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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鹅潭畔 巨轮扬帆

甫一开馆，白鹅潭大湾区
艺术中心门前，等待进馆的市
民游客就排起了长龙。

为了赶上第一天参观的
“头啖汤”，深圳市民张建提前
一天赶到广州。他说：“不论是
建筑还是馆藏，艺术中心都让
我充满了期待。”

“艺术中心是彰显广东特
色、具有国际水平的重大标志
性公共文化设施。”项目总设计
师何镜堂介绍，长近360米的
艺术中心，展陈面积超4万平
方米。三馆高低错落、层次分
明，有巨轮出海之态，寓意“岭
南文化乘风破浪、远播四海”。

三馆之中面积最大的广东
美术馆新馆内，“新时代·新跨
越——广东美术馆新馆系列大
展”8个主题展览规模壮观、气
势磅礴。

集广东美术馆数年馆藏精
华，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
馆等多家机构馆藏经典，齐白
石、徐悲鸿、林风眠、关山月等
700多位中外艺术大师的近千
件书画、雕塑等作品按照不同
主题，一字排开。

“一下子能看到这么多大
家的经典作品，真过瘾呀。”参观
展览一整天的市民张秋婷说。

绚烂的灯光、珍贵的影像、
迷人的音效，位于美术馆三楼
的沉浸式数字艺术展则吸引了
许多年轻人拍照“打卡”。

木棉、紫荆、莲花……粤港
澳大湾区11座城市的市花，以
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方式诠释岭
南文化的魅力。光影流转，“太
美了！”赞叹不绝于耳。

“我们采用数字艺术与传
统绘画融合的手法，不仅复现
了岭南画派的美感，还塑造了
一个饱含湾区特色的生命花
园。”创作“南国花园”主题展的
艺术家费俊说。

非遗馆四楼，约1米高、4
米多长的大型骨雕作品“湾区
同心”巧夺天工，广州镇海楼、

香港金紫荆广场、澳门大三巴
等湾区地标纤毫毕现。

国家级非遗象牙雕刻代表
性传承人张民辉说，为完美复
刻湾区的名山秀水，作品集合
20多名工匠、共用工时约3000
天制作而成，使用的牛骨材料
达13吨。

而这只是非遗馆物华天宝
的一角。馆内，广东5项人类
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165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16
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悉数与
观众见面。

“我们着力把白鹅潭大湾
区艺术中心打造成中外文化交
流的艺术殿堂和重要平台，使
它成为既是世界了解岭南文
化、中华文明的一个窗口，也是
广东、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中国
了解世界各国文化、文明的一
个窗口。”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厅长李斌说。

馆以载文 活态传承

“这本我看过！”“原来这也
是广东的作品”……广东文学
馆内，从张九龄的“海上生明
月，天涯共此时”到梁启超的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从欧阳
山的《三家巷》到“打工诗人”郭
金牛的《纸上还乡》，兼容并蓄、
悠久灿烂的岭南文化再次成为
众人瞩目的焦点。

“我们希望将文学馆打造
成粤港澳大湾区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学大本营，
集收藏、展览、研究、交流等活
动于一体的文学殿堂。”广东省
作协专职副主席张培忠说。

滔滔珠江，见证千年文脉
传承；馆以载文，凝聚岭南厚重
文化。承载这一切的白鹅潭大
湾区艺术中心，正是广东新时
代文化建设的缩影。

在北江流经清远城区中心
的江段上，坐落着首家岭南书
院——江心岛书院。

书院藏有岭南历史、文化
等领域书籍近3万册，还持续

开展二十四节气茶席、国学公
益班等活动。2017年书院落
成后，这座曾少人问津的小岛
成了市民流连忘返的去处。

一壶白茶，一本古书，从
《清远县志》中探寻家乡本源，
在古籍文献中研究地方历史，
在文化公开课中与学者同好共
学交流……57 岁的清远市民
陈卫红说：“书院一落成我就经
常来，这里就是我们家门口的

‘诗和远方’。”
潮州金山书院、惠州丰湖

书院、肇庆星岩书院、梅州东山
书院……一座座身处秀丽风景
之中的书院，彰显广东深厚的
文化底蕴与绵长的历史文脉。

以各地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的三馆一站为主体，广东公共
文化建设也由点及面全面铺
开，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城
市各个角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已走进百姓生活。

