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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最大的优势就是其无与伦比的华侨文化资源。”
“还要更大力度推动侨批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建议江门在乡村开展家族或宗族族谱梳理编写工作。”
……
9月25—26日，2023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史论坛在江门举行。部分专家学者在论坛举行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

访，他们为江门丰富而独特的华侨文化资源感到骄傲，点赞江门深入推进“侨都赋能”工程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并情真意
切地为江门如何用足用好侨乡文史资源建言献策，让其“活”起来，焕发时代光芒。

2023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史论坛在江门举行，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让侨乡文史资源“活”起来

“江门是中国著名侨乡，在充分挖掘
展示华侨文化资源方面，江门市委、市政
府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实践，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
员、广东省社科联原主席田丰表示，这些
丰富而不可多得的华侨文化资源，对江门
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有重要作用。

他建议江门在现有基础上，在三方
面加强发力。一是充分依托华侨文化研
究领军人物、领军团队，抓住重大学科、
实践需要，进一步做好华侨文化资源的
保护、活化和利用工作，比如可加强研究
广府人走出国门到全世界开枝散叶、艰
苦创业，以及华侨华人在新中国成立后、
改革开放后支持国家和家乡建设等历

史，更深入挖掘并系统提炼好华侨精神，
“以碉楼为例，我认为无数精彩故事可以
从碉楼里走出来”。二是加快成立国家
级的华侨文化生态保护区，推动华侨文
化资源的集聚创新，利用自身作为粤港
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的优势，吸引更
多华侨优秀人才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领域的科技人才回来创新创业。三
是推动华侨文化资源的交流传播，让华
侨文化“引进来、走出去”，可以经常性举
办华侨文化论坛，邀请专家学者建言献
策，并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侨乡故事、岭
南故事、中国故事，将华侨文化优势转化
为助力开放、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
优势。

“江门是中西文化融合之地和展
示之地，可以说这座城市最大的优势
就是其无与伦比的华侨文化资源。”广
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南方
日报社原社长杨兴锋说，华侨文化资
源的宝贵既体现在独特的建筑、遗产
等实物上，更体现在其背后蕴含的华
侨故事和华侨精神上，比如家国情怀、
爱国爱乡等。

杨兴锋表示，很高兴看到江门这
些年来依托自身华侨文化资源所做的
很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比如“开平碉楼
与村落”和“侨批档案”的成功申遗、升
级打造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等，
都有力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了中华文化“走出去”。

围绕如何做好新时代“侨”的文
章，他建议江门与时俱进、不断创
新，打出一套“组合拳”：一是以五邑
大学为基地，推出包括仓东遗产教
育基地在内的更多高质量华侨文化

遗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
果；二是以“五邑文化海外行”为品
牌，在海外定期举办“五邑文化节”，
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走在全
国前列；三是以打造标志性工程为
抓手，如争创国家级侨乡文化生态
保护区、打造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
结文化示范区等，从整体上整合提
升资源，增强江门作为中外文化交
流、文明互鉴展示地的内涵和形象；
四是以侨为“桥”打造中华文化国际
传播共同体，实现立体化、智能化、
多层次、多领域的传播，为中华文化
走出去贡献江门方案、江门样本。

杨兴锋还就一些具体工作给出
“金点子”，比如根据新时代侨情的变
化，江门可引导华侨新生代等群体以
专业、行业为背景组建新的社团，采取

“走出去、请回来”等有力措施增强其
根脉情结；江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在海丝申遗方面大有可为，应

该充分挖掘资源、加大发力；对华侨文
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项
目，要注重将华侨故事、华侨精神深度
嵌入其中，总体上遵循“文化引领、政
府支持、侨胞参与、企业运作”的模式，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应该充分利用世界华侨华人力
量，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广东省人
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省委党校
原副校长郑楚宣表示，江门作为中国侨
都，在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推动中
华优秀文化走出去等方面做了很多工
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建议江门进一步采取措施，把华
侨文化遗产包括碉楼等一些华侨的故
居，以及其他的物质或者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留起来，然后讲好故事，向世界
进行传播，“这些故事就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神的体现，不但能教育国内
下一代青少年，也能教育华侨华人的

子女”。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团体作
用，“海外有许多由乡缘或血缘关系构
成的华侨华人社会团体，江门本地也
有很多与华侨华人保持联系的社会团
体，二者可加强联系，在促进文化交流
方面进行合作”。

此外，郑楚宣认为，家族谱、宗族谱也
是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
载体，建议江门开展家族或宗族族谱梳理
编写工作，“把海外的华侨华人纳入宗族
族谱，有助提升他们的家国情怀，吸引他
们关心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把岭南
文化、中华文化更好传播出去，这对国家、
对世界来说都是好事”。

