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NHUA GANPO

播 撒 人 文 馨 香播 撒 人 文 馨 香

副刊部主办

播 撒 人 文 馨 香

9 聚焦
2023年 2月 17日 星期五

Tel:0791-86849413
E-mail:527756682@qq.com

■本版主编 万芸芸
■美术编辑 杨 数

视 野

播 撒 人 文 馨 香

在“南昌之星”摩天轮下，游客人来人往。

有细心的游客会发现，最近，在近旁闹中取静的

一所建筑里，多了一个好去处，“可爱的中国”光

荣之家展示馆便坐落于此。

走进展示馆,暖气扑面而来。阵阵暖意中，

展馆里一件件革命文物、一幅幅老照片、一个个

熟悉而又陌生的场景，穿越历史，直抵人心……

“可爱的中国”光荣之家展示馆由方志敏烈

士之子方英的子女倾力创办。展示馆由“人民

英雄方志敏”“英雄夫人缪敏”“继承先辈精神

争取更大光荣”三部分组成，述说着英烈方志敏

家庭的故事，勉励后辈珍惜现在，传承好红色基

因，赓续好红色血脉。

“展示馆突出‘家’这个主题，就是为了用好

方志敏精神，让清贫的家风代代相传，激励子孙

后代。”方志敏孙女方华丽告诉记者。

在展示馆主展厅悬挂着一方中堂样式的横

匾，匾额上“贤良世第”四个字熠熠生辉。这是

从方志敏家乡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的方氏祖屋

复制而来，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革

命精神的滋养。

主展厅中，一幅高清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它

是国民党反动派押送方志敏在南昌中山公园示

众时留下的。照片中方志敏淡定从容，大义凛

然，诠释了一个爱国者坚韧的意志。在狱中，方

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不错，目前的中国，

固然是江山破碎，国蔽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

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

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如今，这

些名篇中的名句，早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宝

贵精神财富。

巾帼铿锵，为爱存在。用自己的一生，静静

地爱一个人，默默地做一件事，是幸福的。而

这，正是方志敏的夫人缪敏一生的写照。缪敏

与丈夫方志敏同是弋阳人。1926 年夏，缪敏在

南昌与方志敏相识相爱，次年在革命家彭湃主

持下结为夫妻，同年加入共产党。婚后的缪敏

坚定地追随丈夫从事革命活动，方志敏被捕就

义后不久，缪敏随即也遭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并

被判无期徒刑。关押 3 年后，缪敏与儿子方英、

方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到延安受到毛主席

的亲切接见与关怀。毛主席为缪敏（化名李祥

贞）题字：“没有什么困难是可以阻碍人们前进

的，只要克服，并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毛

主席的教导，成为缪敏后半生的座右铭。

“光荣之家”陈展中，展出了缪敏所著《方志

敏战斗的一生》《回忆方志敏同志》及其生前使

用过的办公桌椅、私人印章、手表、眼镜、镇纸等

物品。1973 年，缪敏将数万元稿费捐献给家乡，

用以修建圩堤和村校校舍，造福家乡百姓。缪

敏就是这样循着方志敏的足迹，固守清贫家风，

为革命、为儿女奉献一生。

传承红色薪火，弘扬英烈精神，树立优良家

风，英烈后辈义不容辞。作为“可爱的中国”光

荣之家展示馆创办人，方华丽等方志敏的孙辈

主动传承红色基因，用好红色资源，以最质朴的

方式参与到红色文化的传播中来。

在展示馆，记者偶遇了来此参观的江西省

