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岭南的花，秦牧的创作
也离不开南国的海。

华侨归来的秦牧，始终以一
颗赤子之心，怀着对祖国的满腔
热爱，用自己的创作记录时代的
变迁。

秦牧少有的长篇小说《愤怒
的海》和中篇小说《黄金海岸》都
与海洋、与华侨题材相关。《愤怒
的海》以鸦片战争之后的广州地
区为时代及地域背景，书写了清
末民初的海外华工历史，是秦牧
历史小说中唯一的长篇。1962
年，小说的开头部分曾在《羊城晚
报》上连载，并先后被香港的报纸
和海外一些国家的华侨报纸转
载，反响颇佳。

1982 年 5月 18日，广东作家
郭小东曾前往秦牧位于华侨新村
的居所拜访，他印象里的秦牧夫妇
特别热情好客，还挽留他们一起吃
晚饭。席间谈到秦牧的小说，特别
是《愤怒的海》。秦牧兴致勃发地
说：“这是我花最多时间和精力写
的一部书。”《黄金海岸》则反映了
新中国的成立给长期过着“海外孤
儿”生活的华侨带来的欢欣，还被

改编为连环画《华工血泪》。
在郭小东看来，秦牧的成就

在散文，但他的高尚还在乎品
格。他的散文多文学史描述，他
仅有的三部中篇则属于底层人
民、属于现实。“他写苦力、写娼
寮，关心他们的生存，为他们发
声，更能显示他的文学的社会关
怀和历史批判，可以传世的，永远
是作家的社会良知。纪念和追随
秦牧先生，更在这一方面。”

“对一个地方而言，不管是人
民的生活还是文化的发展，都需
要一种自信心，而这种自信心往
往是通过先辈的典范树立起来
的。秦牧之于广东，就是文化上
的典范和标杆。”林岗表示，今天
我们纪念秦牧、推进对他的创作
研究，是岭南人文精神弘扬与传
承的重要方向。

2012年，曾日华等亲属将秦
牧生前主要藏书、手稿等7000余
册（件）等一批物品捐赠给广东省
立中山图书馆。如今，该馆特藏
部负二楼展厅专门设立秦牧纪念
书房，复原展出，见证一脉书香传
续，聊寄南粤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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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澄海秦牧故居
秦牧原籍广东汕头澄海，

出生于香港，3岁时随父母到
新加坡，12 岁时回到故乡澄
海念书，并生活了 4 年多时
间。在家乡，因为秦牧喜欢趴
在故居阁楼上看书，得“阿书”
一名。当年秦牧回乡的居所
也被澄海当地政府作为“秦牧
故居”保护起来。

秦牧故居位于汕头市澄
海区东里镇观一村，是潮俗民
居建筑“四点金”小四合院，占
地面积近400平方米，建筑面
积 300 多平方米。2007 年开
始修缮，2008年5月正式对外
开放，2015 年被定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广东省委原书记吴南生为
“秦牧故居”题匾，正厅塑有秦
牧先生坐像。故居修复包括兴
建6个展室和花厅、卧室，以大
量历史素材、照片和部分秦牧
生前使用过的器具，展示他一
生的爱国情怀和为艺术献身的
光辉业绩以及崇高精神境界。
此地已成为专家、学者和文学
艺术界学习研究名家作品的重
要窗口，也是学生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园地。

2023年8月，广东省秦牧
创作研究会邀请省内外文化
名家走读秦牧故里，还在澄海
挂牌成立了“广东秦牧创作研
究会活动基地”。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
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

通过他，重新认识广东文学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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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秦牧先生的
文学影响力和文化价值主
要体现在哪里？

陈剑晖：20世纪五六十
年代，秦牧与杨朔、刘白羽被
中国当代文学史列为“当代
散文三大家”。民间还有“北
杨南秦”的说法，其中“南秦”
就是我们南方的秦牧，他是
岭南文学的一座高峰。

