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台湾人文学术九讲》
王东、胡逢祥等 著

读懂 60 年来台湾社会所思
所想。华师大历史学教授深入
两岸学界，从政治演化与社会
变革的历史情境中，透视台湾
人文嬗变与思想转型背后的坚
守与狂飙。

《意外来客》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
查尔斯·奥斯本[英] 著

比肩《捕鼠器》的舞台剧作
品。扑朔的迷雾之中，难辨真
凶，谋杀背后，究竟隐藏着眼泪
还是愤怒？

《小仓百人一首》
藤原定家[日] 著

《百人一首》以和歌搭配画
作的形态普及于庶民阶层。从

《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
等敕撰和歌集中，依年代先后
挑选出 100 位介于天智天皇到
顺德天皇间的杰出歌人及其一
首作品结集而成，又称《小仓百
人一首》。

《陶希圣的前半生》
贺渊 著

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
从政知识分子，1899 年陶希圣
出 生 于 湖 北 ，1988 年 卒 于 台
湾。他本身就是这一时期历史
的载体之一，将陶希圣作为个
案进行呈现，可以加深民国政
治史、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

《陶瓷一生 露西·里》
托尼·伯克斯[英] 著

对露西·里生平经历的勾
勒和两百余件不同时期代表性
作品的展示，为我们呈现这位
20 世纪杰出陶艺家的一生，探
寻其作品何以如此出众。

认识吴邦忠差不多有三十
年了，他曾经当过阳西文联主
席。可是他并不擅长言辞，反
倒有点儿拙于口才 ，略显木
讷。这使我想起孔夫子识人的
至理名言：“刚毅木讷，近仁。”
除了待朋友真诚外，邦忠兄令
我深感惊讶的是他对阳西山
水、风物和掌故的熟悉，简直到
了如数家珍的地步。本来看得
起乡村的民俗、山歌、民间故事
等通俗文艺形式的人就不多，
肯一辈子花工夫花时间，醉心
于搜集、整理、创作的人更是凤
毛麟角。吴邦忠就是我们这时
代我有幸认识的热心乡俗文艺
的卓异人物。

山歌、民间故事等通俗文
艺形式虽然下里巴人，但凝聚
着民间智慧、为当地百姓喜闻
乐见，同时也构成阳春白雪式
文艺生长的摇篮和提升的广阔
基础。由于邦忠兄极其熟悉阳
西山歌，有时在搜集、采编和整
理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有时
则利用其形式，模仿其格调，写
出新式山歌。前年“阳西群贤
阁”编过一本《吴邦忠山歌小品
集》，如今再推出《吴邦忠新编

山歌小品集》。前一本改编自
民间故事的成分重一点，如今
这本的作品多数是据其形式进
行了新的创编，当代气息更加
浓厚。

山歌小品是吴邦忠酷爱的
创作形式。山歌以二人对唱为
主，而山歌小品则在对唱中加
入故事情节 ，融入叙事的成
分。小品故事非常简洁，不求
细节无遗，但求有个梗概，十余
回合对唱即行结尾。短小精
悍，充分体现了民间形式叙事
的简洁性。山歌小品妙在对唱
中的语言机锋和谐谑的趣味，
而不在所叙之事的完整性。邦
忠兄的山歌小品，多取材自民
间生活。如《妹嫁哥家无怕穷》
《老婆奴》《山中撞个靓大娘》
等，一看而知为民间日常生活，
属于嫁娶、姻缘、夫妻、男女和
酱醋油盐一类。

吴邦忠的山歌小品最鲜明
的特点是本色。来自民间，出
自本真体验，形式和语言固然
俗，但邦忠兄不避其俗，由大俗
至极而现本真，充分体现出民
间的机智而洗脱高头讲章的说
教腔。故事在现实世界或有或

无，固在所不论，但形式和语言
让人忍俊不禁，妙趣横生。山
歌小品之所以为民众喜闻乐
见，最重要的原因是以老百姓
的语言写老百姓，作品与听众
读者不生隔膜。在这方面邦忠
兄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他
对阳西民俗和土语的熟悉是他
人难以相较的，所以在作品中
能达到信手拈来的程度。

