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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本培元，在赓续历
史文化中坚定自信，谱写
华章。梅州市五华县是
文化之乡、足球之乡、中
华诗词之乡、广东省戏剧
之乡，是中国内地现代足
球发源地，世界球王李惠
堂的故乡，同时又是一座
红色革命之城，拥有深厚
的革命历史，蕴藏着深厚
的历史文脉。

今年6月，中共广东
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作
出“锚定一个目标，激活
三大动力，奋力实现十大
新突破”的“1310”具体部
署,为全省上下坚持以高
质量发展为牵引、奋力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走在前列提供了行动
方略。

把握新机遇，奋进新
征程。五华县认真落实
中央和省、市的决策部
署。坚定文化自信，用
“文化力量”推动发展繁
荣，以“文化动能”提升城
市形象，全力推进苏区融
湾先行区建设，深入实施
“百千万工程”，努力走出
一条新时代老区苏区振
兴发展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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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
文脉

足球有“世界第一运动”的
美誉。在五华县，足球文化特
别浓厚，可以说五华与足球有
着不解之缘。

五华是一座血液里流淌着
“足球基因”的城市。2015 年
11 月，五华元坑被国家体育总
局认定为“中国内地现代足球
发源地”。回眸历史，在 1873
年，两名德国传教士毕安与边
得志曾在五华元坑创办中书
院，在中书院右边的山窝里开
辟了一个足球场，教学生踢足
球，首次将足球运动作为体育
课程传授。这是中国历史上关
于现代足球最早的记载。

半个世纪后，距离元坑不

足50公里的五华横陂镇老楼村
联庆楼，尚值幼年的李惠堂在
宽敞的门坪练习射门技巧。彼
时的他也许想不到，自己以后
竟成为了中国著名足球运动
员、“世界球王”。据了解，李
惠堂 1905 年出生，4 岁回到老
家五华，常常用柚子对着墙上
的狗洞练球，最终练就出两条

“铁腿”。
20世纪 20年代，上海流传

着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
看球要看李惠堂”。据了解，
1965年李惠堂当选国际足联副
主席，是迄今为止在国际足联
任职级别最高的中国人。1976
年，联邦德国《环球足球杂志》
组织世界球王评比活动，李惠
堂和来自巴西的贝利等 5 人一
起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

五华利用足球文化，擦亮
城市名片。今年8月 1日，梅州
五华·元坑遗址景区免费对外
开放。该景区是国家 3A 级旅
游景区，景区内复建了中书院、
原足球场、东门、西门、环山跑
道等旧址，新建了瞭望台、毕

安和边得志雕像、游客服
务中心、现代足球

之路、师德园、
现代足球

文化启蒙园和景观道路等景区
设施。元坑也利用足球文化这
一“金字招牌”，大力发展足球
文化+文旅产业，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

现如今，足球运动在球乡蓬
勃发展。目前，五华有各级各类
足球队 366 支，标准足球场地
291 块，平均每万人拥有 3.1 块
足球场、居全国第一，参与足球
这项运动的高达20多万人。自
2013 年以来，五华组织开展校
园足球三级联赛、“球王杯”足球
联赛、机关足球联赛、乡镇足球
联赛等各级赛事，平均每年达
2000 多场次。实现了校园足
球、社区足球、机关足球、职业足
球全覆盖。每逢足球赛事“万人
空巷”看球，火爆的足球场成为
五华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据统计，2016年以来，五华
共夺得市级及市级以上足球赛
冠军 67 个。2021 年梅州五华
代表队夺得第十四届全运会群
众项目足球比赛“一金一银”，
梅州客家 U14 队获得 2023 年
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全
国冠军。

五华县讲好球乡故事，深
挖足球文化。借赛事展示球
乡风采，创造发展机遇，以球
赛为媒逐渐成为该县足球振
兴的现实路径，营造了浓厚
的球乡氛围，点燃足球城市
梦想。

“华城古迹长乐宫，狮雄古
塔在城东；西边有座城隍庙，东
征遗址落城中。”这是流传于五
华的一首民谣，唱出了文化之乡
五华的厚重人文历史。

长乐风物多，文脉源流长。
五华古称长乐县，地处广东省东
北部，韩江上游，人文积淀深厚，
英才辈出。悠久的历史为当地
留下了许多古文化遗址和珍贵
文物。

位于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
的狮雄山遗址，是秦汉南越国时
期的一处大型建筑遗址。“从现
有的考古成果和五华当地的民
俗文化来看，很多都可以从狮雄
山秦汉建筑中找到证据或线
索。”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周云
水博士表示，自秦汉以来五华风

