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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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1月 19日 星期五

电话：0791-86849413
邮箱：527756682@qq.com

播 撒 人 文 馨 香

■本版主编 万芸芸
■美术编辑 杨 数

视 野

你去过我省的高校文

博场馆吗？这里有定格生

命的动植物标本，有绿意

盎然的中草药标本墙，有

珍 稀 的 传 统 医 学 典 著 善

本，有珍贵的元青花陶瓷

标本，有明代以来的税收

票证……这里馆藏丰富、

类型多样，还有满满的知

识，是生动的课堂，也是赣

鄱文化的鲜活载体。

冬日暖阳、微风不燥，

让我们一起去探秘——

江西财经大学科瑞文博馆四楼，汉代风格牌楼

下，“中国税收票证博物馆”几个汉字格外醒目。

税收票证，是历史演进与社会变革的一个缩

影。进入展厅，故纸堆里的故事开始从玻璃展柜飞

出来，让我们沉醉其中。其中一张“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借谷票”向我们揭开了一段往事——1934 年，

苏维埃政府扩充红军。因为军粮不够，政府开具凭

证，向群众借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

这些借谷票有的并没有第一时间得到兑现。1949
年新中国成立，新生的人民政权兑现诺言，将借粮

返还。馆藏的这张借谷票上，红字“乾谷壹百斤”表

明了借谷数量，“此票专为一九三四年向群众借谷

充足红军给养之用”表明了借粮目的，印章“注销”

则表明借谷已还，借谷票被收回注销。

“馆里还有一张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 年赣南省

赣县土地税免征证。为了鼓励人们参军，根据地制

定了红军直系亲属免征田税的政策。从借谷票、免

税证等，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革命年代军民之间浓

浓的鱼水情。”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副院长戴丽华介绍，2013 年中国税收票证博物馆开

馆，2020 年搬迁至现在的新馆。全馆 2000 余件（枚）

税收票证，藏着中国税制的变迁，从战火纷飞到国家

新生，再到繁荣富强，折射了各个时期的社会民生，

弥足珍贵。如 1933年“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签

名的贴有印花税的毕业证书，印制纸质税票的清代

江南徽州府歙县税票木印版，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明

代纸质税票之一明代万历四十年推税票（买卖田地

其田税推至买家的证明），1927年贴有长城图喜字印

花税票的许婚帖（婚书）等。

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馆，大厅中间有座

“悬壶济世”雕塑，巨型葫芦内有个老翁静坐云霞之

上。进入展厅，穿过多媒体蓝色星空影像、倾听中

医药发展简史后，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些古代行医工

具，如骨针、针筒、脉枕等。两个类似哑铃砝码的圆

环，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江西中医药大学中药资源与民族药研究中心

副主任姚鹏程解释：“唐朝以前，这个叫药铃。走方

郎中拿药铃一晃，大家就知道是他来了。唐朝之

后，受药王孙思邈用铜环撑开虎口、救治老虎的传

说影响，药铃有了另一个称呼——虎撑。虎撑，是

采药人和游医的标志，彰显他们都是药王弟子。”

一路观展，一路收获。进入中国传统医学厅，

轻点屏幕便可获悉古代名医的人生轨迹，在“唐代

太医署”了解当时的“中央医科大学”如何运转，在

“宋代校正医书局”，翻开影响至深的《千金方》《黄帝

内经》《金匮要略》等医学古籍；进入中国传统药学

厅，与一株株色泽饱满的草药对话，与车前子、覆盆

子、吴茱萸等江西道地药材邂逅……除了这两个展

厅，中医药文化馆还专门设置了江西中医药特色厅。

“江西从古至今涌现了很多中医药的大先生，

像杏林文化的开创者董奉、医林状元龚廷贤、清初

名医喻嘉言、热敏灸技术创始人陈日新等，他们是

中医药故事的江西篇，讲好他们的故事，具有很好

的现实意义。”