他曾是岭南散文的骄
傲、当代散文三大家之一，
著作等身。秦牧散文最有
价值的部分在于一种辩证
主义的思想方法，这对于
今天也弥足珍贵。辩证唯
物主义思想是秦牧观察事
物的思想方法，也贯穿其
创作的始终。他有很多文
章谈到这个问题，比如辩
证规律在艺术创造上的应
用等，在《艺海拾贝》这一
部经典文艺短论集得到了
充分体现。

20 世纪 90 年代，有人
认为秦牧的散文缺少思想
和批判的锋芒，谈的好像
都是一些普通常识。老实
说，对这样比较偏激的言
论，我从来不敢认同。我
们今天有必要重新认识秦
牧，从整体的创作、从文学
史意义上来全面评价。如
果回到他所处的特定时代
和历史环境，再联系当时
广东的地理位置和文学环
境，我们就可以体会到秦
牧能够跻身“当代散文三
大家 ”，有多了不起 。 当
时，他与广东的欧阳山、陈
残 云 等 几 位 广 东 作 家 一
道，跻身全国名家，以著作
影 响 了 几 代 人 。 直 到 今
天，这仍然是广东作家不
容易达到的高度。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
秦牧的文学成就对于广东
文学的发展有哪些启示？

陈剑晖：广东散文创作
的发展，和秦牧是分不开的。
现在广东很多比较知名的散
文作家或者评论家，像郭小
东、艾云、卢锡铭等人，包括我
现在从事散文的批评，或多或
少都受到秦牧的影响。

今天，研究秦牧创作依
旧意义重大。首先，我觉得

要通过秦牧的散文，来重新
审视广东文学的潜力和可
能。秦牧文学的成就和影响
力，让我们意识到广东的文
学和文化完全可以做到风靡
全国，领时代风骚。要做到
这一点，关键在于我们的作
家，一定要有大局观，要有文
化自信，不断开拓自己的写
作版图，写出自己的风采。

其次，我们不仅要在写
作上要有野心，还要有攀登
文学高峰的意识。当前广
东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谱
系中有地位，但是这个地位
还有待提升。我们在中国
当代文学的每一个关键节
点上，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
音，但是这个声音在我看来
还是不够响亮。我们还是
缺少一些真正大气厚重的、
领时代风骚的大作品，这需
要我们广东所有作家共同
努力，推出更多精品力作。

最后，我们要努力掌握
秦牧的辩证法思想，提高创
作质量。摒弃非此即彼、非
黑即白的线性思维，要用辩
证的思维去认识生活、认识
事物、塑造人物。

羊城晚报：我们该如何
进一步提升秦牧的影响力，
激活广东文学创作？

陈剑晖：接下来，我们
希望借助秦牧创作研究会，
举办更多广东散文乃至全
国散文的相关文学活动，还
要开一些重点作家作品的
研讨会。同时还准备继续
举办第三届秦牧散文奖，这
个奖在紫风老师走后已中
断十几年了，应该接着办下
去。秦牧先生长期在广州
生活，若能追随他的足迹、
推动其旧居的活化利用，让
相关的纪念活动、文学活动
有一个铺开的地方，也让当
代大众追思文脉、走近大
师，非常有意义。

当今，中国散文界涌现
各种新的创作潮流，面对散
文创作的时代新变，希望广
东的写作者能以秦牧为榜
样，与时俱进、改变散文观
念，寻找属于自己的话语方
式和调子，推动广东散文的
写作走向阔大。

写花也爱花壹

文坛一丰碑贰

“花落花开无间断，春来春
去不相关。”冬日的广州，正如秦
牧笔下所写，依旧繁花似锦。

穿过东山口静谧的小巷，行
至启明二马路，一座两层红砖曲
尺形建筑跃入眼帘，庭院里的两
棵桂花树散发着幽香，大门左侧
外墙上悬挂的铭牌“广州市历史
建筑：秦牧旧居”。不时有路人
在此停留驻足，“秦牧？是特别
有名的那位散文大家吗？”