物人文衍生发展，形成了独特的
文化脉络和特征。

“入泮宫，出府学，上青云
路”。金秋时节，踏入五华中学
侧的长乐学宫，莘莘学子正在这
里参观学习。学宫是一个地方
崇文重教、学风文风鼎盛的体
现，这座具有550多年历史的学
宫，是梅州保存比较完好、规模
最大的学宫，在梅州教育史上拥
有重要地位。

“每年 9 月开学前期，附近
学校的学子都会来此瞻仰先贤，
表达尊师重教的感情，也是弘扬
千百年来的优秀中华文明。”长
乐学宫博物馆馆长彭山介绍。

滔滔琴江，文脉不绝。五华
自古崇文重教，蔚然成风，从这
里走出一批又一批历史文化名

人。据《长乐县志》记载，宋至清
先后考中文武进士 25 名、举人
203名、贡生609名，任七品以上
官员227人。如：明朝山东巡按
御史张慎、云南巡抚颜容端；清
代被誉为“天下第一拔”的县令
魏成汉、聪明刻苦的詹学海、金
殿传胪赖鹏翀，梅州唯一的武状
元李威光和武榜眼曾琼琲，“梅
州客家清代四才子”之一温训
等。还有世界球王李惠堂、“中
国军医之父”徐华清、无产阶级革
命家古大存、中国综观经济学创始
人魏双凤、中国工程院院士钟世
镇、广东省作协原主席陈国凯等。

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
使得五华文艺文化事业土壤肥
沃，群众基础扎实。在戏剧方
面，有国家级非遗五华提线木

偶戏，省级非遗五华采茶戏，汉
剧、山歌剧等等；诗词方面，荣
获中华诗词之乡的称号，先后
涌现了一大批知名诗人。此上
种种，举不胜举。

探寻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
脉络，可以深入了解这片土地上
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五
华县是一个处处充满历史与文
化韵味的地方。

一直以来，五华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繁荣和
文化产业的发展，依托丰富厚重
的历史文化优势，整合资源，赓
续薪火传承发展，营造文化产业
发展环境，通过文化和旅游融
合、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创意
产业集聚，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
发展。

广东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
强调：“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在努力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 两 份 好 的 答 卷 上 取 得 新 突
破”。拥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
五华县，要如何利用自身文化内
涵助力广东文化强省建设，赋能
城市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活动
日益丰富，氛围日益浓厚。五
华组织开展文化文艺活动主要
集中在红色节日、重大节日，节
目质量不断提高，节目类别非
常丰富。据统计，今年以来，五
华县共开展各类大小群众文化
文艺活动 350 多场，包括非遗
遗项目展演、广场舞、歌伴舞、
独唱、小组唱、诗朗诵等形式多
样的节目，进一步丰富了群众
文化生活。

今年 9 月 23 日晚，中超梅
州客家队迎战河南队，中场休
息期间，赛事组委会和相关部
门 组 织 五 华 县 提 线 木 偶 传 习
所、五华县采茶戏传承保护中
心、五华县文联共同上演了一
场五华非遗表演“木偶翩翩赞
足球·采茶声声唱五华”，向全
国各地球迷朋友们展示了五华
文化的魅力。

“看完球赛后，我们会在五
华逛一逛，游玩体验五华山水
美景，甚至将旅游路线扩大到
梅州全市。”球迷胡先生表示，
除了看球，自己和家人还会在
周边旅游体验“世界客都”梅州
的风土人情。

据了解，当地已面向全国市

场发布“足球等体验游”等 5 条
“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将五华
全县知名景区串联，球迷游客可
以参观五华县球王故里文化旅
游区、李惠堂旧居、元坑足球旧
址公园、足球小镇等地，到热矿
泥温泉山庄体验热矿泥、温泉消
除疲劳，到当地星级农家乐品尝
美食。

这是五华打好“中超牌”，利
用“看球经济”积聚人气，带旺城
市的生动例子。“广东提出‘产、
城、人、文、旅’五位一体的体育
产业发展思路，中超作为全国最
高级别的足球赛事，首先‘聚人
气’，进而带动旅游业、足球文
化、体育制造业等共同发展，进
而促进梅州城市整体体育产业
水平的提升。”嘉应学院足球（产
业）学院杜光宁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五华实施
“一场球赛激活一座城”方案，目
前已取得成效，活动更是入选省
文旅促消费优秀案例。“一场球
赛激活一座城”开展10多场促销
活动，吸引了20多万球迷游客观
赛旅游，直接推动今年 1 至 7 月
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54.37 亿元，点燃了“看球经济”，
带“旺”了一座城市。

