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普”重点，遗址仍待保护加固

名城里看国国保保

暑期，羊城晚报联合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文化中国行·名
城里看国保”系列报道。

记者将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抽盲盒”与 VLOG 打卡的方式相结合，前往
广东境内“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探秘部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特
别关注在当下历史文化热潮中，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修缮、焕发
出的魅力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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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由《中国美术报》
社、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广州画院
主办，广州画院美术馆承办的《高
峰之路——2024中国画学术邀请
展》在广州画院美术馆正式开展。

本次展览的作品涵盖人物、
山水、花鸟，以及展现都市生活与
现代景观的题材内容，表现手法
跨越了工笔、写意、没骨等不同技
法风格，共同呈现出新时代中国
画发展的艺术生态与创作新貌。

展览展出83位全国各地具有
代表性的中国画名家的名家大作，
将持续至9月24日。参展画家年
龄最长的李宝林先生已年届九旬，
而年龄最小的画家夏一栋今年45
岁，二人年纪相差近半个世纪。

以“高峰之路”为主题的新时
代中国画学术邀请展，迄今已举
办四届。今年的第五届展览延续
了“高峰之路”主题的基础上着力
于对中国画现代转型的思考，以
及对南北画坛之间交流与合作的
推动。广州站的展览作为全国性
的巡回展览之一，是继哈尔滨首
站成功举办后的第二站。

“‘高峰之路’系列展览已成为
我国美术界和中国画坛重要的年
展，是对于中国画的人物、山水、花
鸟不同画科在新时代以来发展之
路上的阶段性的总结。”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展览学术主持人于洋介
绍，展览呈现出画家年龄跨度大、
作品画科题材全、表现手法风格多
样的特点，反映了中国画创作在这
些年来的发展规律。

新时代呼唤新高峰，只有不
断攀登才是向巅峰最好的礼敬。
于洋表示，“高峰”意识启示着艺
术家们将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无
尽能量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
代转化的过程之中，并深入思考
中国画的现代发展路向、方法与
途径，转化、拓展新的本体语言和
视觉图式，思考中国画创作的共
性与个性的关系、笔墨传承与时
代发展的关系等。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梁善茵 文艺
图/羊城晚报记者 刘畅

罗浮山寻罗浮山寻““仙仙””去去，，
冲虚古观故事多冲虚古观故事多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刘泳希

苏轼咏岭南的“日啖
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
南人”世人皆知，其实前
面还有两句“罗浮山下四
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是告诉大家，东坡先生正
是 面 对“ 岭 南 第 一
山”——罗浮山发出的这
番感慨。

近千年前，罗浮山
“四时春”的气候、新鲜的
岭南佳果深深慰藉了仕
途失意的东坡先生。而
从未踏足岭南的李白，竟
也曾有过“罗浮麻姑台，
此去或未返”“余欲罗浮
隐，犹怀明主恩”等诗句，
细读之下不难发现，他对
这座罗浮山也十分向往。

位于广东惠州境内
的罗浮山，古代号称“仙
山”，是岭南道教文化的
发祥地，吸引历代文人墨
客众多。1600 多年前，
道教理论家葛洪隐居于
此，每日采药炼丹、著书
立说，开创了岭南道教流
派，相传最后他也在这里
“羽化成仙”。

罗浮山里，还藏有一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冲虚古观，就是由
葛洪始建。由此，我们以
冲虚古观为目的地，开启
了一场寻“仙”之旅。

冲虚古观于2019年公布为第
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
年这里启动了主殿三清宝殿的修
缮工程。罗浮山冲虚古观管理委
员会负责人介绍，遵循“不改变文
物原状”的原则，已对观内屋面、
梁架、排水系统、屋顶灰塑等进行
修缮维护，2021年年底全面完工。

我们发现，在冲虚古观入门处，
右侧墙上有一块“东江纵队司令部
旧址”标识牌，提醒访客，这里不仅
是一处传统的道教圣地，还曾在近
代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
队是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东江地
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军
队，是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
南抗战的主要武装力量。惠州是
东江纵队创建、发展、壮大和开展
对敌斗争的主要活动区域，也曾是
东江纵队的主战场。东江纵队纪
念馆馆长曾庆香介绍，1945年春，

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根据
中央指示，决定将东江纵队司令部
迁往罗浮山，以建立五岭根据地。
5月底，东江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及
军政干校全部迁到罗浮山。其中，
司令部就设在冲虚古观内。

