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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中国
传统优秀文化名人的代表之一。

“诗人故里寻访”是 《湖北日
报》 推出的“文化中国行·长江之
歌”系列报道之一。11月中旬，我从
武汉出发，前往宜昌市秭归县探访屈
原故里，探寻千年文脉。

了解屈原，要从楚辞开始。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

未悔”“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
为鬼雄”……这些耳熟能详的辞句，
凝结了中国人数千年来对家国情怀最
深沉的寄托，无疑是沉甸甸的。

秭归是一座长江边的山区小县，
因为三峡大坝建设，许多农民成为移
民。屈原的诞生地屈原镇乐平里在
距县城约 70 公里的一个山洼洼中，
附近是“中华屈氏第一村”归州镇
万古寺村。在乐平里，我采访了屈
原庙第三代守庙人、75 岁的农民诗
人黄家兆和屈原后裔、万古寺村村
支书屈家明。

屈原生于秭归，逝于汨罗，两地
文化多有交流。黄家兆回忆：“汨罗
诗人吟诗时，我用他的诗韵来唱和，
都能对得上，这说明我水平很高！”

万古寺村曾是贫困村，屈家明也
不知道自己是屈原后裔，2009年通过
屈原后裔寻访活动才厘清了根脉，村
里借此打出屈原文化牌，为乡亲邻里
谋发展。

为了向村民讲解传承和发扬屈
原文化的意义，屈家明直接向村民
说：“讲屈原文化，橙子一斤能多卖5
毛钱！”

秭归盛产脐橙，当地小学生都会
背 《橘颂》；县里各式各样的群众诗
词文化活动每年有三四十场；《灵
牛》《我哥回》等“屈原传说”，当地
人都能讲几段……两天采访下来，我
有恍然大悟之感：润物细无声，屈原
在庙堂之上，更在山林田地之中，在
家乡人实实在在的生活里。

长江也是如此。家住长江边，日
饮长江水，母亲河就流淌在中华儿女
的血脉里。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它有过悲壮
的时刻：1998 年，军民干群团结一
心，众志成城战洪魔。现在，它留
下了更多的秀美和灵动——今年 10
月 ， 全 球 首 份 长 江 江 豚 “ 追 豚 地
图”和“赏豚攻略”在武汉发布，市
民沿图打卡，捕捉“微笑天使”的俏
皮瞬间。

它是沿线的遗址、诗篇、绘画、
戏剧，也是春夏之交的芦苇荡、孩童
追逐放飞的风筝、热力四射的广场舞、
母亲煨了一天的排骨汤，是脐橙、是莲
藕、是武昌鱼、是大河蟹……这可能是
长江文化润泽的样貌，它自然而然和
生活融为一体。

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并列为中华
文明的两大源泉。在“文化中国行·

长江之歌”宣传活动开展之时，长江
文化艺术季活动也走向了尾声。我参
与了多场活动报道，深深为长江文化
的博大精深与多彩多姿而折服。

在全媒体时代，记者沟通、采
访、成稿常常一天内完成。囿于各
种原因，即便深入了文化场所，也
来不及细细感受，总有半颗心“悬
着”，想着得收集到足够的素材，完
成采访的任务，这之于记者，何尝
不 是 一 种 遗 憾 。 唱 和 着 长 江 的 歌
谣，我有了新的启示：文化本就不
是刻意的表现，它渗透在细节里，
是无需提醒的自觉。爱文化，就走进
生活本身！

被长江文化博大精深折服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歆

长江万里白如练，淮山数点青
如淀。

安徽处于中华民族母亲河长江的
下游。滚滚长江水自江西进入安徽，
西起宿松小孤山，东抵马鞍山采石
矶，流经安庆、池州、铜陵、芜湖、
马鞍山共 5 市，在江淮大地蜿蜒 416
公里，故有“八百里皖江”之称。

因为长江，李白才在安徽留下
《秋浦歌十七首》；因为长江，安徽有
了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因为长
江，芜湖成为四大米市；还是因为长
江，桐城派文化才能影响文坛数百
年。皖江文化作为长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先后形成了芜湖铁画、池州
傩戏、桐城派、六尺巷、黄梅戏、芜
湖米市等一批颇负盛名的特殊文化
符号。

近日，《安徽日报》 和 《浙江日
报》共同组成采访组，赴安徽省的安
庆市、芜湖市、铜陵市等地，围绕长
江地标、人文艺术、考古历史、非遗
风物、古城村落等内容，进行实地采
访调研与报道。我也跟随“文化中国
行·长江之歌”采访组实地采访，进
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探访之旅。

《浙江日报》 采访组沿长江顺流
而下，我们在芜湖市会合。采访组第
一站来到著名的人字洞遗址。遗址位
于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癞痢山南坡，
是目前欧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旧石
器时期早期文化遗址之一，也是目前