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主任、同样是新四军后代

的韩小洪。她告诉记者，当她读到“敌人只能砍

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不禁肃然

起敬，潸然泪下。她说：“历经 80 多年勠力奋

斗，今天，革命先烈的信念已经落地生长，这些

梦想已经变成现实。我们会与新四军老战士们

一道继续发光发热，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研究

成果，赓续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不遗余力，

继承与弘扬光荣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

爱好收集南昌老照片的视频博主，唱了大半辈子山歌的 88
岁老者，“跨界”研究角山文化的气象人……因为有一群群这样的

他们，我们的文化记忆从未断层——

1963 年 11 月，在当时江西

省文化局、江西省音乐家协会

联合举办的首届江西音乐周活

动中，歌手徐嘉琪演唱了武宁

山歌《我们的山歌牛毛多》和由

此歌曲填词改编后的新作《党

的恩情唱不完》，受到了观众的

热情欢迎。此后，《我们的山歌

牛毛多》被许多音乐工作者带

上了国内国际舞台，也被数十

次编入民歌选集、院校教材，录

制唱片全国发行。

60 年后的今天，88 岁的徐

嘉琪老人再次唱起这首武宁山

歌，声音依然苍劲。自然奔放

的曲调，欢快热烈的节奏，咏唱

出乡村田间地头的野趣，宛如

午后阳光透过树叶，在墙脚的

青苔上跃动，在乍暖还寒的初

春，给听众带来阵阵暖意。

鄱阳湖畔，草木葱茏，牧童

骑在牛背上，用方言放声歌唱：

“我们的山歌牛毛多……”就像

歌名一样，作为与中国历史文

化相伴相生的民间艺术形式，

民 间 山 歌 种 类 、数 量 数 不 胜

数 。 这 些 歌 绝 大 部 分 作 者 不

详，人们用歌声表达劳动热情、

生活感情和男女爱情，口口相

传延续民族记忆。

如 果 说 ，山 歌 是 一 部 写 满

音符的百科全书，那么徐嘉琪不仅是这本“书”的读

者，更是虔诚的传诵者。从 1958 年到 2018 年，他大半

辈子都在从事民歌研究工作，编撰的《九江新编民歌》

《赣北民歌五十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西卷·九江

市分卷》等，搜集整理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民歌（含曲

谱、无曲）。

“九江山歌是江西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素有‘吉

安的灯彩，抚州的傩，赣南的采茶，九江的歌’一说。往

往越是交通不发达的山村，山歌保留得越原汁原味。”

徐嘉琪常年奔走在乡间村舍，学习方言，了解本地文

化。哪里有山歌，哪里就有他采风的身影。九江山歌

种类繁多，不同地方的山歌语言、歌词和曲调各有不

同。对于这些山歌，他如数家珍，一张口就停不下来。

民歌《一曲乡音迎你来》曾被徐嘉琪填词改编为

《站在庐山望北京》，在 1975 年参加了全国音乐调演，

并在 1976 年文化部主办的首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

节游园演出中演唱。

说起这首歌的来历，徐嘉琪记忆犹新。1968 年，

徐嘉琪来到新港蹲点，无意间听见一名正在田里插秧

的老农哼起了歌。老农兴许是到了兴头上，歌声越来

越响亮，徐嘉琪听得仔细，从浓浓的乡音中辨别出来，

唱词是毛主席诗词。

“这首歌我一听就喜欢，曲调简单却朗朗上口，肯

定能有很高的传唱度！”于是，徐嘉琪住进了老农家

里，与大家同劳动、同吃住，一有机会就与他交流山

歌，渐渐将整首歌曲烂熟于心，并进行了记录整理。

1975 年全国音乐调演，徐嘉琪重新填词改编，将

山歌悠扬的曲调与淳朴清新的语言有机结合，表达人

民对党的深情。“这首歌由方言演唱，为了让更多人听

得懂，更好地宣传当地文化，在表演时，我们把‘庐山’

等代表江西特色的词汇改为用普通话发音演唱。”