2003年 12月 2日，东江纵队
成立60周年之际，东江纵队纪念
馆在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冲虚古
观旁建成开馆。东江纵队纪念馆
以文物和照片为依托，记载了东
江纵队抗日救国的宏伟历程，如
今已经成为展示东江纵队精神和
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

据介绍，惠州市东江纵队纪
念馆是罗浮山曾作为中共在华南
的“红色心脏”和抗日中心的重要
见证。2014年入选《第一批国家
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全
国共80处、广东共2处），现已成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
基地、红色旅游示范基地。

东晋年间，葛洪移居罗浮山，
其妻鲍姑也在这里行医采药，二
人生活恬淡、自在。葛洪遍尝百
草、施药于民、修道炼丹，著有《抱
朴子》《肘后备急方》等道教哲学
理论和医学著作，为岭南医学写
下一段传奇。

来到冲虚古观一侧，又见洗
药池和稚川丹灶两处古迹。

洗药池呈八卦状，有睡莲在
水面伸展，池旁有一石刻，上曰：

“仙人洗药池，时闻药香发。洗药
仙人去不返，古池冷浸梅花月。”
据说葛洪夫妇经常上山采药，采

来的药就在这个药中清洗再拿回
家去，所以这个水池至少洗过
1000种药材。

洗药池稍往上走，就到了稚川
丹灶。传说这是葛洪炼丹之地，当
年他就是在此用七七四十九天炼
出“九转金丹”，服后羽化成仙的。

走进葛仙宝殿，便见“葛仙
翁”和“鲍仙姑”两尊雕像静静伫
立，倾听着信众关于亲友健康平
安的美好祈愿。葛洪精晓医学
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
他撰写的《肘后备急方》收集了
大量救急用的方药，很多验方至

今仍有效。罗浮山冲虚古观管
理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葛
洪在罗浮山修道，将修道成仙的
道术与治病救人的凡术相结合，
推动道教走向平民化、大众化，
也将道教、医学推向最‘接地气’
的时代。”

2015 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她正是从葛洪
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青蒿一
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获得灵感，最终成功提取出抗疟特
效药——青蒿素。罗浮山也因此
成为“青蒿素之源”。

采石千年，有“营城之源”美誉

从莲花山的燕子岩行至
狮子石，沿途尽是峭壁嵯峨。
林敏指着大石告诉记者，这块
大石和我们此前见到的那些
人工采石遗迹又有所不同，它
是在海水拍击、侵蚀、风化下
所形成的自然景观。

莲花山的古地名原为“石
狮山”，所处的珠江段即名为

“狮子洋”，皆因该石狮而得
名。“石砺山四周裹海，磅礴中
流。外即牂牁大洋，中有石
壁，蹲踞状如狮子。狮腹中
空。可坐六七人。飞泉百丈，
为虎门捍山。”该段描述便出
自岭南先贤屈大均所著的《广
东新语》。

狮子石与虎门两岸相望，
奔流其间的狮子洋正是海内
外来广州贸易的所有船只必
经水道。而莲花塔作为海上
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建
于明代，则是过往船只见到的

“珠江入海口第一塔”，它高耸
于莲花山山顶，数十里外可
见，也成为进出广州港的一个
显著航标，为海上的船只指引
航向。航海贸易的船只只要
一看见莲花塔，便知即将进入
中国南大门——广州。因此
莲花塔是明清珠江航道上的
地标建筑，是海上丝绸之路上
的航标塔，也因此又有“省会
华表”“海航表望”的美誉。

独特的地理位置为莲花
山的石材运输提供了便利。
林敏表示，目前研究得出的结
论认为，古代用于营建的石材
主要是通过水路运输的。目
前莲花山古采矿场所发现的
15 个采矿场中，有 14 个在莲
花山东麓近水处，仅有 1个位
于西北边位置低洼处，这说明
莲花山东侧近水，运输方便，
通过水路运输便可将石材由
狮子洋运至珠江三角洲各地。

在燕子岩上有一处摩崖
石刻“春垒栖香”，或许正在述
说每到春暖花开，燕子便来燕
子岩筑巢栖息，这人文和自然
交相辉映的画面已延续千年。

莲花山古采石场是广州
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的试点之一，作为遗址类不可
移动文物，它本身便是文物普
查中的一个难点。

林敏表示，这是因为莲花
山古采石场规模庞大，地势复
杂且危险，普查工作组实地调
查摸排较为艰难。如果采用航
拍或者影像投射的手段，采石
场表面又有着异常茂密的植
被。难以观察到采石场原貌。
而且采石场开凿面并不连续，
遗迹的边界范围难以精准确
定。在遗址保护方面，由于采
石场遗址本体呈现出丹霞地貌