亚欧大陆已知时代最早的古人类活动
遗存，因其原始剖面酷似“人字形”
而得名。

72 岁的老人盛昌林在等候我们。
盛老是土生土长的孙村镇长垅村人，
世代定居在瘌痢山脚下，之前在水泥
厂当厂医，对人字洞发掘考古工作很
熟悉。他笑称自己是人字洞的“守门
人”，日常不仅担负遗址公园的预约参
观工作，还承担起人字洞陈列馆的讲
解工作。作为知名“地导”，他说自己
守护人字洞已经40年，考古学家换了
好几波，这里发掘出很多古化石，专家
们也说那些石器“很有人味”，但就是
没发掘出一块古猿人的头盖骨化石，
所以他给自己取网名“瘌痢祖古猿”，

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等到人字洞发
掘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

繁昌沿江，经济开发较早。这里
的服装产业、食品产业、光伏产业都
很发达。改革开放初期，矿业也一度
红火。瘌痢山本建有水泥厂，因采石
过程中发现了古生物化石，不得不停
业，当时很多老百姓颇有怨言，盛老
谈起往事时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
考虑自己这一代，保护和传承好历史
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任。”

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需要有接续
力，如何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需
要更多年轻人加入其中。

繁昌窑被誉为中国清白瓷的摇
篮，为保护好沿山而建的繁昌窑遗
址，如今这里建有一座龙窑博物馆。
在繁昌窑考古遗址公园，为我们做讲
解的就是两位年轻的古陶瓷研究员。
他们的讲解稍显稚嫩，繁昌区文物保
护中心主任汪发志就在一旁逐一补
充，看得出他对年轻人的栽培之意。
他说，繁昌窑对专业人才还是很有吸
引力的，文保中心这几年进了好几位
名校高材生。

此次“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
系列采访报道，不仅沿途品读长江文
化的古老韵味，也在深入挖掘长江文
化新时代的鲜活内涵。几天采访下来
最深刻的感受是，万古长江奔流，千
载文脉不息，每个时代，都有新的长
江之歌乐章在书写诞生。

每个时代，都有新的“长江”乐章
□《安徽日报》记者 陶妍妍

编者按 由长江经济带和长江沿线13省区市的省级媒体联动的“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专题报道活动日前正式启动。

自活动启动以来，各媒体记者践行“四力”，情寄长江，制作和刊发了众多优秀新闻作品。本期《传媒面孔》邀请浙江、湖

北、江西、安徽、贵州等省区参与“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报道的5位记者撰写手记，分享他们在采写过程中的难忘故事。

从舞龙嘘花闹元宵到姊妹节再到“村BA”，在
我的印象里，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
一直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地方。这次走进没有举办活
动的台江县，一切都很安静，仔细观察，却又能感
受到这里的与众不同。

台江县地处苗岭主峰雷公山北麓、清水江中游
南岸。清水江是贵州第二大江，属长江支流沅江上
游河段，以水清纯而闻名，流经贵州黔东南州全
境，两岸居住着苗族、侗族少数民族同胞。他们在
岁月长河中，在两岸创造了苗绣、侗族大歌、蜡染
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沿着清水江，深秋的风穿过群山，温柔地抚摸
着台江县每一寸土地，大街小巷的人们认真地生
活，穿城而过的清水江支流翁你河河面铺满了阳
光，“蝴蝶妈妈”的故事还在流传。跟着导航穿过
横跨河岸的风雨桥，就到了台江姊妹街，街道里是
随处可见的苗绣绣坊。台江全县人口16万，苗族
占98%，被称为“天下苗族第一县”，苗绣在这里
被赋予了更多可能。

街道尽头的浩邓苗族民间博物馆里，这次采访
的主人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州级
代表性传承人、台江县浩邓民族银饰刺绣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人石传英正在和绣娘们一起赶制一批订单。

听到我们介绍本次采访的主题是苗绣和苗绣
的传承，石传英拿出了不同绣法的绣片，介绍着
不同的绣法：平绣、贴布绣、打籽绣、破线绣、皱
绣……以及那些在苗族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
图腾，如蝴蝶纹、鸟纹、鱼纹、花和植物等。

石传英向我们讲述着她学习、传承苗绣的过
程，在说到自己苗绣作品走向国际、走进国际时装
周时，她哽咽了。出乎意料的泪水，让我们不禁询
问，已经过去几个月为什么提起还是这么感动，

“他们都说我了不得，在大山这边小小的工作室
里，能和世界著名品牌合作”。

从杨仰九到石传英，她们带着苗绣朝外走，走
了几十年，走过泥泞的山间小路，走到了宽阔平坦
的柏油路。“我做到了她们没做到的”，石传英从小
不仅学习苗绣，也学习绘画、剪纸，“妈妈她们都
要找别人画样板，我就要都学会，不靠别人。”