在徐嘉琪看来，这样的改编非常有必要。“民间山

歌是各地区不同时代的群众生活的生动反映，不仅有

地域特性，也有时代特性。民歌的传承与发展不是简

单的二元对立，要想让民歌有未来，就必须与时俱进，

根植在现代群众生活的土壤中。”正因如此，后来他与

其他音乐工作者一起，又对这首歌重新填词，改编后

的《一曲乡音迎你来》成了推介庐山风光的代表歌曲。

民歌的矿藏在山乡，但民歌不能停留在山乡。几

十年来，徐嘉琪一边认真采集、分类整理民歌乐曲，一

边通过重新填词和适当调整曲调，赋予民歌新的时代

意义，让民歌之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飞入千家万

户。直到现在，年近九旬的他创作热情不减，每有灵

感或心得，便会从日历本上撕下一页记录，久而久之，

日历本越来越薄，素材的宝库越来越丰富。

民间山歌从遥远的时空中一路走来，串联起不同

时代人类共通的情感。像徐嘉琪一样有才气、有热情

的音乐工作者，用画龙点睛之笔，勾勒来自乡野的音

乐艺术，带着人们对诗和远方的美好想象，不断探索，

将山歌唱响华夏。

陈落是一家眼镜店的“老板娘”，她

还有一个身份——一个拥有十余万粉

丝的视频博主。在她的视频号里，绳

金 塔 、万 寿 宫 、胜 利 路 、八 一 桥 、老 福

山 ……南昌角角落落、各个年代的照

片都有。南昌第一辆公交车，屁股后头

挂着炭炉子；1983 年的 1 路电车，顶上

拖着大辫子；20 世纪 80 年代粮油供应

站前拿着粮本排长队的人们……这些

久远的记录吸引着众多网友打开这本

南昌“老相册”。

在成为视频博主之前，陈落经营着

一家网店，卖服装。她常常拍些短视频

给自己的服装店引流。2020 年，疫情

之下，服装店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她干

脆“玩”起了短视频。她拍自己的生活

日常，甚至学别人拍美食教程，但是并

没有太多人关注。2020 年 5 月，洪城大

市场启动搬迁工作。那段时间，她在新

市场和老市场之间来回跑，她用视频带

大家告别老市场，“探营”新市场。她还

拍商户们的“散伙饭”。“那些天涨粉好

快，但我知道，不是我视频拍得好，而是

我抓住了大家关注的点。”后来，她的服

装店关张了，视频号却慢慢火起来。

在陈落的视频号中，南昌老照片是

一个重要内容。有一回她在某平台发

了一张 20 世纪 80 年代的照片，照片上

能清楚地看到那时的红谷滩还是一派

“原生态”。过了两天，她发现那张照片

连同她的文案被网友做成视频发出来

了，点击率还挺高。陈落意识到，人们

对从前、对旧事、对城市的历史有着特

别的情感，这应该就是她要找的那个

“点”。她开始从网上、从书上、从各种

公众号上搜集南昌老照片，获得授权后

把它们做成视频。1907 年南昌进贤门

外树木掩映中的街巷、美国人镜头中的

1910 年的滕王阁、20 世纪 30 年代舟楫

林立的抚河……其中最让人震惊的是

一组日本侵略军留下的照片：在日本飞

机轰炸下浓烟滚滚的南昌城、被日军占

领的南昌行营及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

日军在西山万寿宫屠杀平民、东湖孺子

亭前放马践踏文物的日本兵……陈落

说：“这套老照片是南昌地图小哥（以下

称小哥）给我的。之前，我在他的公众

号里找照片，后来熟了，他手上有经典

老照片都会发给我。”陈落给大部分老

照片配上了解说。她的解说常常从画

面上延伸开去，深入南昌的历史。在解

说一张日军轰炸南昌的照片时，她用详

实的史料告诉大家 1939 年 3 月被日本

侵略者占领后，这座城市经历了怎样悲

惨而屈辱的 6 年多时间。对解说文案

陈落非常用心，“老照片上面的地名我

会对照老地图仔细研究，涉及的历史我

会认真地查找资料，不懂的就问小哥。

做好视频后会发给小哥帮我把关，有疑

问就发在群里请大家讨论。我想努力

做到 100%准确。”