传统的农耕社会治乱相继
而文教风俗能维持不坠，全在
于耕读人才或读书或仕宦，在
外面闯出名堂又在暮年叶落归
根，回归乡土，以知识、教养和
人脉反哺早年培育自己出身的
乡土。简言之曰人才回流。传
统社会生生不息，毫无疑问是
得益于这种相互哺育和反馈的
人才回流的传统。经历了超过
百年的现代社会转型，虽未能
看得十分清楚，但大致上可以
判断，这种人才回流某种程度
上被打断了。如今的人才精
英，无论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
是离土离乡的了，即使想仿古
人落叶归根，也越来越遥不可
及，成为奢望。

然而事情也不至于如斯奢

望。近些年我走的地方多了，
时常可见活跃于基层一线如吴
邦忠兄那样的文化工作者。不
独阳西，南粤大地各处均可遇
见。他们离土了，但离土离得
不远 ，姑且叫做离 土不 离乡
吧。因为他们在城镇从事文化
工作，如文化馆、文联、基层宣
传部门等，与乡土距离甚近。
一边是乡俗村镇，另一边是大
的都市 ，他们则处于两者之
间。看似不如大都市文化人所
从事的文化事业那样“ 高大
上”，实际上他们有自己的优
势。像吴邦忠那样的基层文化
工作者，扎根乡土，默默为民众
创作喜欢的作品，写山歌小品，
从中也满足自己的兴趣和创作
冲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我由
衷佩服，值得赞美。

相较于从小说中读故事、看情
节，读散文似乎更多在于听琐事。
这些琐琐碎碎的人事物事，连接着
他人与自己。但人类的悲欢其实
并不相通，这往往可以在芸芸众生
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印证。

以散文集《走月亮》闻名的黄
征辉，对散文的理解就是一个

“真”字，写真事，说真人，发真
情。他钟情于散文，不随大流，不
追逐名利，始终认为“文艺作品从
不以长短论英雄”。他目光向下，
平视人事，也仰望星空，走夫贩卒
入笔端是常态，名公大卿也每每
自在交游。他的散文多着眼于小
人物、小事件，如《三村姑》《金秀

妹》《昌华佬》《火焰牯》《汀州佬》
等，写的都是身边一些生活在农
村或基层的平凡之人，很多都是
闽西偏远山村的普通村民。这种

“村民化”写作，当然是平民化写
作，更是人民化写作。它不仅仅
是姿态的平实近人，更是血脉情
感的亲切通人。

谢有顺在《散文的心事》中认
为，当代散文的困境，主要是规范
太多，不够自由，也不够诚恳，问
题在写作的人身上。散文所遇见
的各种问题，归结起来都和写作
者内心对世界、自我以及对这种
文体的体认有关。

散文就是在便捷与真切的意
义上，成为读者共情世界时的优
先选择。毕竟，大凡人们准备读
一篇散文，无非就是内心存着一
点好奇、一点念想，看看作者如何
描摹人事，诉说心事。在这个意
义上说，散文确实不过就是人事
与心事。散文的写作，不仅是为
了让这个世界多一篇文章，而是
要让这个世界多一种腔调。

散文是小块文章，说的是人
事，流淌的是心事，其中有人事，有
心事。一言以蔽之，散文笔下要有
人，作者心中要有情，有爱。这也
是黄征辉散文中所体现的“真”。

E-mail:hdzk@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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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不知道，在地面上遍布古遗址、古建筑的广州北
京路步行街一带，地下竟然有一座两千多年历史的古

遗址，并已经发掘向公众展示，它就是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藏身于光明广场地下一层，是我国

首个在公共商业区进行原址保护并面向公众开放的遗址，也
是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实现双赢的经典案例。

2000 年，广州城市化建设加速推进，光明广场兴建在
即，考古工作者却在该地块意外收获了有关南越国木构水闸
的重大发现。是光明广场另外选址，还是将古遗址迁至他
处？两者似乎都不现实，“原址保护”是当时政府和文物部
门给出的最优解。从此，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与光明广场的
命运牢牢捆绑在一起。

从考古发现到2007年完成原址保护面向公众开放，再
到2024年遗址周边展示廊道完成升级后重新开放，二十多
年来，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的妥善保护离不开政府机构、文
物部门、光明广场、社区居民等多方的努力和支持。

