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3年 11月24日（星期五）

■Friday , Nov 24, 2023 RR1212五邑乡情

前不久，来自乌克兰、在江门广雅中学
担任美术老师的Kate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入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白沙
茅龙笔制作技艺。这次文化体验让她大开眼
界，也让她对江门这座城市的深厚文化底蕴
有了全新的认知。

学习用茅龙笔画水墨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亦养一方文化，孕

育百工百艺。500多年前，明代著名理学家、
诗人、书法家陈白沙先生，在新会圭峰山就
地取材，用特有的茅草创制了一种自己使用
的笔，后人称之为白沙茅龙笔。这种笔为纯
手工制作，要经过选草、剪裁、锤砸、浸
泡、刮青、削峰、上胶、晒干、装饰等近10个
工序环节，用它写书作画，笔画中总会留有
空 隙 ， 进 而 形 成 书 画 作 品 中 难 有 的 “ 飞
白”，别具一格。然而，在历史的变迁中，
白沙茅龙笔的制作技艺几近失传。1978年，江
门市决定恢复白沙茅龙笔的制作技艺；2008
年，白沙茅龙笔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白沙茅龙笔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张瑞亨大师的介绍和指导下，Kate认真聆听
和理解白沙茅龙笔的历史和制作技艺，并学
习用茅龙笔画中国水墨画。

Kate说，虽然同为美术，但中国水墨画的
理念和笔法与她此前接受的西方艺术教育迥
然不同，操作起来很困难，但十分新奇有
趣，是值得铭记的一次尝试。但比起艺术的
区别，她更看重茅龙笔背后蕴含的中国文
化。“对我来说，茅龙笔的故事更像是白沙

先生对家乡的爱和对中国的爱。也许500多年
前这位伟大的书法家喜欢在山上漫步，欣赏
美景，了解一草一木；他从事书法创作，是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我还从对白沙先生
的介绍中感悟到，要想取得好的成绩，就必
须静下心来，有耐心地对同一件事进行多次
练习。”Kate说。

频频探访江门人文景观
两年前，Kate因为工作调动原因，来到江

门广雅中学从事美术教育。在她看来，文化
在人类的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周
围的一切都包含着或坏或好的文化元素，自
己作为一名与文化艺术息息相关的从业者，
更是将关注文化、学习文化甚至创造文化作
为一个重要目标，所以从来到江门的第一天
起，她就踏上了探知和体验这座城市文化之
旅的精彩历程。

两年来，Kate一有空便穿梭于江门的大街
小巷和青山绿水之间，从骑楼群林立的长堤
历史文化街区，到漫山枫叶红遍的圭峰山，
从蓬江河两岸璀璨的夜色夜景，到小区街角
飘香的咖啡小店，她细细品味城市文化和自
然风光，频频探访人文景观，不断从中发现
和领悟文化之美。

这次与白沙茅龙笔邂逅，Kate有了区别于
以往的深刻体验，对艺术的理解变得更加多
元。

Kate介绍，从古代到现代，西方艺术往往
伴随着颜料、纸张、画布和绘画方式等变
化，总是在频繁的运动中演变前行，有时仅
在一个世纪内就有许多艺术运动，但这次通

过近距离了解白沙茅龙笔及其笔下的水墨
画，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中国的绘画艺
术运动虽然也有，但似乎并不频繁，以水墨
画为例，中国100年前、500年前甚至更久远年
代的古人用毛笔、墨水和宣纸，现在也在用
同样的东西，这使得作品更加独特，而白沙
茅龙笔也不只是一支笔，更成为一种文化和
情怀的载体，“我还需要更多的机会来理解
这种现象”。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是沟通世界
的润滑剂，Kate说，自己的祖国和家庭都是多
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俄罗斯人、波兰人、
乌克兰人、保加利亚人、犹太人的血液，因

此信奉“艺术能将周围一切联系在一起”的
立场，坚信各个国家的人们可以通过增进对
别国艺术的了解和借鉴，相互团结起来，正
如许多西方的印象派艺术家从中国艺术中得
到启发，创作了不少艺术杰作，而一些中国
艺术家也从其他国家的艺术中得到启发，创
作了能更好表现中国主题的艺术杰作。“这
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文化交流对外籍教师很重
要，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开放地了解彼
此，创造出让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都能
共同欣赏的艺术作品。”Kate说。