为了凸显赣地特色，丰富展陈，馆内不少展品

还融入了非遗技艺，如以剪纸、美术、陶瓷等形式来

表现中医药文化。

2022 年 10月，景德镇陶瓷大学求古归元元青花

馆开馆，镇馆之宝便是一块带有年号“至正甲申”的

香炉瓷片。原来，元代瓷器尚未形成以帝王年号落

款的习惯，绝大多数元代青花瓷都没有详细的纪年

信息。“至正甲申”也就是 1344年，这个拥有清晰年号

的标本，对元青花的年代判断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目前，求古归元元青花馆共展出陶瓷标本总计

955 件（套），以元青花和元代标本为主体，有大盘、

碗、碟、罐、梅瓶、玉壶春瓶、高足杯等，那一抹抹幽

兰，折射了景德镇灿烂的制瓷历史。

事实上，我省高校的文博场馆远不止这些：东

华理工大学地质博物馆，几千件生物化石、矿物晶

体等实物标本勾勒了地球 38 亿年的演化历程；南昌

工学院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博物馆，几百位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的精品力作各美其美；江西服装学院服

饰博物馆，打开历史的衣橱，一览华夏几千年的时

尚；赣南师范大学客家民俗博物馆，客家木雕、木版

年画、匾额等琳琅满目；江西农业大学昆虫标本馆，

生灵静静栖息，大自然的美被永久珍藏……

高校文博场馆植根大学的学术土壤，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

面，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陶瓷有两次生命，第一次是陶瓷从制备到烧成器物的过程，我们

称之为器物生命，第二次是陶瓷的文物生命，即对陶瓷的修复和展示。”

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李其江介绍，求古归元元青花馆

已成为学校一个重要的教学实践课程基地，设计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考古文博学院的一些专业课会来此授课。

此外，求古归元元青花馆还展出了许多师生们修复的青花瓷。那些

掩埋于尘土中的瓷片，被挖掘出来经过拼接、补绘、仿釉等工艺，再次绽放

出令人惊艳的神采。其中的网红展品、元青花缠枝牡丹云龙纹盘便是师

生们耗时7个月修复的。

“修复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两个大问题。一是拼接，瓷盘碎成了 79
块，如果前面拼得不平，后面的拼接缺陷会积累得越来越多，最后就会

导致错位。另外是补绘，我们采取了笔绘和喷笔两者结合的方式，把线

条补充完整。”景德镇陶瓷大学学生陈洪梅说，参与修复，锻炼了技艺，

也提高了文化认知。

对江西中医药大学的学子来说，中医药文化馆是个长情陪伴的良

师益友。从 2021 年开始，每年的新生入学教育阶段，新生都会来这里感

受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入学后，他们的中药鉴定学、生药学、临床

中药学等 9门本科生课程，也会在这里进行教学实践。

“除了服务本校师生，我们还接待了许多中小学研学队伍。你们

猜，那些小朋友最喜欢哪里？”姚鹏程笑着问记者，然后引导我们来到一

面长长的植物中药浸渍标本墙面前。不同于传统的干制标本，这些中

草药标本被浸泡在专门配制的溶液中，一直保持着刚采摘时的鲜艳色

泽。灯光照射下，这些摆放整齐的玻璃瓶，显得灵动而清新。另一侧，

清肺汤、温经汤等经典名方，以直观的药材标本展示出来，清洗、切片、

浸泡等中药炮制技艺，则以一组组生动的小泥人展示出来……

近年来，江西中医药大学与全省 32 所中小学建立了中医药文化联

盟，中医药文化馆也陆续推出了“中医药文化研学”公益计划等，接待了

20余所大中小学校 40多批次 5000余名师生。

“我们还帮助红谷滩区碟子湖小学等学校打造

了中医药文化角，开辟了经典药材种植基地等，小

朋友们很喜欢。”