是的，1950年秦牧一家搬至
此处，一住就是16年。1961年，
他的经典名作《花城》正是在这
里写就的。这篇文章以活泼、生
动的笔触描绘了花香四溢、笑语
声喧的南国年宵花市。起初，秦
牧将该篇文章命名为《年宵花
市》，后来在夫人紫风的建议下，
改为《花城》。

曾日华是紫风的姨甥，也是
与秦牧夫妇走得最近的后辈，他

童年的很多时光就在东山口这座
小楼里度过。曾日华回忆，1961
年2月，秦牧在家写完《花城》，踌
躇作品名字，紫风就问“‘花城’如
何”，他满心欢喜地采纳了这个建
议。

秦牧写花，也爱花。在曾日
华的记忆里，秦牧旧居的阳台
上，培植了各种花花草草。后来
他家搬到华侨新村，秦牧还把自
己心爱的鹤顶兰的种子也带过
去了。在《花城》一文中重笔所
写的“吊钟”，也曾出现在秦牧旧
居的客厅里。

秦牧还喜欢逛花市。“十一
年来我养成了一个癖好，每年都
要到花市去挤一挤。”广州的花
市，是秦牧创作用之不竭的源
泉，只要写到花市，他的作品就
流光溢彩，生机勃勃。

从《花城》到《花市徜徉录》，
再到《花街十里一城春》，秦牧在

文中书写百花争艳之奇景时，也
顺带介绍各类花卉的性格、产地
及生活史，更将百花与人民生活
联系起来，讲述了各地的插花习
俗、特色花卉。

“香街十里一城春，笑语喧
声入彩门。疑是层峦采蜜使，幻
成百万赏花人。”他逛迎春花市
时写下的名篇《花街十里一城
春》，将“行花街”这一传统岭南
年俗写进了文学史，更写进全国
人民的心里。如今，迎春花市扩
展到广州各区，行花街民俗影响
愈盛，广及珠三角地区各城市及
港澳地区，也辐射到美国、法国、
新加坡、新西兰等地。

2021 年 6 月 10 日，越秀区
申报的春节（行花街）民俗正式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广州过年，花城
看花”也因此成为一张闪亮的城
市名片。

秦牧写广州的花，并不是只
写花，是透过花去回望岭南传统
年俗历史，同时观照当下，抒发
新社会市井生活的温馨。这也
是秦牧文学创作的一大特点：言
近旨远，哲理性强，在构思上将
历史与现实相勾连。

“秦牧作为专业作家的时间
并不多，他总是一边忙碌地工
作，一边‘偷闲’地写作。”据曾日
华介绍，秦牧刚住进东山口时才
31岁，一直住到47岁，正是一生
中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花城》
《艺海拾贝》《黄金海岸》《愤怒的
海》等经典作品都诞生于此。

“秦牧生前出版了 61 种文
学作品，约五百万字。”半个世纪
以来，秦牧孜孜不倦地在这片文
学沃土上勤奋耕耘，把个人的文
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
地结合在一起，发表和出版了大
批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作品
和文学论著，深得海内外读者的
喜爱。

广东教育出版社原社长、散
文家卢锡铭表示，秦牧的散文以
我手写我心，娓娓道来，抒真性
写实感，充满人间烟火味，在 20

世纪 60年代的散文复兴浪潮中
成就突出，影响深远。他是中国
散文创作一面历史性的旗帜，也
是岭南文坛一座绕不过的丰碑。

为了加强对秦牧文学创作
的研究，1995 年 9 月，广东秦牧
创作研究会成立，由紫风女士担
任会长。当年 12 月，羊城晚报
和秦牧创作研究会联合主办了
成立大会，成为文坛一大盛事，
为秦牧创作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据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
职副主席张培忠介绍，2011年 4
月紫风去世后，研究会一度处于停
滞状态，为了擦亮这个来之不易的