（文/张茂盛）

11月4日—5日，“梁启超与中国的近代
转型”暨纪念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研讨会在五
邑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山大学哲学
系、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中山大
学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广东哲学
学会、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余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
共同回顾梁启超先生对中国近代转型作出的
卓著贡献，感受梁启超先生真挚赤诚的爱国
情怀，深入研究、挖掘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智
慧、精神内涵，展示学术界最新成果。

大咖云集，分享学术成果
北 京 大 学 原 中 文 系 主 任 陈 平 原 教 授 以

《作为演说家的梁启超》为题，第一个作主
题报告。他从一个新视角，生动讲述了梁启
超“演说家”的养成史，以及他如何凭借演
说宣扬传播自己的理念与主张，为大家呈现
出一个带有“乡音”的梁启超，一个鲜活、
生动的演说家形象在大家脑海中形成，赢得
大家的掌声。

研究梁启超的知名专家夏晓虹，及深圳
大学教授景海峰、中山大学教授李兰芬、黑
龙江大学教授魏义霞、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顾

红亮、河南大学教授胡全章、中山大学教授
曾昭式等也纷纷登台作主题报告，从不同领
域、不同角度分享各自学术成果。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很多是全
国学术名家，还有不少青年才俊，五邑大学
的专家学者也积极参与其中。研讨会上，众
多专家学者以分会场研讨、圆桌讨论的形式
就梁启超思想研究作了高水平、高质量的汇
报和研讨。内容涉及“中华民族”研究贡
献、家教家风等领域，堪称一场学术盛宴。

“此次研讨会主题涉及梁启超先生各个
方面，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聚焦梁启超先生在
中国近代转型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山
大学哲学系主任、人文社科处处长张伟表
示。

“通过两天的思想交流与碰撞，让我们
见识了一流学者的治学态度、方法和最新的
学术研究动态，对江门本地的梁启超研究乃
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起到重要的示范、借
鉴和推动作用。”五邑大学校长张运华说。

既是缅怀，也是继承和转化
专家学者纷纷表示，在梁启超先生的故

乡举办本次活动，意义非凡。梁启超先生留

给我们的精神宝藏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值
得深入研究、挖掘、弘扬。

张伟指出，梁启超先生是对近代中国产
生全局性影响的岭南人之一，对中国近代转
型贡献甚伟。如何继承和转化梁启超先生的
思想遗产，是这个时代的一项重大课题。
“举办本次研讨会，不仅是缅怀，更是挖掘
先生的思想遗产及新时代价值，实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张伟说。

“启超故里”是侨都江门亮眼的城市名
片之一。江门该如何挖掘、传承、发扬启超
文化，提升城市美誉度、知名度？对此，景
海峰表示，首先可以编著、出版通俗性读
物，使梁启超先生的思想遗产能够传得更久
远，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其次，海外有许多
关于梁启超先生的研究，江门作为梁启超先
生的故乡，可在出版方面进一步挖掘，把研
究成果做成集物或出版物传播出去，扩大影
响力。第三是多开展类似的研讨会或学术论
坛，培养更多研究梁启超先生的后继者。

记 者 也 将 本 报 策 划 的 “ ‘ 对 话 ’ 梁 任
公”专题报道拿给部分专家点评。“新闻媒

体通过‘对话’形式，不仅关联热点，还贴
近现实，缩短了与受众的距离，把现实话题
融入学术研究之中，有效发挥了媒体所长，
更利于梁启超先生精神的传播。”景海峰对
该组策划报道予以充分肯定。

五邑大学文学院院长李翠叶也给出了自
己的见解。她说：“应把梁启超先生的论述
和精神与当代需求相结合，如，梁启超先生
的家风家教，对建设新城市、新农村也具有
重要意义。”

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主办方之一，五邑大
学一直致力于梁启超先生论述和精神的研究
与弘扬，该校作为重要发起单位推动成立了
江门市梁启超研究会。五邑大学党委书记栾
天罡表示，举办本次活动是五邑大学推进新
文科建设的重要举措，学校将以举办这次研
讨会为契机，牢牢把握“两个结合”，扎根
侨乡大地，发挥学校优势，擦亮侨底色，整
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向着更精专的方向，打
造具有鲜明侨文化特色的新文科，深入挖掘
启超文化的精神内涵，以实际行动切实担负
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文/蔡昭璐 赵可义 李艳玉 李丽明）

短短一年时间，中创新航江门基地项目
完成建筑面积达54万平方米的大型厂区建
设，并即将首线试产。图为厂区航拍图（图

中二期厂房为设计效果）。 新会区工业园区
管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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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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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专家学者齐聚江门共同研讨“梁启超与中国的近代转型”

