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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这
棵
﹃
梧
桐
树
﹄
魅
力
何
在
？

2022 年 12 月
24日，凤凰卫视《世
界因你而美丽》栏目
播出《古村“文艺复
兴”》，聚焦南海大地
艺术节。

随后，凤凰卫视
《发现大湾区》及《文
化大观园》栏目又连
续播出《大地艺术节：
最初的湾区》《艺术在
樵山》《醒狮少年》《南
海有个康有为》等节
目，全方位聚焦南海
这片土地最深沉最活
力的文化，5辑共计
时长近140分钟。

有凤来仪，非梧
不栖！凤凰卫视自发
关注南海，3个月内
连续播出5辑节目，
专门聚焦南海历史、
文化、艺术，可谓“凤
凰”常栖。

南海这棵“梧桐
树”到底魅力何在呢？

“最初的湾区”
唤醒沉睡文化

地处岭南深处的南海自古人杰地

灵，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向来以“敢饮

头啖汤”闻名遐迩。近年来，旨在打造现

代化活力新南海的新时代南海人，也秉

承着“敢为人先”的南海精神，持续创新

方式方法，传承鲜活的岭南人文资源。

“走进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感受

岭南古郡的艺术魅力。这里有如梦如

幻、超现实的景象，有怀旧、有情感、有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是《艺术在樵

山》的开栏语，片子通过实地走访，与艺

术家、游客、参与者的对话，讲述一场在

南海大地上的艺术盛宴。

南海大地艺术节为何以“最初的湾

区”为主题？

“提到大湾区就会想起经济，但来

到南海，我们被这里深厚的历史文化所

惊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回头看看

文化。”片中，南海大地艺术节总策划人

孙倩说，西樵山被誉为“珠江文明灯

塔”，加上地理范畴的考虑，“最初的湾

区”应运而生。

佛山南海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腹

地，自隋朝置县起，南海就一直处于岭

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从南

海的地理地缘、历史文明、思想文化、生

态经济等方面，可以看到南海之于岭南

地区、广府文化、珠江三角洲以及粤港

澳大湾区这些概念范畴下的地位与价

值，这些无不与“最初的湾区”不谋而合。

这些独特的文化基因，成为了艺术

家们进行在地创作的肥沃土壤和灵感

源泉。

太平墟是大地艺术节八个分区之

一，作为曾经连接粤东与粤西的重要水

路码头，原本商旅云集、繁华兴盛。时

过境迁，20世纪90年代，太平墟的繁

荣戛然而止。

如今，西江边的太平墟，艺术家修

缮沿江旧民房、老旧市场等，形成独特

的艺术景观，不仅盘活了古墟仅剩的几

家商铺生意，“字神的游戏-招牌计划”系

列作品给整条街注入了新的文化生气。

南海让人着迷的文化魅力不止于

此。片中还提到，创作团队通过调研西

樵景点、古村落，了解西樵桑园围、理学

文化、醒狮、龙舟、武术、古墟等，创作出

具有本土特色的作品。本土文化和生

活与艺术创作相结合，也成为南海大地

艺术节“出圈”的所在。

比如，罗冰梅的作品《共聚之桌》置

于宗祠前，唤醒现代人对“家”的思考；

郭达麟的作品《虫洞》将西樵的桑蚕文

化与虚拟体验相结合，创作出了一条时

间隧道，深受游客喜爱。

城市因为有千姿百态的历史文化，才

有过去与未来的精彩对话。如今的南海

就像一个宝藏，蕴涵的文化底蕴超乎想

象。通过艺术的重载更新，南海文化才

能持续“出圈”，吸引越来越多高端媒体

的自发关注，将南海文化之魂传播得更

深、更远，被全世界更多人知晓与喜爱。

《醒狮少年》片中，我们看到

由西樵民乐小学学生演绎的“醒