的地质特点，红砂岩硬度较低，
山体表面覆盖的植被也会将根
系扩散到岩石内部，更增加了
遗址保护的难度。

记者在燕子岩、狮子石的
部分石壁上，均看到数条较为
明显的裂缝，其间还附着少量
因风化侵蚀而破碎的石块。

林敏告诉记者，国家文物
局现在已经批复了保护加固
此地遗址的立项。目前莲花
山景区已在定制整体的修缮
设计方案，同时对遗址局部开
展保护加固的试点工作。

地质学专家刘金山则认
为，利用地质遗迹建立地质公

园，是保护和利用自然遗产最
有效的措施之一。他呼吁社
会各界要加强对莲花山古采
石场等地质遗迹的保护，并建
议通过申报国家地质公园等
方式，推动莲花山采石场的科
学研究和旅游发展。

初秋时节，不少游客在莲
花山上临石远眺，穿过峭壁便
望见狮子洋面的滔滔江水，似
乎远古时代开山劈石、一凿一
钎的场景仍能历历在目。莲
花山上的这片古采石场仍在
默默见证着广州这座城市在
向海而兴、向海图强中所勃发
的生机和活力。

狮虎相望，守护千年“海丝”之路

莲花山古采石场遗址燕子岩

稚川丹灶

东江纵队纪念馆

冲虚古观

李宝林 《水墨疆山图》

“葛仙人”始建洞天古观

2023 年，高铁“罗浮山
站”正式开通，为罗浮山送
来了更多游客。这天清晨，
记者一行刚走出高铁站，便
见远处山间云雾缭绕、仙气
飘飘。网约车司机大哥告
诉我们，每逢周末他接到的
订单就会明显增多，“很多
人周五晚上就到了。他们
大多从深圳、广州这些地方
过来，现在到罗浮山比以前
方便了好多！”据说，不少年
轻游客还喜欢周五晚上结伴
夜爬罗浮山。

十来分钟的车程后，“第
七大洞天”的牌坊便在眼前，
这里是罗浮山的入口处。迎
接我们的是冲虚古观的道长
张玲伟。他向我们解释道，

“洞天”是道教用语，意指地上
的“仙山”。全国共有道教十
大“洞天”，多是名山胜地。

罗 浮 山 最 高 峰 海 拔
1296 米，而冲虚古观就在山
脚下，它北枕麻姑峰，南临
白莲湖，观门前的视野十分
开 阔 。 拾 级 而 上 ，穿 过 山
门，便看到川流不息的游客

正在添香祈福。
“冲虚古观被视为岭南道

观的祖庭，罗浮山由此成了
岭南道教的发源地。”道长介
绍，冲虚古观原址为葛洪所
建四庵之一的南庵，初名都
虚庵。葛洪“升仙”后，改建
为葛洪祠，以示纪念。唐玄
宗天宝年间扩建，易名为葛
仙祠。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
年），又获赐名“冲虚观”，后
来历代均有修葺。

如今观内有五重殿宇，分
别是三清殿、灵官殿、黄大仙
殿、吕祖殿和葛仙殿，大多数
建筑为清朝同治年间重修。

道长一边介绍，一边泡
茶。炎炎夏日，这里的茶水
似乎十分甘甜。道长说：“这
泡茶的水是从观里那口长生
井打上来的，我们都叫它‘神
仙水’。”他带我们来到冲虚
古观的左偏殿，长生井就在
进门位置。“传说这是葛洪当
年炼丹时所用的水源，罗浮
山周边的人认为它能祛病强
身、延年益寿，所以本地还有

‘斗米换斗水’的说法。”

罗浮山成“诺奖”灵感来源

古观亦是红色旅游示范基地

冲虚古观主殿三清殿

“高峰之路”
巡展到广州画院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广州市“国保”名单
（以公布时间先后为序）

1. 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宫
署遗址及南越文王墓

2. 莲花山古采石场
3. 南汉二陵
4. 清真先贤古墓
5. 光孝寺
6. 陈家祠堂
7. 怀圣寺光塔
8. 六榕寺塔
9. 广裕祠
10. 五仙观及岭南第一楼
11. 镇海楼与广州明城墙
12. 南海神庙
13. 沙湾留耕堂
14. 三元里平英团遗址
15.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16.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17. 广州公社旧址
18. 林则徐销烟池与虎门炮