说起小哥，陈落满是感激和钦佩。

这个 95 后年轻人是一个挺火的 UP 主，

以介绍南昌闻名。他还开了一个公众

号，专门介绍南昌历史文化。热心的小

哥组建了一个南昌历史文化爱好者群，

经常组织各种南昌古迹寻游活动。陈

落很喜欢这些活动，是这个群的主力。

陈落还创作了大量的原创视频。

她记录南昌的老街巷、老建筑，除了老

城区的八一大道、民德路、中山路、翠花

街、文教路等等，她还深入城郊寻访生

米老街、市汊街、松湖老街、谢埠老街；

她还拍摄了很多古村：三江镇的后万古

村、罗家镇的灞桥秦村、莲塘镇的斗门

古村，还有大名鼎鼎的月池熊村；她记

录了一批老工厂和百年老店……“拍视

频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南昌从前这么了

不起。”陈落最喜欢拍那些隐身在街巷

中的名人故居，比如环湖路上的伍毓瑞

故居、阳明路上的熊式辉故居、爱国银

行家王德舆故居、梅汝敖故居……“在

故居里讲房子主人的故事，自己会被感

动。”

这些视频常常会触动网友们的记

忆阀门或是情感开关，他们会在视频后

留言，有的补充资料，有的则会深情地

讲述与视频内容相关的记忆和故事。

“网友真厉害，也非常可爱。他们会给

我提供各种线索，有的直接‘点菜’，让

我去拍这个、拍那个。他们提供的每一

条线索我都会记下来，然后去查资料、

做功课、写脚本。网友呼声高的先拍。”

说到这里，她有点不好意思：“我还是太

懒了，记了厚厚一大本，可好多还没拍

呢。”

留言也有不好听的，一些人说陈落

的南昌普通话是“乡根哩”。陈落一度

有些难过。2021 年 2 月，万寿宫历史文

化街区开放试运营，街区里面有一个方

言墙，陈落用她地道的南昌话作了一个

解说视频，网友们一个劲竖大拇指。他

们说老南昌的历史用南昌话解说特别

有味道，而且南昌方言也是城市记忆的

一部分。“后来，我不再想‘修改’口音的

事了，有时候我在视频里干脆讲南昌

话，效果还挺好。”

几年下来，陈落发布的原创视频

400 多条，收集老照片做成视频 300 多

条。在陈落看来，这只是她的一个爱

好，她从没有把这个爱好上升到“守护

城市记忆”的高度。但是，每次看到网

友那么热烈地留言、讨论，她知道，她做

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把过去的

照片发出来，能让大家了解我们这座城

市的过去；我把现在的南昌拍下来，也

或许能成为将来的南昌人的记忆。”

让红色基因让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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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中国”光荣之家展示馆