狮操”，将醒狮、舞蹈、武术、音乐

等融会贯通，展现了南海人团结

一致、奋勇争先的精神内核，体现

了当地青少年传承南海传统文化

的自醒与自觉。当然，这也是南

海大地艺术节上最具活力的艺术

作品。

同时，大地艺术节自创立之

初，就肩负着“用艺术实现乡村振

兴”的使命。艺术家们因地制宜，

改善利用老旧建筑空间，拓展村民

文化生活空间，也引导更多游客走

进村落，带动村里的商业和服务业

发展。如今，以艺术赋能乡村振

兴，在南海得到很好的实践。

古村如何在当下找到自己的

位置？传统村落与现代艺术碰

撞，艺术家给出自己的答案。

从初入西樵儒溪村，村民对

其好奇、观察；到共度一段时日，

村民对他了解、信任，再到越来越

多的村民生产、生活场景被他凿

刻在墙体之上，村民为“上墙”而

高兴。

艺术家向阳则以“谈恋爱”比

喻自己与村民的关系。在凤凰卫

视推出的一档深度人物纪录片栏

目《世界因你而美丽》中，讲述了

向阳驻地60余天的创作故事。

来到儒溪村，向阳很快融入

村民的生活，每天在村里遛狗、围

观粤剧社排练、参与村民的捕鱼

活动。“这就是我追求的状态。”向

阳走过祠堂、古村、山林、鱼塘，记

录下近千个当地人生产、生活的

场景。而这些场景都在其作品

《进化中的尘埃》中得以呈现，他

把老房子的墙体作为记忆载体，

记录着属于南海的历史和故事。

“艺术品作为一个坐标，可以

把更多人带到村里。”向阳介绍，

原本废弃的老屋经过艺术的重

塑，焕变成一个美术馆，描绘着属

于当地的历史故事。把村落传统

的东西和村民生活的经历保留下

来，让其成为当地人文自然的一

部分，是大地艺术节对于乡村建

设的价值所在。

在南海创作近2个月，也让

向阳爱上了南海这片土地。在艺

术节的驱动下，向阳的工作室落

户南海，相信很快将会以他为中

心汇聚一批艺术家前来安营扎

寨，共同助力南海打造高质量文

化阵地。

本次大地艺术节，吸引了来

自15个国家与地区134组的艺

术家来到南海开展创作，不但为

南海留下了一批流芳百世的作

品，更承担起“成风化人”的作用，

“大地艺术节真正的主角，是我们

的村民。”南海区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局长梁惠颜说。

《艺术在樵山》也对此进行了

关注。位于平沙岛的“海边餐

厅”，是一家正在营业的餐厅，也

是艺术家刘庆元与餐厅主人合作

的作品。

餐厅老板阿敏是该艺术项目

的参与者，也是平沙岛本地为数

不多的，放弃城市工作回乡创业

的年轻人。大地艺术节进行期

间，是她最忙碌的日子，不仅要维

持餐厅的日常经营，还参与了艺

术品的创作与布展，面对游客又

成了志愿者。在这过程中，她认

识了来自各地的艺术家和游客，

更加认可自己回到乡村的选择。

“这次艺术节的志愿者全部

都是村民，他们不专业，但是他们

热爱自己的家乡。”孙倩表示，艺

术节带动了村民主动讲好自己的

故事，润物细无声地提高了村民

艺术美学素养，村民变成了一道

流动的风景线。

只有广泛发动村民参与，才

能激活乡村沉睡的文化资源，唤

醒自信自强的内在力量，促进乡

村共建共治共享。大地艺术节不

仅打造了超级城市文化 IP，提升

了南海城市影响力；还激发了村

民的参与的积极性，推动了乡村

的基层治理、文化振兴，探索一条

文化艺术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创新

之路。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洪晓诗 文/珠江时报记者洪晓诗蓝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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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媒体向世界
传递南海人文之美