然而，由于较为复杂的实际情况，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
与光明广场虽然做到了“共生”，但距离“共赢”还有不少路
要走，遗址的保护和商场的运营更像两条平行线，各自行
进，难以相交。如何让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真正成为商场经
营的一个亮点，从而反哺遗址保护工作本身，是当下各方盼
望推动的事项。

公元前204年，赵佗建立南越国，
定都“番禺”（今广州），城址就在如今
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步行街一带。
近年来，随着广州城市建设的快速推
进，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南
越国木构水闸遗址这三项最重要的
南越国遗迹在北京路附近相继被发
现。广州城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得到
实证，人们对岭南地区的第一个封建
制国家有了更具象的认识。

南越国木构水闸位于当时番禺
城西南边，是横亘于南越国都城与珠
江之间的大型水利设施，曾起到防
洪、排涝、引水的重要作用，一度守卫
着南越国都城。

两千年来，随着泥沙的堆积，珠
江岸线不断南移。如今再来到南越
国木构水闸遗址处，早已看不到水的

影子。今天，穿过热闹的北京路步行
街，藏有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的光明
广场就位于西湖路广百百货大楼对
面，与大佛寺相邻。

今年年初，历时一年多完成展陈
升级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重新面
向公众开放。每天上午十时，待光明
广场开门营业后，市民游客便可以免
费参观这座古老的水闸遗址。

搭乘电梯来到负一层，记者现场
见到，南越国木构水闸被保护在一个
巨大的透明玻璃罩内。水闸自北向
南，可分为引水渠、闸室、出水渠三部
分，南北长 19.8 米左右。透过玻璃
罩，可以看到大量用于建造水闸的松
木被保留了下来，它们在泥土里或横
放、或竖立，依然维持着两千年前的
模样。

王斯宇同样参与到这次
课 程 设 计 中 ，她 负 责 考 古 遗
址 的 现 场 教 学 ，带 领 学 生 们
深 度 了 解 遗 址 的 文 化 内 涵 。
她表示：“通过这次展览，我
们看到了当下最有活力的这
群 年 轻 人 ，如 何 认 识 和 表 达
文化遗产。他们来到遗址寻
找 灵 感 ，创 作 的 作 品 又 回 到
遗 址 展 出 ，并 且 在 这 里 不 断
形成新的对话。”

“保护本身不是目的，它是
要服务于个体和集体的幸福。”
2022 年 7 月，受广州市文物局
委托，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在继续对遗址本体进行养护的

基础上，着手对遗址周边廊道
进行展陈提升。

作为老牌商业广场，光明
广场的人流量一直以来并不算
大。自从接手展陈提升项目
后，王斯宇一直在思考怎样才
能让更多的人走近、看懂水闸
遗址，在为商场带来更大人流
量的同时，也能反哺遗址、公
众。“显然，这依靠仅有的一次
展览还远远不够。”

记者现场看到，南越国木
构水闸遗址所在的商场负一
层，文物保护区外还进驻了餐
厅、服装店、小商品店等业态。
王斯宇认为，它们如何与水闸

遗址协调联动起来，未来需要
更多的探索和实践。

她提到，在商场与考古遗
址的共生环境下，光明广场未
来是不是可以考虑将遗址纳
入商场的整体运营规划中，比
如引进水闸主题的沉浸式实
景 游 戏 ，或 者 举 办 主 题 音 乐
会、汉服活动等，让南越国木
构水闸遗址真正成为商场的
一个经营特色呢？“这些尝试
应该需要光明广场、越秀区、
文物相关部门，以至多元化的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才能为水
闸遗址的保护利用打开新的
局面。”

2006 年，南越国木构水闸
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依据《文物保护法》
《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等规
定，广州光明房产建设有限公
司为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的保
护管理责任人，负责遗址的修
缮、保养及安全管理。

广州光明房产建设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晓晓告诉记
者，事实上，光明广场自 2007
年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开放
起，一直承担着文物区的水电、
保洁、安保等的费用支出。而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本体的保

护部分，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广州市文物局）一直委托广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

“作为保护管理责任人，我
们承担的责任是尽量保证文物
的安全，避免文物遭受破坏。
遗址本体保护工作我们不专
业，也没有相关权限，就由专业
的人做专业的事。”李晓晓说。