台旧址
19. 洪秀全故居
20. 国民党“一大”旧址
21. 黄埔军校旧址（包括东征

烈士墓）
22.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
23. 广州沙面建筑群
24. 广州圣心大教堂
25. 广州大元帅府旧址
26. 中山纪念堂
27. 余荫山房
28. 粤海关旧址
29. 广东咨议局旧址
30. 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

会会址
31. 万木草堂
32.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

委员会旧址
33. 广东省农民协会旧址

惠州市“国保”名单
（以公布时间先后为序）

1.叶挺故居
2.冲虚古观
3.龙门鹤湖围

广州莲花山古采石场广州莲花山古采石场，，
为岭南国宝为岭南国宝““供料供料””两千年两千年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梁善茵 文艺
图/羊城晚报记者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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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珠江三角洲所在之地，
在先秦时期只是一片开阔海湾，
岛屿星罗棋布。地处今日广州东
南一隅的莲花山则是海湾中的一
座小岛，“四周皆海，屹峙中流”。
后来，珠江水逐渐退去，莲花山因
大陆地壳抬升而渐成一方山体，
如今海拔已有108米。

从莲花山南部的莲花岩起，
向北伸延，这里有一条南北长约
1500 米、东西宽 50-200 米、开采
深度为 30-40 米的采石带，即莲
花山古采石场。

据史料记载，南越先民已发
现莲花山有连绵上千米的禇红色
砂岩，质地较为坚硬，密度适中，
颗粒明显，部分夹杂海上小生物，
是当时建造宫殿的重要选材。他
们便驾船来到莲花山采石，随后
经海道将石材运回当时的番禺
城，用于建造南越国宫署。1983

年，考古学家夏鼐来番禺考察，为
采石场题字“莲花山古采石场遗
址”，曾初步推断莲花山采石场历
史“不迟于宋代”。

而1983年广州象岗山发现的
南越王赵眜墓，又将古采石场的开
采史推前至秦汉时期。“据专家鉴
定，建于 2100 多年前的南越王墓
墓穴所砌的12种石料中，有8种采
自莲花山。”广州番禺区文物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的林敏告诉记者。

以南越国宫署和南越王墓为
起点，这段“人工丹霞”开辟之路竟
长达千年。而从这里开采出的石
料大量用于珠三角多地官衙、城
墙、古村落中的祠堂、庙宇、民居、
桥梁等建筑物，以及珠三角的沙
田开发、基围修筑，莲花山在珠江
三角洲开发中曾作出了独特的、
巨大的贡献，某种意义上来说，莲
花山的石材构筑出了珠三角的城
镇乡村，莲花山就是大湾区人文
景观的一个“母体”（详见中山大
学刘志伟教授《番禺莲花山历史
文化论文集》序言）。“宋代广州城
基遗址位于如今的广州越华路，其
最底层的红砂岩石料规格与莲花
山岩石相似，部分城砖上还印有

‘番禺县’三字。”林敏说，广州的琶
洲塔、赤岗塔、莲花塔、南海神庙等
重要文物保护单位，都采用过莲花
山红砂岩作为建筑石料，“所以，说
莲花山是广州多处‘国保’单位的

‘原料基地’也不为过。”
林敏介绍，古采石场的开采技

术已经非常先进。他们采用的是
露天开采法与地下矿房式开采法
相结合的方式，这种采矿方法在当
时非常罕见，展现出先人们高超的
采矿工艺水平。如今遗留下来的
采石面平均高度为 25米，最高处
达40米，最深处在地下13米。正
所谓“莫讶巨灵挥巨斧，应歌群匠
凿群工”。那些悬崖峭壁上，千年
岁月刷洗后仍留下历代先民开山
劈石、建设城乡的钎痕历历，桩孔
累累，细看还能发现已被采凿而未
运走的石柱或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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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入海口狮子洋
畔，一块酷似雄狮形状的
狮子石伫立在莲花山上，
远眺对岸的东莞虎门，见
证着珠江口岸的沧海桑
田。

狮子石身后守护着
一片莲花山古采石场。
它是我国已知最早的非
金属采矿场，也是古代岭
南采石业的源头之一。
如今，这里已是广州番禺
莲花山旅游风景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自然景观和
先民采石留下的痕迹已
然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
的“人工丹霞”景观。

据科学考证，西汉时
期的南越王宫、南越王墓
等建筑石料均出自莲花
山古采石场。但这里四
面崖壁连环对峙，奇峰突
屹，让人震惊之余，不免
会发出疑问，没有现代化
工具的古人，是如何撼动
这座庞然大山的呢？

我们特意来到狮子洋
畔，探秘两千年来曾为无
数岭南国宝“供料”的这座
古采石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