作为致

力为全球华

人提供高质量

华语资讯和高端

文化内容的媒体，

凤凰卫视在3个月内

通过《古村“文艺复兴”》

《大地艺术节：最初的湾

区》《艺术在樵山》《醒狮少年》

《南海有个康有为》等专辑，持续

聚焦南海文化，探寻南海人“敢为

天下先”的精神溯源。

除此之外，今年春节以来，新

华社、央视、凤凰卫视等高端媒体

频频报道南海醒狮民俗活动，关注

南海醒狮文化的发展经验，让南海

醒狮文化再度传遍全世界。

2月20日，《中国文化报》大篇

幅报道南海以文为魂、塑城、兴产、

化人，探索文化赋能基层治理的

“南海样本”。

纵观这些报道，从传统文化的

传承到与现代艺术融合“出圈”，再

到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基层治理，

媒体由点到面多角度呈现了南海以

文化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图景。

高端媒体为何持续关注南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

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

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当下，各城市都把文化作为凝聚民

心的强大力量，以文化为载体推动

城市高质量发展。

南海也深谙此理，通过不断推

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赋予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

表达形式，更好地激活创新动能，

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2022年11月17日，南海高

规格召开文化发展大会，发布文化

建设重磅文件《南海区委区政府关

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启动“水上南海”发展计划，构筑

“三带三区”文化发展新格局，集中

签约一批文旅项目。

南海将通过“塑形”“通脉”“强

肌”“醒神”“铸魂”等系列“组合拳”，

把这座千年古城打造成为“最岭南”

的人文之城、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除

了有南海大地艺术节的创新性实

践以外，南海还通过重塑以醒狮、

龙舟、桑园围为代表的城市文化

IP，带动基层 2800多个狮团和

3000多个龙舟队开辟出属于本土

的群众文化品牌。

今年2月，“南海狮团诞”在西

樵举行，活动集巡游、祈福、春闱于

一体，将南狮、武术、舞蹈、民乐完

美融合，展示出南海传统文化的巨

大魅力。

2月21日，贯穿全年的2023
年南海区超级龙舟联赛在九江开

锣，各镇街共18支龙舟队伍竞渡

竞技，线上线下参与人数超180万
人次，其乐融融。

“在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很多东

西都是在南海产生，所以出现一个

康有为，南海有着这样的一个土

壤。”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

行长温春来说。《南海有个康有为》

片中，讲述南海自古人文荟萃，才

俊辈出，孕育出康有为、陈启沅等

名人的故事。

南海人杰，西樵山地灵，名人

典故垒成了山。曾经的人文风骨

与生俱来的闯劲，都是大湾区今日

繁荣的基因和密码。曾经的开眼

看世界，也奠定了大湾区的开放精

神，今天它依然以新的面貌惊艳着

世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今这种

敢于革新、破局的独特精神在南海

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创新。除了

培养自己的人才，也吸引大量人才

来南海扎根，陈光、仝小林等院士

纷纷来到南海设立“院士工作室”，

为南海高质量发展科创赋能。

文化是城市的根和魂，也是城

市厚积薄发、恒行致远的无穷力

量。当下，南海正以创新的形式，

谱写新时代文化发展新篇章，打造

现代化活力新南海，让千年古郡持

续绽放新魅力。

在地艺术重塑文化打造城市IP

■■南海大地艺术节作品南海大地艺术节作品《《种植梦之屋种植梦之屋》。》。 珠江时报记者珠江时报记者//钟梓泓钟梓泓摄摄

■■九江超级龙舟联赛九江超级龙舟联赛，，龙舟队员奋力划桨龙舟队员奋力划桨。。 珠江时报记者珠江时报记者//穆纪武穆纪武摄摄

■■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开幕式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开幕式，，学生们带学生们带

来醒狮操表演来醒狮操表演。。珠江时报记者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廖明璨 摄摄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 珠江时报记者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戚伟雄摄摄

■■日前日前，，大地艺术节以图片展的形大地艺术节以图片展的形

式走进广佛地铁南桂路站式走进广佛地铁南桂路站。。

珠江时报记者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刘贝娜 摄摄

看南海文化IP
走进凤凰卫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