至于是否计划将南越国
木构水闸遗址纳入商场的整
理 运 营 中 去 ，李 晓 晓 表 示 ：

“‘考古遗址+商业’的模式全
国 罕 见 ，我 们 当 然 想 盘 活 文
物。但是因为我们本身没有

文物工作的背景，且从经营方
面考虑，只能寻求文物相关的
合作商进行合作。”

他还提到，在南越国木构
水闸遗址展陈升级期间，广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多次主动与
光明广场沟通后续的运营思路
和想法，“他们的想法我们都很
赞同！”

李晓晓说：“未来如果有好
的商业合作方案，我们也会考
虑合作。但是就商场面临的现
实营收压力而言，如果要我们
斥巨资进行投资开发，我们目
前还是保持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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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启千年——南越水闸
立体形态创作展”布展现场

很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守护：两千年前的水闸至今可见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尝试：34位美术学院学生为遗址而创作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探究：古遗址如何避免“养在深闺人未识”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职能部门：保护仍居未来工作首位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商场：经营压力下对遗址开发投资持谨慎态度

环绕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本体，周边廊
道是与遗址相配套的陈列展示区，它就像一
个小型的公共展厅。

观众在360度参观水闸的同时，可以通过现
场展出的图文、出土文物、视频动画等，了解南越
国木构水闸修建近日广州城水系变迁的故事。

近日，“艺启千年——南越水闸立体形态创
作展”在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开展，当代艺术与
古老的文化遗产在这里相遇。流水的灵动、木
结构的巧妙通过一件件艺术作品得到表达。

据遗址展陈优化提升项目负责人、广州市
文物考古研究院展陈宣教部的王斯宇介绍，

“艺启千年”展是馆校合作课程成果的呈现，共
展出广州美术学院34位学生的23件艺术品，
这次展览将廊道的空间充分利用了起来。

今年春季学期开学后，广州美术学院美
术教育学院的课程《设计基础》（立体设计）以
南越国木构水闸及其文化内涵为主题，指导
学生展开创作。

该门课程由校内外多位老师及专业人士
参与教学。广州美术学院教育学院教师欧阳
莉负责课程总体规划，课程设计之初她提前
来到光明广场了解情况。

“光明广场我去过很多次，但是没想到下
面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水闸。这个空间本身是
古与新的交汇，水闸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供学
生探索，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欧阳莉说。

课程历时三周顺利结课，上课效果也出
乎欧阳莉的意料，“学生们很多都是第一次了
解水闸遗址，通过这次课程他们学会了从历
史文化遗产中提取元素，逐渐建立立体的空
间构象和创作。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尊重、保
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南越国木构水闸
遗址考古发掘旧照

广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广
州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光明广场历年来对南越
国木构水闸遗址的投入值得肯
定，广州光明房产建设有限公
司作为国有企业，较好地承担
了社会责任。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的
情况比较特殊，它的保护和利
用程度跟商场的经营能力有很
大关系，我们当然希望商场经
营得越来越好，这样就有更多
的经费投入到遗址的保护和开
发上。”广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有
关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广州光明房
产建设有限公司作为南越国木

构水闸遗址保护管理责任人，
有责任保护和利用好文物。“我
们一直督促商场在这方面有所
作为，但事实是，我们只能提要
求，而不能强制商场来做。”广州
市文化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说。

选择原址保护的南越国木
构水闸遗址，因为受到地下水
蒸发的影响，需要长期对遗址
进行养护和监测。记者了解
到，由于商场方面动力和意愿
不足，因此本体的保护工作是
由政府出钱，委托广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推进。“保护工作一
直排在我们所有工作的第一
位。遗址是不可再生的，只要
保护好文物本体，就能为遗址

争取到更多机会。”
那么，南越国木构水闸遗

址只能维持静态的保护和展示
吗？答案是否定的。广州市文
化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各方形成共识是，首先
要增加遗址的曝光度，其次是
将宝贵的文物资源与社会共
享，让更多的人走进遗址。

“我们正在促成研学机构
和光明广场达成长期战略合
作，吸引更多的人走进遗址，同
时也能为商场带来一定经济效
益。接下来各方要一起努
力，共同做好遗址的活化利
用工作。”广州市文化和旅
游局有关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