相比吸粉众多的中医药文化，票据文化更显

“专业范儿”。

“以前讲课本上的税收知识，会稍显枯燥。来

博物馆上课，一张张票据实物生动立体，学生们的

注意力会更集中。”前些年，戴丽华和同事们结合馆

藏税票，开设了特色课《税票鉴赏》。“我们还会让学

生来讲述这些税票背后的故事，以此提升学生们学

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博物馆中有两张关于“鸦片”的税票，时常被学

生提及：一张是清光绪年间湖南吉局落地膏捐印花

（膏捐即鸦片捐），那时鸦片只要交了税，就发以印

花税贴于烟箱上，鸦片即可自由销售；一张是 1941
年青岛特别市征收土药附加捐捐票存查与查缴联，

当时青岛被日伪侵占，土药即鸦片，伪政府收捐后

任由鸦片买卖……

开馆 10 年，中国税收票证博物馆一直承担着税

制教学、经济研究、历史文化教育等功能。开学季，

这里是新生们的“入学第一课”，校庆时，这里是校

友们的打卡地。为了服务广大来馆参观的学生、校

友、游客，博物馆还打造了一支由师生组成的近 30
人的讲解团队。

如何实现文化共享，让校园里的优质文化飞出

围墙，我省的高校文博场馆进行了多元探索——

采访当日，姚鹏程接了一个电话。“2023 上海合

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将在赣江新区召开，中医药科

创城中医药展示馆来向我们借展品。”

其实，这并非中医药文化馆与上合组织传统医

学论坛的首次结缘。

“2019 年初，学校启动了中医药文化馆的前期

筹建工作。不久我们就得到消息，第二年上海合作

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将在南昌举行。其中，中医药文

化馆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观点。”姚鹏程和团队立

即赶赴其他博物馆考察、调研，一个个地确定中医

药文化馆的展厅设计方案。紧张施工一年后，中医

药文化馆基本完工。2021 年因疫情推迟一年举办

的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药论坛在南昌举行，来自 14
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 500 余名国内外专家来到了这

里，感受悠久而厚重的江西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文化馆内，还贴有许多照片：俄罗斯学生

学习拔罐、巴基斯坦学生学习中药炮制、葡萄牙学生

学习热敏灸技术……这些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将中

医药文化带回了家乡，还有的在当地开起了医馆。

当中医药文化馆成为江西中医药大学的一张

亮丽名片时，江西财经大学中国税收票证博物馆、

景德镇陶瓷大学求古归元元青花馆也在以各自的

方式，打通学界与业界，树立高校文化品牌。

2018 年，国家税务总局以“红色税收记忆”为主

题，发行了一套印花税票。该套税票共 9 枚，其中第

一枚面值为1角钱的印花税票，便运用了中国税收票

证博物馆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江西省胜利县征

收土地税收据。此外，博物馆还创新了移动展板、多

媒体数字技术等新形式，不断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学校每年都会承办一些经济管理干部和人才

培训业务，这些财经、税收等领域的业务骨干来博

物馆参观，大家结合自身业务实践与本校老师做深

入交流，形成业界与学界的良好连接与对话。”戴丽

华告诉记者，馆内收藏的 2000 余件（枚）税收票证，

为江西财经大学 1983 级税务专业校友曾耀辉捐赠，

“他毕业后曾在税务局工作，后来又回本校继续深

造，并留校执教。加强业界与学界的密切联系，形

成良好的内循环，非常有益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2023 年上半年，李其江主持了江西文化艺术基

金 2022 年度文化艺术人才培养项目“陶瓷修复技艺

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研修班招收的 30 名学员

中，有 13 名来自省外，诸如故宫博物院、湖北省文物

交流信息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研修班气氛融洽，学员们都不私藏技艺，积极参

与交流。修复过程中，学员们始终带着一种敬畏和谨

慎的态度，精益求精地完成每个作品。”李其江说。

“当然，我们的大学文博场馆也面临着一些问

题，如社会认知面不广，展陈方式较为单一，展品活

化利用不够等。”如大家所言，创新布展形式，丰富

展陈内容，为全社会提供优质文化服务，正成为我

省高校文博场馆未来的发展共识。

一座客家古城，一部客家史记。不久前，融古
城观光、休闲度假、文化体验、耕读体验、红色教育
于一体的定南县“客家古城”景区正式开门迎客。

客家古城的前身为定南县老城镇老城村，与广
东省河源市和平县仅一山之隔。该镇始建于明隆
庆三年（1569年），距今已有455年历史，完整保留了
古代县城的格局、规制和功能，对保护客家传统文
化、研究明代县城规划、体验古代县城风貌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那么，赣粤边界的崇山峻岭间，为什么会设立
这么一座古城？古县城为何保护得如此完整？古
县城与现在的定南县城，为何分处两地？

