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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
守正与开新辩证统一

现在讨论岭南文化，常常强
调其创新的一面，其实岭南文化
守正的一面同样熠熠生辉。文
化要发展，但也要有根，守正守
的就是文化的根基，这与二者辩
证统一，不可分割。

追根溯源，岭南人是自秦代
以来历代的南下移民和岭南原
住民融合而成的。移民有一个
特点，就是要记住自己从哪里
来，记住自己的根在哪里。

岭南人“根”的意识亦可见
于岭南的诗、书、画当中。岭南
诗歌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长期
保有唐音。从唐代的张九龄到
明末“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
恭 尹 、梁 佩 兰 ，直 到 清 代 的 黎
简、梁鼎芬，始终一脉相承。雅
正而博大的唐音，使岭南诗一直
保存了一份盛唐的气息。

再看岭南书法与岭南绘画，
从岭南第一位有全国影响力的
书法家陈白沙开始，到清代的李
文 田 、康 有 为 等 ，画 家 从 苏 六
朋、苏仁山到居廉、居巢，再到
民国年间的广东国画研究会，始
终是立足传统而求新变。

对于艺术而言，创新都是必
然的追求，但是所有新变都应该

立足于传统。没有植根于深厚
的文化传统，强求变革就是一种
伪变革。坚持守正与开新的辩
证统一，中国的文脉就永远都不
会断。

当然，传统文化当中有精华
也有糟粕，但何为精华、何为糟
粕，不是由几个人说了算。只有
把传统保存下来，交由时间来检
验、社会来检验，我们才能得到
答案。

陈白沙：
“诗以载道”的践行者

对于陈献章的历史地位，普
遍的观点认为，他是明代心学的
奠基人，开阳明心学之先河，这
个说法没有错，但不足以评价白
沙先生的成就。

陈白沙其实没有用长篇大
论来阐述心学，也没有传习录、
静心录一类的东西。他的贡献
更多是在于“以诗立教”。中国
古代强调“诗教”，陈白沙把“诗
教”继承了下来，成为岭南唯一
一位从祀孔庙的学者。在我心
目当中，陈白沙是一个诗人，是
诗歌教育者，是“诗教”最有力
的推行者。

与朱熹、王阳明等人不同，
陈白沙教书育人，不是坐在课堂
里一本正经地讲学。他家在广

东新会，四方学子前来求学，他
就带着学生聊天、喝酒、赏花、
泛舟水上，在吟诗唱和之中，潜
移默化地教育学生。他最得意
的几位学生，如湛若水、梁储、
林光、张诩等人，都成为了名重
一时的诗人。

且看他的两首诗：
“一样春风几样花，乾坤分

付各生涯。如今著我沧江上，只
有秋香扑钓槎。”（《和林子逢至
白沙》）

“江云欲变三秋色，江水初
交十日秋。凉夜一蓑摇艇去，满
身明月大江流。”（《偶得示诸
生》）

上面引的这两首诗，有丰富
的象外之意，是真正的好诗，属
第一流。特别是“凉夜一蓑摇艇
去，满身明月大江流”两句，阐
发“以静应变”“万化自然”的哲
学观念，但又撇开说理，用意象
传达出内心旷远豁达的意境。

陈白沙的书法，亦是从“守
正”开始。他年轻时参加科举，
像其他读书人一样攀升仕途。
那个阶段留下的碑文，每个字都
是端端正正的工楷。但后来令
陈白沙书法声名远播的，却是他
创造的茅龙书法，疏野苍劲，挥
洒自如。陈白沙用书法表现自
己的哲学思想，表现内心鸢飞鱼
跃、自得自然的境界。

梁鼎芬：
“宋骨唐面”的崭新诗风

梁鼎芬是清末维新派的重
要成员。作为张之洞最重要的
幕僚，他对岭南与两湖的文化教
育事业都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同时他还是一位享誉大江南北
的诗人，称得上“诗名满天下”。

梁鼎芬的诗，延续了岭南诗
保有唐音的传统。但与其他人
的“学唐”不同，其诗风被称作

“宋骨唐面”，继承了唐代优美
的语言，风格上面有笔力，有清
刚的一面，这是一种大胆的创
新。他的书法也是如此，在尊重
传统的基础上，灵活多变，形成
自己独特的风格。