“好强”是石传英能带着苗绣走远的原因之
一，她努力做到别人可以做到的，慢慢地做到了别
人做不到的。

石传英拿出手机，一张张地打开、放大图片，
给我们看突破重重困难完成的成品，石传英说自己
从来没想过苗绣能如此呈现。

问起石传英最珍惜的苗绣作品，她带我们走到
博物馆二楼，里面都是她珍藏的苗绣作品。她从柜
子里拿出了13岁时为自己绣制的第一件衣服以及
奶奶留下来的一件苗绣衣服，“很多人想买这几件
衣服，我都不卖。”

看到这几件衣服的时候，苗绣所承载的苗族记
忆奔涌而来，把我们带到时空之门凝望着这些精美
绣品。我们明白了她一定要留下这几件衣服的原因，
奶奶留下的那件衣服上的苗绣虽历经百年，但光彩
依旧，是她和奶奶之间的联结；自己绣制的第一件衣
服的一针一线里都是那时的她对苗绣、对苗族历史
的理解，对她来说，那是初心、是起点。

苗绣是苗族女性对自然、祖先历史的理解与传
承，也是连接苗族人的纽带。多年以后，我们再拿
起那几件石传英珍藏的苗绣服装，除了岁月的回
响，更会想起山间的梦想，群山的新篇。

苗绣作品，了不得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祖嘉

张歆（右）和乐平里屈原庙第三代
守庙人黄家兆（中）、当地党员干部在
屈原庙前合影留念。

陶妍妍（左）在盛昌林的带领下参观
人字洞遗址。

陈祖嘉在
浩邓苗族民间
博物馆中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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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巫山人’的发现者黄万波教
授正在巫山县的龙骨坡遗址现场主持第五
次发掘。”我在重庆云阳县采访张飞庙搬
迁时，与该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陈昀
交谈时得到了这个重要消息。

前期对“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专
题报道活动资料梳理过程中，龙骨坡遗址
就让我印象深刻。当今国际学术界普遍认
为，人类的祖先在非洲，有关中华炎黄的
祖先，最早也只能上溯到距今约170万年
的元谋人。生态优渥的长江流域，会不会
有更早的古人类？1985年，从龙骨坡遗址
发掘出一枚距今约 204 万年的“巫山人”
下颌骨化石，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带来了可
能性。

而今年92岁的黄万波，就是这枚下颌
骨化石的发现者。从 1954 年至今的 70 年
间，黄万波一直在考古发掘的一线，除了

“巫山人”外，他还是“蓝田人”“和县
人”等著名古人类的发现者，同时也是国

内熊猫起源研究的权威专家。
是什么力量驱动着92岁的黄万波仍坚

守考古一线？从重庆奉节白帝城颠簸70公
里前往巫山县庙宇镇的盘山路上，我一直
在思考这个问题。

驱车3小时，我们看见密林中一个依
斜坡而上的罩形建筑，就是巫山龙骨坡遗
址。入口处的墙壁上挂着手套、标尺卡、
米格纸、测距仪等工具，坡地上是大大小
小的探方坑。在遗址现场的左侧半坡上，
坐着一位个头偏矮、头戴鸭舌帽、穿着黄
绿色T恤衫、面容清瘦的老先生就是黄万
波。他时不时用笔在本子上记录。

黄万波在一副深度眼镜下，目光深
邃，精神矍铄。因为提前进行过沟通，他
大致知道我们的来意，提议先带我们参观
遗址内重要的点位再进行采访。

看似枯燥的黄土和夹杂着骨头的石灰
岩，经他介绍立刻变得生动形象了。他带我
们来到一处名为“最后的晚餐”的化石模型

前，娓娓讲述关于“巫山人”的故事。
思维活跃、平易近人、身姿矫健、非

常勤奋，这是在1个多小时采访中，我对
黄万波这位著名古人类学家初次见面的最
直观感受。在龙骨坡遗址发现40年间的5
次考古发掘工作，他都亲自到现场主持参
与，与队员们同吃同住，上午8：30到晚上
5：30走，几乎雷打不动。在从事人类考古
的70年间，他更是跑遍了国内可能有古人
类遗存的上百个洞穴、遗址，踏遍了东非
大裂谷等在内的重要古人类遗存点。

当被问及70多年来，他坚持在考古一
线奔走最大的动力在哪时，黄万波斩钉截
铁的回答：“好奇，我的回答都是好奇。”

“我发现那些化石都是好奇驱使的结
果，表现出来就是你对这个东西的认真，去
认识它，解开心中的疑问。人类从和动物
一般生活到如今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智力，
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好奇心和创造力，了解
人类源起的意义也在于此。”黄万波说。