“金字招牌”，2020年省作协牵头
举行了广东秦牧创作研究会第二
届会员大会，经投票产生新一届研

究会领导班子，正式恢复运作。
张培忠告诉记者，目前，广

州还缺少一个纪念、彰显秦牧文
学精神的场所，“秦牧先生在广州
的旧居应该保护好、利用好，我们
可以把他的创作成就、生平事迹
整理出来，在旧居做成常规展陈，
向公众开放，成为一个街区、一
座城市的文化景点和地标。”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上面提
到的两处秦牧旧居建筑都整体
保存下来，特别是启明二马路的
秦牧旧居是一栋独栋小洋楼，已
于 2014 年挂牌，被认定为广州
市历史建筑，引人瞩目。华侨新
村里的那一处随着 2020 年颁布
的《华侨新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利用规划》，也被纳入保护范围。

南粤寄追思肆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程、欧阳
志强，通讯员范湘慧、肖开英、赵
星星、邱兆珍摄影报道：受本轮寒
潮影响，1月22日，清远北部高寒
山区局部以及韶关乐昌沙坪镇柘
洞村、坪石镇天堂村、庆云镇区迎
来了2024年的第一场雪。

据悉，22 日凌晨，清远连州
市三水瑶族乡新八村下起了米粒

雪，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雪白中，
屋顶和道路都覆盖上了一层白
雪，大地披上银装。

连山金子山也迎来了今年首
场雾凇景观，花草树木披上银装，
宛若童话冰雪世界。雪后的金子
山如一幅白色的画卷，无论是山
顶还是山腰的林海索道，都被覆
盖了一层白皑皑的雾凇，闪烁着

晶莹的光芒，美不胜收。
22日上午11时左右，韶关乐

昌的沙坪镇柘洞村、坪石镇天堂
村、庆云镇区也迎来了2024年的
第一场雪。只见青色的砖瓦渐变
成白色，裹上了一层厚重的积雪，
抢先感受了这冬日的烂漫。田地
里、树丛中、草地上一片银白色雪
花，雪层越积越厚，美不胜收。

羊城晚报讯 记者冷霜、实
习生黄依娴报道：1 月 22 日上
午，广州南沙举行第一季度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竣工）暨聚星桥
开通仪式。记者现场获悉，第一
季度总投资约630亿元，其中开
工项目共29个、总投资约316亿
元，竣工项目共27个、总投资约
314 亿元，涵盖了市政基建、产
业、水利工程、房建工程等领域。

“广州南沙聚星桥正式开
通。”据中铁广州局集团创享湾
聚星桥项目负责人介绍，大桥将
连接蕉门河两岸及蕉门岛，桥梁
上部结构采用三向120扇形对称
钢结构梁拱组合体系，整体呈

“Y”字形，三拱肢均长86米，单肢
桥宽为10.2米-21米，内侧吊顶
及幕墙面、扶手造型为空间三维
曲面，结构设计复杂，全桥钢梁
共分 95 个节段，合计钢材用量

达 4000 吨。结构设计复杂，钢
梁加工及安装精度要求非常高。

记者了解到，聚星桥是南沙
区重点工程，是南沙的新地标，
更是展示南沙魅力、点缀城市活
力的新名片。该桥以“绣花”功
夫精雕细琢桥梁艺术品，打造了
管理一流、技术一流、质量一流
的标杆工程，中桥身旋转曲线交
织形成“未来之窗”，象征着粤港
澳三地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通
讯员欧阳征朝、粤交集宣报道：1月
21 日晚，受强冷空气影响，粤北地
区京珠北高速云岩路段测得最低
温度零下 0.8℃，道路结冰。22 日

早，清远连州二广高速九嶷山路段
路面温度零下 1.3℃，现场下小雨
和冰粒，部分路面出现结冰现象。

为保障行车安全，1月22日0时，
京珠北高速梅花至大桥双向约29公

里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因湖南境内也下雪，广东二广

高速丰阳站至湖南永蓝长铺站双向
约10公里路段，利用交通锥压缩超
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通行。

气象部门研判，未来5日广东气
温仍有下降趋势，粤北山区道路或进
一步结冰，并伴有冻雨或小雪的可能。

目前，已在京珠北、乐广北高
速部分路段，九嶷山隧道至丰阳站

路段预防性撒布融雪剂，预防道路
结冰。两台“狂风吹雪车”已布设
在京珠北高速和二广高速，将根据
天气和路面情况适时出动开展机
械化除冰，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京珠北高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广东多地飘起
2024年第一场雪