“对面的山包是徐家村角山板栗山

遗址，角山文化就来源于此；我们面前

的是童家古河道，早些年，一脚踩下去，

这里随便就能踩出几片古陶碎片，现在

因为采取了保护措施，还有大量古陶碎

片沉睡在泥层之下……”2 月 13 日，早

春料峭的风吹过鹰潭市月湖区童家河，

站在路边，王晖指着冒着绿芽的一片田

野给记者介绍角山文化（角山窑业生产

文化）。以古陶片为舟，角山文化随着

他的解说穿越时空扑面而来。

王晖是鹰潭市气象服务中心主任，

他不仅是气象人，也是江西省博物馆学

会理事，同时也担任着鹰潭市文联、书

协等相关文化界职务。多年来他醉心

于文化事业，像一个真正的考古专家默

默进行着田野调查。

遇到古陶，他就成了一个“打捞”岁

月的人。几年时间，王晖收集了不少被

常人当成“破烂”的古陶碎片。2021 年

1 月 ，他 筹 办 了 鹰 潭 市 角 山 古 陶 博 物

馆，展出 1000 多片形制多样的古陶碎

片。走近它们，那些神秘的刻符、古拙

的印纹，更像是遥远时代古人的低语，

在与今人诉说来自先秦时期的文明。

他的自发性“抢救”工作得到了大家的

肯定，在该市月湖区政府的支持下，博

物馆现以公助民办的方式对社会开放，

成了鹰潭角山古陶文化对外展示的一

个窗口。

从 1983 年鹰潭角山板栗山遗址被

发现，到 2013年角山板栗山遗址被国务

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作为印纹陶与原始瓷主要产地

之一，角山板栗山遗址内窑场作为赣东

地区夏商时期陶器生产的鲜活场景，得

以被后人窥见；而王晖以个人之力，不

遗余力地为角山文化的传播摇旗呐喊。

“角山遗址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夏

商时期全国最大的窑场，在先秦陶器生

产史上实属罕见。同时，角山也是全国

夏商陶瓷生产作坊遗址中唯一可以表现

古代陶瓷生产完全过程的，从取土陈腐

到入窑烧制，全面揭示了角山陶瓷生产

的工艺流程。”说起角山文化，王晖有说

不完的话。他介绍，角山窑场出土的许

多器物口部、底部都有刻划符号，这些刻

符，或为窑工朴素的计数符号，或为表明

制陶者信息的“陶人款”，或是祭祀窑神

的占筮记录，目前共发现这类符号 2359
个（组），数量和种类之多，堪称中国南方

刻划计数符号的宝库。平常，只要捡到

有刻符的陶瓷碎片，他都如获至宝。

角山窑址连续烧造时间 500 年之

久，是中国先秦时代延续时间最长的窑

场。它的发现正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

苏秉琦所说，“活了闽赣两省一大片地

区的青铜文化”。但很可惜，擦去层层

历史尘埃，角山历史遗存虽得以重见天

日，但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显沉寂。

为此，近些年王晖不断地在各种场

合为角山文化鼓与呼。“做鹰潭历史文

化的看护人”成了他的目标。从任职该

市政协委员开始，他写下多个文化方面

的提案，《关于建设鹰潭市博物馆群落

的建议》《关于保护鹰潭古窑窑址的建

议》《关于保护鹰潭童家古河道的建议》

《打造角山文化的建议》……为了调查

鹰潭的古窑窑址及信江流域早期文明

遗址，他几乎跑遍了鹰潭的山山水水、

角角落落，也有了白鹤湖、神前等早期

聚落遗址的重大发现。很多朋友都知

道他在收集古陶，只要有发现，也愿意

给他提供信息，为此，他还从挖掘机下

抢到不少“宝贝”。

“我现在的精力主要是整理研究角

山文化，鹰潭角山商代窑址有着多个长

江流域早期文明的核心要素及历史源

头文化地位，我有责任继续保护好、传

承好、宣传好这一历史文化瑰宝。”王晖

告诉记者，鹰潭有角山文化、古越文化、

道教文化、心学文化，当前，相较当地道

教文化的挖掘、宣传和运用，角山古窑

遗址文化的挖掘、研究和宣传，还不够

深入，和角山文化的地位实不相配。

角山文化作为鹰潭最具影响力和

最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之一，是历史遗留

给鹰潭的宝贵遗产。如何挖掘角山窑

址文化，打造鹰潭文化品牌新高地？王

晖在“打捞”实物碎片的同时，也不断呼

吁业界整合角山、吴城等多处散点的商

代遗址，确立以环鄱阳湖早期文明圈为主

体的赣鄱文化；以武夷山、信江、闽江为中

心，开展一山两江区域的商代文化研究合

作，确立东南地区的文化核心地位。

“作为角山文化的直观证明和物质

基础，若是能建立遗址公园，其保护与开

发就会有很好的载体。”王晖认为，建立

角山考古遗址公园打造鹰潭城市文化地

标，拓展宣传渠道大力扩大角山文化的

对外影响，做好文旅规划开发特色旅游

文创产品等，也是角山文化“走出去”的

可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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