广州市越秀公园东秀湖
畔，一栋白色建筑融于园林景
观中，与附近厚重的明城墙、繁
茂的大榕树、盛放的紫荆花相
得益彰。

这里是花城文学院，花香、
茶香、咖啡香衬托着书香。

与科幻作家畅聊科幻创
作、聆听文学史视野下的当下
文学、探索女性视角与新女性
写作……广州市越秀公园主任
王艾君说，花城文学院将专业
的文学内容植入城市公共空
间，成立一年多来，已举办承办
文学分享、文化共建类活动超
过70场。

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
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广州
艺术博物院新馆……近年来，
一个个文化新地标拔地而起，融
通古今、荟萃中外的大湾区，正
在成为文化的新高地，岭南文脉
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新的风采。

融汇中西 向海而强

广东美术馆新馆“觉醒时
代——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美

术的传承与演变”展厅内，人头
攒动。

展览以美术作品讲述了
“西学东渐”风潮如何影响中国
美术的进程，以及艺术的力量
如何回应现实。其中，高剑父、
高奇峰、陈树人等岭南画派代
表人物用一幅幅作品，展示兼
工带写、彩墨并重的艺术手法，
阐释了“折衷中西、融汇古今”
的艺术追求。

“广东具有天然的地缘优
势，很多西方文化和新事物都
是通过这里进入中国的，比如
油画、摄影等。”广东美术馆馆
长王绍强说。

“西学东渐”对岭南地区的
影响不仅在艺术，也在语言、建
筑、经济等方方面面。

“百货均输成剧邑，五方风
气异中原。”“近代中国走向世
界第一人”黄遵宪的笔下，广州
是一个因世界贸易而繁忙、融
合了各方外来文化而拥有独特

风气的城市，这也是岭南地区

的缩影。

行走在湾区城市，骑楼随
处可见。这种由西方古代建筑

与中国南方传统文化相结合演

变而成的建筑，可避风雨防日

晒，特别适应岭南炎热多雨的

亚热带气候。跨出街面的骑

楼，还可弥补室内空间的不足，

满足商业活动需求，是岭南人
民生活智慧的体现。

开放包容的传统，更让这
里有着向海而生的气质。昔日
侨民乘着红头船“过番出海”，
勤劳的炎黄子孙向世界带去中
华文化。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粤
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广州粤剧院艺术总监欧凯明
说，每次到国外，他都会被岭
南文化的广泛传播与传承深深
触动。

粤剧、英歌、醒狮、咏春
……不仅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符
号，更是唤醒海外华人的乡音
乡情。源自南粤，融汇中西，远
扬海外，已成为岭南文化的鲜
明特色。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推进，人文湾区活力显现，成为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
台。从历史古迹保护、文博机
构联动、文化设施共享，到文化
创意产业协同、影视资源互通、

艺术展演交流等，近年来，粤

港澳三地文化交流密切合作，

并充分利用粤语、英语和葡语

等语言纽带，推进东西方文明

交流。

凝思间古今往来轮转，馆
舍前珠水悠悠依然。

泊于白鹅潭边的“文化巨

轮”将岭南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文化相连，更将中国文化与世

界文化相连。

■新华社记者 陈凯星 叶 前 吴 涛 邓瑞璇

莽莽珠江贯五岭，奔千里，汇湾区，入南海。在珠江流

经广州的对外交通要道白鹅潭处，一栋典雅壮丽的场馆巍

然矗立，如同一艘巨轮泊于江岸、风帆正举。

5月1日，集广东美术馆新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馆、广东文学馆为一体的重大文化标志性工程——白鹅潭

大湾区艺术中心向公众开放，一个蕴藏岭南文脉源远流

长、生生不息奥秘的珍宝盒子被缓缓打开。

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承担着岭南文化的标志地、

大众休闲的目的地、湾区交流的会客厅等职责，将推动人

文湾区建设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当前，广东正勇担新的

文化使命，培育向上向善、刚健朴实文化，奋力建设更高水

平的文化强省和展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窗口。

白鹅潭畔，江风文韵相融，贯通古今，连接中西。

“五一”假期，工作人员在白鹅潭大湾区文化艺术中心的广

东非遗文化馆内表演龙川木偶戏，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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