聚星桥正式开通
羊城晚报记者 魏辉 摄

广州南沙56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竣工

聚星桥正式开通

文学大师秦牧：

花街十里一城春
幻成百万赏花人

“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
‘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秦牧先生的散
文名篇《花城》，让广州“花城”的雅称广为人知；花城的花，也成为萦绕作家之
生活与写作的底色。

秦牧是中国当代蜚声海内外的杰出作家，尤以散文创作著称，和杨朔一道
被誉为中国散文界的“南秦北杨”。他的文学世界亦如同“花城”的植被一般繁
茂。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中，他除了散文，还涉及小说、诗歌、儿童文学和
文学理论等诸多领域，被人喻为“一棵繁花树”。

从广州的东山口到华侨新村，秦牧先生在广州居住多年，写就诸多家喻户
晓的名作：《花城》《艺海拾贝》《土地》……其人其作，美学品格无不洇染着独特
的岭南印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广东文学，成为岭南文坛的一座丰碑。

农历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广州花市的氛围也越来越浓。2024年是秦牧
先生诞辰105周年，除了阅读他留下的文字，我们还可以在花城看花，到花市
迎春，感受一份不曾远去的文学魅力。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孙
磊

通
讯
员

任
海
虹

报人品格在叁
秦牧是一位作家，也是报

人。新中国成立前，他就长期服
务于进步报刊。在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秦牧两度出任《羊城晚报》
副总编辑，曾主管两大知名副刊
《花地》《晚会》。办报的工作，不
仅锻炼了秦牧对文字的感知力，
更催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新中国传媒界历来“北有孙
犁，南有秦牧”的说法，意指这二
位先生既是著名的报刊编辑家、
又是著名的作家，可以说，报纸在
一定程度上借助他们的创作而扬
名，他们的办报理念和人文风骨，
也支撑起了报业副刊的地位。

秦牧曾在《文学生涯回忆录》
中慨叹：“写文章，副刊更是包罗万
象，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包，
大千世界的诸般事物，都可以汇诸
笔端。”这种理念贯穿其文学创作始
终，他的散文题材广泛、谈古论今，
显示出深厚的生活和知识根底。

“知识性，是秦牧散文的一大
特点。”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
席、中山大学教授林岗是广东秦
牧创作研究会的现任会长。他认
为，阅读秦牧的作品可以获得很
多实实在在的知识，而不只停留
于抒情或者沉思，更为重要的是，

他能将知识性与趣味性融为一
体，亲切可读。在林岗看来，“亲
切”是秦牧有别于同时代其他散
文作家的显著特色，“这种亲切源
自他对自己生活的土地有一种不
同凡响的关心和热情。”林岗表
示，秦牧不会从一个很高的概念
出发来写，而是从身边的事情、日
常的生活场景切入，向读者娓娓
道来一处景观、一家物什背后的
历史，从中倾注他的思考和观察，
是文学学习的范本。

秦牧当时所供职的羊城晚
报，以“移风易俗、指导生活”“寓
共产主义于谈天说地”为理念，而
寓思想于闲话趣谈之中，也是秦
牧“言志”散文最为突出的特征。
文艺随笔集《艺海拾贝》是其中的
代表作之一。

1961年，《艺海拾贝》由上海
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10万册，以
后又不断再版，累计印数达60多
万册。该书采用散文随笔来写文
艺评论，探索文学的艺术技巧和表
现手法，是秦牧的一个创举。在那
精神产品匮乏的年代，这本书以其
清新的语言、洋溢在字里行间的幽
默与机智，倾倒了无数读者，成为
数代文学青年的“必读书”。

粤北部分道路结冰相关新闻

著名画家杨之光画的秦牧画像，精妙传神 受访者供图

22 日，韶关沙坪镇迎来 2024 年第一场雪

东 山 口 秦 牧
旧居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实习生 何文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