让梁启超先生的精神宝藏绽放出新时代光芒

 (江门市宣传部供稿)

往届广交会上，“江门制造”展示专区展示的摩托车引起了众多客商关注。

         尝试用茅龙笔作画 领悟中华文化之美

              粤港政务服务“跨境通办”（江门）专区揭牌启用

                系全国首个省市共建粤港政务服务“跨境通办”专区
近日，粤港政务服务“跨境通办”合

作成果发布会在香港举行，位于中国移动
香港中环旗舰店的粤港政务服务“跨境通
办”（江门）专区正式揭牌启用。这是全
国首个省市共建的粤港政务服务“跨境通
办”专区，也是江门在香港设立的第二个
政务服务“跨境通办”专区。省政务服务
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魏文涛，市委常委、
副市长郑晓毅出席揭牌仪式。

粤港政务服务“跨境通办”专区汇聚
了广东省线上线下优质的政务服务资源，
提供一站式“零出关”跨境通办服务，减
少香港居民两地奔波办事的劳顿。专区集
合三种服务渠道：一是依托广东政务服务
网“跨境通办”专区，实现港澳高频政务
服务事项全流程网上办和线上“面对面”

视频办理。二是采取“远程视频+自助服务
+人工服务”的服务模式，设立“粤智助”
跨境通办自助机，提供广东省以及江门市
高频服务跨境办理。三是推广应用“粤省
事”“粤商通”等指尖办服务，丰富跨境
通办服务模式。

专区以政务服务中心的高标准打造，
现场有工作人员可指导香港企业、居民使
用专区服务设备进行跨境办事，并在内地
政务服务中心设立视频受理专窗，实现视
频对话导办、资料实时互传等功能，将内
地政务服务大厅优质服务延伸到境外，能
解决跨境办事成本高、耗时费力的难题。

（文/陈敏锐 刘海兰）

“在广交会上，不仅找到了客户，还
找到了合作的供应商。”江海区港海食品
厂（以下简称“港海食品”）销售经理苏
秀兰谈起公司在第134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收
获时，心情十分激动。11月4日，随着第三
期结束，第134届广交会线下展也顺利闭
幕。江门273家企业在广交会大舞台交到了
新朋友，也接到了新订单，收获满满。

据了解，第134届广交会第三期以“美
好生活”为主题，为全球贸易合作搭建广
阔平台，江门共有62家企业参展，获得99个
展位，推出玩具及孕婴童、时尚、家用纺
织 品 、 文 具 、 健 康 休 闲 等 五 大 领 域 的 产
品，参展产品更趋个性化、高品质。

甜粥、鲍鱼、海螺汤等“粤味”浓厚
的预制菜出现在了港海食品的广交会摊位
上。侨都预制菜登上广交会舞台，引来不
少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华侨华人采购商
上前询问产品细节，苏秀兰热情地向采购
商进行了介绍。

在谈订单之余，苏秀兰还去了其他同
行展位参观。“一道好菜需要不少汤料辅
材增加风味层次，这里有许多来自全国各

地的原材料供应商，我们也想借机找到物
美价廉的好物，补强自己的供应链。”苏
秀兰说。

“Have a try！Come on！”广交会上，
江 门 市 贝 尔 斯 顿 电 器 有 限 公 司 这 家 江 门
“ 老 牌 ” 企 业 带 来 了 新 产 品 ， 全 身 按 摩
椅、肩颈按摩器、护眼仪等首次亮相广交
会，工作人员热情邀请来往客商走进展位
按摩“充电”。“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
要 求 逐 渐 提 高 ， 按 摩 器 材 的 市 场 大 有 可
为。我们研发的产品性价比很高，在国内
市场逐步成熟后，决定把它们带到广交会
上，面向海外销售。”该公司海外销售部
总监彭海鸥在广交会现场忙得不可开交。
他表示，这几天接待了许多来自中东、东
南亚地区的采购商，正好契合公司对该系
列产品的市场计划。

虽然广交会已结束，但不少参展的江
门企业表示，在广交会上积累的许多意向
客户和订单还需要继续跟进，要把广交会
上 收 获 的 人 气 转 化 为 实 实 在 在 的 订 单 收
益。

（文/凌雪敏）

乌克兰美术老师Kate：

交到新朋友 接到新订单

      江企在广交会上收获满满

          

外籍老师Kate学习用茅龙笔作画。司徒俊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