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五华独
特优势资源所在，其独特的历
史文化、足球文化、红色文化、
非遗文化、诗词文化、美食文化
等等，交相辉映，经典璀璨。在
此过程中，五华县坚持政府引
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大力
推进群众文化活动建设，取得
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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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文化相连互通 带动经济活力

用“文化力量”推动发展繁荣，以“文化动能”提升城市形象

以文聚力擦亮城市名片

历史文化厚重典藏 彰显城市魅力1

足球文化魅力独具 城市靓丽名片2

“万峰青未了，天半入斜阳。
闪烁金银气，玲珑水草光。山河
行渺渺，今古去茫茫。无限升沉
感，登高眺八荒。”“梅州客家清代
四才子”之一温训所写的《夕阳》
诗，因描写夕阳景色之传神，被称
为“夕阳绝唱”。据说此诗一出，
温训声名大噪，名动京城，被称为

“温夕阳”。

诗文双绝，促清廷禁烟

温训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对
后世有什么影响？据资料显示：
温训（1787 年—1851 年），字宗德，
一字伊初，别号登云山人，现梅州
五华县龙村镇登畲下滩村人，著
名文学家、诗人，著有《登云山房
文 集》四 卷 ，《登 云 山 房 时 艺》二
卷 ，《梧 溪 石 屋 诗 钞》六 卷 行 世 。
他与黄遵宪、宋湘、丘逢甲，同称
为“梅州客家清代四才子”。

“温训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
当地知名文人。他聪颖过人，心
怀 抱 负 ，七 岁 入 乡 塾 ，十 岁 学 制
艺，钟情于古文，一生热心功名科
举，然而命运多蹇，屡试不售。”嘉
应学院原副教授丁思深介绍，尽
管入仕失意，但温训有豪放之气。

“他一生最大的亮点是在政治
上坚定地反对鸦片侵略。”丁思深
还介绍，当年温训愤然写下《弭害
续议》，引经据典主张禁烟，得到
其诗坛好友、时任鸿胪寺卿黄爵
滋认同。后者向道光皇帝上了一
个主张严禁鸦片的奏折，这便是
有名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
对道光帝最后决定严禁鸦片、派
遣林则徐去广东禁烟起了重大作
用 ，并 在 国 内 产 生 了 积 极 影 响 。
当时盛传：温训著论禁鸦片，黄爵
滋奏之，林则徐行之。

温训诗文双绝，爱国爱家，富
有正义感。此外，温训还主纂《长
乐县志》，为家乡留下宝贵的文化
遗产。正如宋湘对温训《登云山
房文集》的评语所言，“古大儒千
秋俎豆之盛业也”“不失唐宋大家
裔派”。一代大儒温训展示了客
家人不折不挠的气概和位卑不忘
忧国的精神。

挖掘研究，打造文化胜地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近两百
年过去，温训胸怀正义，爱国至上
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五华县委、县政府拟在登畲
规划建设温训文化公园，深入挖
掘‘ 温 训 文 化 ’所 蕴 含 的 时 代 价
值，并传承弘扬温训的爱国主义
精神。”五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
炳锋介绍，为了挖掘温训的文化
资源和人文价值，目前五华已完
成了《登云山房文集》《梧溪石屋
诗钞》的标点，并邀请专家深入研
究；温训诗词集已整理完毕，按计
划争取结集出版。

据悉，温训文化公园建设拟选
址于龙村登畲圩镇中心，鉴于温
训未保存有故居（旧居）的实际情
况，以规划新建的模式，向有关部
门申报立项和项目资金，设置温
训事迹纪念馆、鸦片战争展陈馆、
禁毒文化主题公园、温训诗文研
学基地等，打造成集爱国主义教
育、温训诗文研究、古诗词文化研
学、禁毒普法宣传教育、五华历史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于 一 体 的 文 化 胜
地。目前，规划设计正加快推进。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魂和根，是
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五华县还
计划将温训文化公园的规划建设与

“百千万工程”及梅州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打造等结合起来，推进五华文
化品牌塑造，推动高质量发展。

具有 550 多年历史的长乐学宫内一景 李永乐 摄

位于五华县华城镇塔岗
村的狮雄山遗址

五华县委宣传部供图

梅州五华·元坑遗址景区 张炳锋 摄

五 华 奥 林
匹克体育中心

赖嘉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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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客家清代四才子”之温训

一诗名动京城
一文心系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