可以说，不论是陈白沙，还
是梁鼎芬，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都是守正与开新辩证统一的成
果，都是岭南文化优秀传统的
结晶。

说 起 岭 南 文 化 ，人 们 常 常
强调一个关键词——敢为天下
先 ，其 开 拓 进 取 、积 极 创 新 的
精神为人津津乐道。其实，文
化在传承中发展，成功的创新
背后必然离不开对传统的尊重
与传承。正是守正与开新的辩
证统一，缔造了一个厚重辉煌
的岭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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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唐代最重要的对
外港口，朝廷在此设有市舶
使，检查出入海港船舶，征收
商税。近水楼台先得月，唐代
广东出现了一些专供出口的
外销瓷生产基地。“黑石号”沉
船上有约700件产自广东地区
的陶瓷器，数以万计的长沙窑
彩绘瓷碗和部分北方邢窑系
白瓷是装盛于推测可能是广
东地区瓷窑场所烧制的大型
瓮罐之中。

于是，这些展览还反映出
中国历史上中原文化与岭南
文化、海丝文化的勾连。通过
展览，羊城观众得以从更多途
径去读懂广州、读懂岭南、读
懂海上丝绸之路。

“在策划中国古代陶瓷
系列展的过程中，我们着重
挖掘、展示与海上丝绸之路
文化相关的内容。”据介绍，
比如《面向海洋——长沙窑
瓷器精品展》独辟蹊径，就从
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使者的角
度来策划，并强调其与广东

窑口瓷器的关联。
唐 代 重 要 的 外 销 窑 场

——长沙窑兴盛于“安史之
乱”后的中晚唐，这一时期海
上丝绸之路渐趋繁荣，长沙窑
主动迎合市场的需求，吸收其
他窑口之所长，融合诸多域外
文化元素，充分利用湘江通江
达海的水路优势，将其产品通
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至东
亚、东南亚、南亚及西亚、东
北非等地区。长沙窑不仅“器
行天下”，还“技传海外”，其
瓷器风格和制瓷技术也极大
地影响了当时世界上的其他
地区，尤其是日本奈良三彩、
朝鲜新罗三彩以及伊斯兰陶
器等。

从“黑石号”沉船出水的
瓷器情况来看，诸多小件长沙
窑瓷器整齐地摆放在广东窑
口生产的大瓮中，之后再用灰
土填充、密封好，以便最大限
度地减少瓷器在整个运输过
程中的损耗。由此可见，广东
窑口生产的陶瓷器与长沙窑

瓷器的外销存在诸多关联。
而在“发现越窑”“发现

定窑”展览中，策展人也开辟
一个独立的展示空间，呈现
这两大窑口陶瓷器的外销以
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
早期越窑青瓷在晋代就已开
始流布海外，是我国最早大
批销往海外的贸易陶瓷，在
唐代，它与长沙窑、邢窑、定
窑一起，掀起了中国古代陶
瓷外销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由此而形成的“海上陶瓷之
路”成为沟通亚、非等洲文化
交流的桥梁。

同时，越窑青瓷的制作
技术，也随着产品的外销，向
外交流传播至今天韩国的全
罗道康津与全罗北道扶安等
地，使朝鲜半岛烧制出了“制
作工巧，色泽尤佳”的“翡色”
高丽青瓷，还发展成为青瓷
输出地。定窑瓷器和制瓷技
术也沿着海路输出到日本、
朝鲜等和东南亚、中东、北非
等国家和地区。

大格局
“大湾区文学征文奖”开启

香港回归 25 周年之际，
香港作家联会推出“明月湾
区”文艺园地，并联合《羊城晚
报》等共同举办“大湾区文学”
征文奖，为“文艺大湾区”鸣锣
开道，把香港文艺创作活动融
入“文化大湾区”大格局中。

大赛以“文化大湾区的
故事”为题，征稿日期为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评选结果将于2023年
7月于香港书展期间公布，同
时举办颁发奖项。

榜单
2022年新白金与大神
作家榜单发布

阅文集团发布了2022年
原创文学新晋白金作家榜
单，共有 4位作家上榜：卖报
小郎君、千桦尽落、闲听落花
与言归正传。2022年原创文
学新晋大神作家则有饭团桃
子控、佛前献花、姬叉等12位
上榜，与去年相比今年榜单
人数有所缩减。

