔村旧貌换新颜。

外在颜值“塑形”，内在乡风
“铸魂”。依托好人文化，西埔村
创新并实行了许多特色做法：每
年开展“西埔好人”的评选；成立
了互助合作社；制订了《好人村公
约》；设立了爱心基金，扶贫助困，
奖教奖学；建起了阅读亭，藏书
角；设置了碉楼文化馆，展示村史
文化、农耕文化以及其他中国传
统文化……其中不少做法具有借
鉴意义，甚至全市首创。这不仅
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村民生活，
也让游客在游览时感染于心，教
化于行。

“中国好人村”的建设不仅
仅局限在吃农家饭、住农家屋
等浅层次开发方面，更在于全
面盘活和深入挖掘乡村旅游资
源潜能，打造场景化、沉浸式的
互动体验。据介绍，“中国好人
村”将建设成集孝、敬、礼、好人
文化、互助文化为一体的颂扬
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示范村，
分为五大体验区——好人文化
体验区、孝文化体验区、敬文化
体验区、礼文化体验区、互助文
化体验区。例如在礼文化体验
区，游客可以体验到印染、文化
剪纸等传统技艺，还可以在礼
仪小讲堂、文化游戏会和文化
故事会上，与省市县好人近距
离交流。在互助文化体验区，
人们可以参观农耕文化馆，感
受亲水田园风光。

走访当天，村里有机水稻进

入成熟期，金色的稻浪在风中
翻涌；蔬果采摘基地里，农产品
的盛宴让人眼花缭乱；鳗鱼养
殖场中，游客可以抓鳗鱼，品烤
鳗，美味食品令人垂涎欲滴……
黄子能介绍，接下来将加大项
目推进力度，依托“ 中国好人
村”，联动周边文旅资源，筑巢
引凤，发展乡村旅游观光、民宿
和农家乐餐饮服务。“下次你们
再来，变化就会更加明显了！”
他充满希望地说道。

龙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廖
俊海介绍，西埔村的探索只是一
个开始。未来，当地将持续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地域文化和
乡土文化，积极策划组织开展节
事活动，打造乡村文化名片，努力
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
一风、一村一韵”的乡村文化产业
发展新格局。

满园春色话乡村
文/曹杰

700多年古村落古迹保存完好 好人好事蔚然成风

五大体验区打造沉浸式氛围 探索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惠州乡村文化资源待挖掘 需打造个性化IP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骁鹏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通讯员 龙门宣

小孩在宗祠前无忧无虑玩耍 黄克锋 摄

西埔村内的好人照片墙 黄伟光 摄

西埔村美景 黄克锋 摄

西埔村内随处可见“好人”主题的精美壁画 黄伟光 摄

红色文化
推动文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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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盐业扩张
影响惠州沿海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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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洲岛昔日渔盐丰饶
今成旅游摄影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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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西湖”
惠州人的文艺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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