他告诉我们，现在“巫山人”是人是
猿没有定论，所以他就要在这里挖。带着
这个好奇，他必须要找到真实的证据，如
果找到胳膊骨或头盖骨，那这个好奇的结
果就出来了。

好奇驱动着人类在进化中脱颖而出，
也驱动着黄万波这样的学者，以百万年为
尺度寻找“何以中国”的答案，为人类起
源的世界性研究提供实证。

92岁的黄万波和他的“好奇心”
□潮新闻记者 葛熔金

曾悦之在景德镇采访时，拾起一块瓷
片细致打量。

黄万波教授（左三）与葛熔金（左二）等
潮新闻“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文化考察队
部分队员在龙骨坡遗址现场合影。

“对于海昏侯文物的研究，需要几代
人的努力”“每一个陶艺家，心里都装着
一个‘景德镇’的梦”……这是我在此
次“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采访中，令
我感触较深的两句话。

有着“千河归鄱湖、鄱湖入长江”
之称的江西，拥有长江岸线 152 公里，
全省97.7%的面积属于长江流域，闪耀其
中的赣鄱文脉深邃而绵长。采访的首
站，我走进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
物馆。13 年前，海昏侯墓考古轰动全
国。“老朋友”杨军是海昏侯墓考古领
队。见他时，他和同事正在实验室研究
失传 1800 年之久的 《齐论语》，但我此
行目的并非 《齐论语》，而是一件名为

“孔子徒人图漆衣镜”文物。
该文物发掘于海昏侯墓西室，上面

的孔子图案是迄今世界最早的孔子画
像。它最初被认为是屏风，随着科技在
实验室考古的运用，研究发现“孔子徒
人图漆衣镜”是由衣镜主屏和 《衣镜
赋》 辅屏共同构成的双折式屏风。采访
间，他向我列举了该成果的不少佐证，
我们又去了展馆“孔子徒人图漆衣镜”
展台。我记得当时展台前围满了观众，
杨军临时还充当了“讲解员”。

采访结束后，从事考古工作 30 余年
的杨军，面对海昏侯的研究也不由感叹

“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自 2011 年海昏侯
墓发掘以来，我采访过不少像杨军一
样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他们当中涵盖
了“老中青”三代人，从田野考古到
实验室考古，一代又一代的文物考古
工作者，匠心守文物，妙手护文脉。
采访结束的第二天，我将采访内容制
作出一期融媒体产品发给杨军，他回
复说：“你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员。”令
我倍感欣慰。

如果说在文物考古工作者身上看到
的是“跨越千年的文脉守护”，那么，此
行在景德镇的采访看见的则是一场“奔
赴山海的文明交融”。

陶瓷，被誉为是“世界的语言”。历
史上，景德镇瓷器沿着长江走向海外，
是世界多彩文明交融的见证。

“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
窑。”走进千年瓷都景德镇采访时，这句
话已完全具象化了。此行目的本是去探
访“元青花”，但这次采访却让我看见另
外的“风景”。

在景德镇陶溪川市集上，我认识了
新加坡陶艺家林善春，他是新加坡南洋
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师，每年会利用假期
来到景德镇成为“驻地艺术家”。他告
诉我，景德镇拥有得天独厚的制瓷条
件。“这里有烧制大件作品的窑、有世
界最好的陶艺家、有来自全世界的手工
艺者……”前不久，他组织了 10 余名新
加坡陶艺家来到景德镇交流，参加景德
镇举办的“春秋大集”，与全球 55 个国
家的500余名国际艺术工作者和800多名
国内手艺人“同台竞技”，其中一个叫蓝
漫杭的新加坡青年陶艺家感叹“景德镇
有完备的陶瓷产业链”，她渴望在景德镇
能有自己的工作室。

文明因交融而精彩，这是我在此行
采访中最切身的感受。在景德镇三宝国
际陶艺村博物馆，67 岁的意大利陶艺
师 Adele Stefanelli 来景德镇驻场，是想
攻 克 长 期 困 扰 她 的 “ 青 花 薄 胎 ” 难
题，而 82 岁的加拿大画家乔治来到景
德镇纯粹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景德
镇三宝的那个夜晚，他们讲述了在景
德镇的见闻。当我问他们对景德镇印
象时，乔治拿出了他正在景德镇展出
的作品照片。作品中，他把景德镇绘
成了一个光点，和其他颜色的光点组
合在一起。他告诉我，不同颜色的光
点代表景德镇是多彩的，“陶瓷从这里
链接世界”。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文化报道的记
者，此行采访也让我更系统地深入到长
江流域浩瀚文脉中，看见了新时代长江
文化多彩风景，更感受到了赣鄱大地正
以蓬勃之势助力奏响长江之歌。

看见文脉传承
见证文明交融
□《江西日报》记者 曾悦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