乡邦文献
《广府文库》第一辑首发

6 月 25 日，《广府文库》
第一辑新书在广州首发。该
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广府
人联谊总会、广东省广府人
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合
编，是一套研究广府文化的
大型地域文化丛书。

据悉，该套丛书计划从
2022 年起用 10 年时间完成
出版，每年出版一辑。今年6
月推出第一辑之《广府百问》
《西樵四书院》《车陂龙舟》
《水乡漳澎》等。

风华正茂
广深重要美术馆举办
开馆25周年系列活动

1997年是广东地区重要
美术馆“井喷”之年。日前广
东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何
香凝美术馆纷纷迎来建成开
馆25周年。各大美术馆策划
举办相关活动，借此与广大群
众共享广东文化发展硕果。

其中，深圳市关山月美
术馆重点推出四个精品展览、
两个文化战略合作项目、一个
数字美术馆、一场美术馆之
夜，并将联动推出 25 场系列
公教活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
特展，以丰富的馆藏呈现出该
馆发展，以此纪念何香凝先生
在中国革命及新中国侨务工
作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共享
第六届画廊周北京揭幕

6 月 23日，“第六届画廊
周北京”拉开序幕。本年度
以“共享”为主题，30余家参
展画廊和非营利机构带来40
场展览，也让它已经成为今
年上半年难得的大型线下艺
术活动。

“第六届画廊周北京”展
出了不少重要当代中国艺术
家作品。比如，著名艺术家
罗中立推出大型回顾展《重
返 起 点: 罗 中 立 回 顾 展
1965-2022》，200 余件作品
构成了其迄今为止最全面的
一次作品回顾。

经典
剧版《三体》新预告亮相

由杨磊执导、田良良编
剧的电视剧《三体》发布命运
投影版海报和尘埃版预告
片。农场主假说、幽灵倒计
时、“三体游戏”等原著经典
元素首次亮相，引发网友讨
论，该剧预计年内上线。

明代的陈献章与清代的梁鼎芬，是岭南诗坛上
的两面旗帜。他们的诗作享誉大江南北，对后世影
响深远。

6月29日，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诗人和书
法家陈永正先生莅临楠枫书院，带来“岭南文化新
讲”第十二场讲座。陈先生以岭南历史上两位大诗
人陈献章、梁鼎芬为例，探析岭南文化守正与开新辩
证统一的优秀传统——

陈永正：守正开新，文脉永续
文本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通讯员 吴启东
摄影/Ratty 李元清

【链接】

宋之雅事，
不可无定窑

定窑是我国历史上最为
著名的白瓷窑场之一，窑址位
于河北省曲阳县，在中国陶瓷
生产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
要地位，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
之一。

“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
白。”在承继邢窑精细白瓷的
烧制技术基础上，定瓷在七百
余年中不断精进与创新，形成
了以白瓷独步天下的美誉，对
此后的瓷器发展也形成了深
远影响。与此同时，定窑产品
货贩四海，远销朝鲜、日本、埃
及等地。

定窑白瓷名闻天下，是宋
代宫廷御用以及贵族供奉佛
陀 之 首 选 。 上 个 世 纪 60 年
代，建于北宋初期的定州静志
寺 、净 众 院 塔 基 地 宫 出 土 了
170 件如玉石般光润的白瓷，
这批瓷器是北宋早期有明确
纪年的标准器物，弥补了北宋
早期定窑历史空白。此次展
览就展出了多件静志寺塔基
地宫出土的一级文物。

宋人生活方式因“雅”而
备受关注，作为茶、酒、花、香
等不同形式的具象载体，瓷器
承载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定瓷
的雅更是与宋人的雅相得益
彰。定窑生产的茶碗、盘盏、
执壶 、花器 、珍玩 、瓷枕等品
类，皆成为诸般雅事中不可或
缺 的 用 具 。 苏 轼 在《试 院 煎
茶》一诗中吟咏：“又不见今时
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
红玉。”