定南客家古城研究专家、文史学者罗庆谷告诉
记者，要揭开定南客家古城的神秘面纱，还要从明
朝正德十三年（1518年）说起。那年，一代大儒、著
名思想家、军事家王阳明率兵平定了赣粤边界长达
40余年的匪患，奏请朝廷设立了广东省和平县，并
在赣南粤北辖区强化统治、推行教化。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40多年后，明嘉靖年间，当
地盗贼再起，时常攻打官府、劫掠百姓。

为解决匪患问题，朝廷痛下决心，历时数年苦
战，终于平息匪乱，并于明隆庆三年（1569年）割周
边三县地设新县，因“扼江广咽喉……岭表之长治
久安实赖其地”，取安定南方之意而命名定南县，又
因此地遍植莲花，荷叶田田，故又名莲塘城。

“莲塘城没有高大堂皇的建筑，东门迎阳、南门
丰阜、西门宝成分列三方，三座城门、1460米长的城
墙成了固若金汤的军事建筑，屋舍庙宇一律强调实
用功能。”罗庆谷说，古城九街五巷纵横分布，街道
路面取南门河里的卵石铺就，大部分民居也是就地
取土添加桐油石灰做成三合土夯墙而建。

翻开定南县志，从长长的大事年表里可知，客
家古城建成后并非一派祥和安宁，还有刀光剑影、
烽火连天——

从1569年到1927年，莲塘城作为县治的358年
间，169位朝廷命官在这里主政，如走马灯似的平均
2.11年就换一任，有的在任内因城被攻破而满门被
斩，有的找借口拒绝赴任，还有的想方设法尽快调
离这个蛮荒之地。

城南巽塔的风水传说、城内为数众多的宗教场
所、城墙保卫下遍布炮楼枪眼的围屋、高寨岗上的
钟楼残垣，是那个动荡年代的见证。

莲塘城也不乏厚重的历史文化。走进古城一处
建筑，清代进士钟一诚手书的“锄经种字”匾依然镶嵌
在门楣。字体虽显斑驳，但“锄经种字”的思想已经融
入了耕读传家的客家人的血液，成为他们生存处世的
哲学基因。嵌入厚厚城墙里的“敬惜字纸”炉，县衙门
口竖立的戒石，记忆里“像赣州府文庙一样气派”的孔
庙……它们就像一个个历经沧桑的诉说者，讲述着王
阳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苦苦思索和历朝统
治者以文化人、治国安民的不懈探求。

蕞尔之地的定南县，因历史的机缘巧合得到过明
清两朝皇帝的朱批。除明朝建县外，另于1773年经清
朝乾隆皇帝朱批同意改县为厅，经历了短暂的繁荣。

纵观历史，莲塘城因戡乱而建，因安宁而兴，因
动乱而衰。

1927年，一场众说纷纭的“姓氏械斗”，一把疑
云重重的“烧衙之火”，一次错综复杂的“迁城风
波”，最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尘埃落定——县城
他迁。莲塘客家古城变为一个自然意义上的村庄。

如今，抖落历史风尘后的莲塘古城，依旧是一
座“活”的古城，原始古朴的客家生活场景得以保
留，城隍文化得以延续。

两年前，定南以明代客家县城为依托，全力打
造文旅综合体客家古城。按照活态保护的原则，修
缮古城门、古庙、古塔、古井、古街、古民居等，重建
县衙、城墙、关帝庙、钟楼、文昌阁等古建筑，较好地
恢复了古城历史面貌。同时，结合定南瑞狮、赣南
采茶戏等非遗，丰富了美食街、文创街、国风剧场、
衙门酒吧、“湾区后街”等业态，常态性开展文创设
计、表演传习等活动。

见人见物见生活。穿越 455年的历史长河，历
经岁月洗礼的客家古城，既古香古色，又新韵迭
出。正是古老与现代的交融，让“藏在深闺人未识”
的这座城池生生不息，美美与共！

穿越455年，定南明代古县城
“复活”迎客

古城新韵
□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毛江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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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南客家古城。 钟杰摄

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师生在修复陶瓷。

孩子们来到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馆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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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为良师益友好为良师益友

让文化飞出象牙塔让文化飞出象牙塔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借谷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