南越王博物院还精选了
院藏 17 件精品文物以及多
件标本，推出“定窑花枕”微展
览，其中一级文物 8 件展示
了釉色多彩、花样繁多的定窑
花枕，展现定窑缤纷多彩的美
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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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州市解放北
路的南越王博物院王墓
展区，一个名为《发现
定窑》的展览正在热
展。294 件/套定窑各
时期的瓷器、窑具、标
本，让羊城观众得以近
距离领略古陶瓷之美。

《发现定窑》展是南
越王博物院推出的《中
国古代陶瓷系列展》中
最新的一个。该系列自
2015 年推出首个展览
《发现邢窑》，至今已有
八大展览。

青瓷、白瓷，吉州
窑、越窑、长沙窑，五代
越窑青釉花口盏、定窑
白釉弦纹盘口瓶……中
国历史上著名的窑口及
其生产的古陶瓷，在经
历了千百年的洗礼和沉
淀后，于羊城再现辉煌。

古瓷频访羊城
海丝连接世界

南越王博物院是一座以
南越文王墓、南越宫署遗址
为基础建立的遗址博物院，
为何对中国古陶瓷兴趣如此
浓厚？

南越王博物院陈列展
览部策展人员告诉记者，该
院与中国古代陶瓷的渊源
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1993
年，爱国实业家、陶瓷枕鉴
藏家杨永德伉俪将其珍藏
的200余件中国古代陶瓷枕
捐赠给南越王博物院。博
物院一方面为这批文物开
辟出专门展厅，举办常设展
览永久展出，以供公众欣
赏；另一方面确定了征集陶
瓷枕类文物的目标，不断加
大瓷枕的收藏力度。此后，
博物院为了深入研究这批
来自不同窑口的陶瓷枕，开
始策划、推出针对中国古代
名窑瓷器的系列展览。

自 2015 年起，南越王博
物院开始系统、有序地推出
中国古代陶瓷系列展。目前
已举办的该系列展览包括：
2015年的《发现邢窑》、2016
年的《美成在久——中国原
始青瓷展》、2017年的《枕语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枕
展》、2018 年的《吉州窑——
江西省博物馆馆藏吉州窑瓷
器展》、2019年的《面向海洋
——长沙窑瓷器精品展》、
2021 年的《发现越窑——上
林湖越窑青瓷展》、2022 年
的《发现定窑》。此外，2019
年，南越王博物院结合最新

研究成果和最新展示方法，
对“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专
题陈列”进行陈列改造升
级。八年推出的这八大展
览，再现了中国古代陶瓷的
辉煌。

馆方介绍：“这些展览
都承载着我们一个共同的
心愿——尽力对中国古代
名窑瓷器进行展示和梳理，
同时向广大观众呈现光辉
灿烂的陶瓷文化和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

对于中国古代陶瓷系列
展的下一步办展计划，南越
王博物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他们将以更灵活、多元、
趣味的方式呈现广东以及院
藏陶瓷精品，比如“西村窑瓷
器展”“陶瓷总动员——文物
里的动物世界”“明代广东仿

龙泉窑青瓷展”等，为观众解
码更多蕴藏在中国古陶瓷里
的知识和秘密。

记者了解到，在广州，不
仅是南越王博物院，还有其
他文博场所也在策划相关陶
瓷展览，推介中国古陶瓷文
化。“广州博物馆馆藏有 13万

多件文物，应该把所有‘睡’
在库房里的文物拿出来，与
公众共享。”广州博物馆馆长
吴凌云介绍，近两年该馆接
连推出《龙泉之美——馆藏
龙泉青瓷展》《德化之美——
馆藏明清德化白瓷展》，大量
精品得以与公众见面。

展望：继续引进更多名窑瓷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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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陶瓷枕 探寻：勾连岭南文化与海丝文化

▶唐 长沙窑青
釉“ 君 生 我 未
生”瓷壶

▲东晋越窑青
瓷鸡首壶

▲
西
晋
越
窑
青
瓷
虎
子

▲唐 长沙窑青釉
褐绿彩草叶纹瓷罐

▲北宋越窑青瓷莲瓣纹粉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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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褐地牡丹
花擎荷叶娃娃枕
（金代）

▶定窑花瓣口划花盏托（北宋）

宋人的风雅生活中少不了瓷器

陈永正先生在展示茅龙笔与茅龙笔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