“江门是岭南大儒陈白沙的故乡。
陈白沙是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
儒，在岭南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价

值。”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广东省人民
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华南师范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宋德华建议，江
门要把陈白沙作为一张闪亮的城市名
片，并将这张名片擦得更亮，打造得更
有影响力，要深入挖掘白沙心学的历史
内涵并充分阐释其时代意义。

就历史内涵而言，宋德华认为，对
白沙心学的研究，学界一直多有关注，
在史料整理、学术论著等方面，出过不
少优秀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无
论从广度、深度还是力度上，仍有加强
的必要。白沙心学在认知的独特、内涵
的丰富、思考的深入、思想的先行等方
面，都有超越前人、引领当时、启迪后世
之处。宋德华在一项研究计划中列了
14个论题，分别为以道为体论、心道合

一论、元气流变论、自然为宗论等。在
他看来，每个论题都还可以更深入细致
地探讨，可以有新的解读和发现。

就时代意义而言，宋德华认为，白
沙先生开风气之先，居思想前沿，很有
先进性。受陈白沙生活环境影响，白沙
心学不免具有时代局限性和历史局限
性，但并不妨碍白沙心学具有显著的时
代意义。

宋德华建议，学者可以对陈白沙文
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此外，还可以通
过举办讲座或在报刊开设专栏等方式，
让更多民众来了解白沙文化。“在传承
白沙文化过程中，我们要密切联系当今
中国的实际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实际，就
白沙心学做更多了解钻研、发扬光大的
工作。”宋德华说。

“侨批申遗以来，侨批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工作成为广东侨文化
遗产‘双创’样本。”广东省人民政府文
史研究馆馆员、五邑大学原副校长张国

雄表示，江门是侨批研究保护利用的重
镇，在侨批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
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江门要进一步
发挥侨批文物的时代价值，用文艺作品
讲好侨批故事，挖掘侨批中的红色基
因。

近年来，江门坚持深挖侨批文化，突
显侨主题，通过创新表达，创造性地用舞
台艺术再现华侨群体与家国命运交织的
故事和历史，创新推出舞剧《侨批·家
国》、诵读剧《侨批·中国》、歌曲《一纸情
长》。“江门对侨批里的家国情怀进行创
新性表达，让侨批文化融入时代、走进大
众视野、走进老百姓中间，让侨批文化可
亲可感。”张国雄表示，侨批题材的演艺
形式面临持续性的瓶颈，江门可利用五
邑大学舞蹈艺术人才资源，使剧目常年
落地江门演出，实现持续性传播。

“在侨批研究领域，江门开创性将
侨批和党史结合，创新推出‘侨批中的
党史’，开辟了侨批研究的全新领域，
这是非常好的创造性转化的成功案
例。”张国雄表示，目前“侨批中的党
史”研究主要以五邑地区的侨批资料
为主，在潮汕地区、梅州以及福建厦
门、泉州、漳州等城市，侨批中同样蕴
藏着许多红色题材。就如何进一步促
进侨批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张
国雄表示，目前江门在“侨批中的党
史”项目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可将项目
上升成为广东省项目，对各地的侨批
进行进一步挖掘、丰富。

此外，张国雄认为，除了现有的舞台
剧形式以外，侨批还可以尝试以小说、电
视剧、电影、歌曲等形式进行表达，让老
百姓直观感受侨批这种文献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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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省社科联原主席田丰：

华侨文化资源对高质量发展有重要作用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南方日报社原社长杨兴锋：

做好“侨”文章要打出“组合拳”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郑楚宣：

发挥社会团体作用 促进文化交流合作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宋德华：

深入挖掘白沙心学的历史内涵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岭南诗书画研究院副秘书长刘倩：

讲好侨乡故事要走国际化传播路线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五邑大学原副校长张国雄：

进一步发挥侨批文物的时代价值

“江门是中国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侨
乡，有许多重要的侨乡名片，如开平碉
楼、侨批、赤坎华侨古镇等，它们在凝聚

侨心侨力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暨南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岭南诗
书画研究院副秘书长刘倩充分肯定了
江门侨文化保护活化工作，她说：“江门
的侨批活化工作令我印象深刻，‘侨批
中的党史’研究项目产出产品丰富，诞
生了内容新颖、脍炙人口的音乐诵读剧
《侨批·中国》、舞剧《侨批·家国》。”

今年9月，暨南大学2023级新生
训练营港澳台侨学生江门侨乡文化研
学活动举办，2600多名暨大港澳台侨
新生走进江门各县（市、区），探访侨乡
发展、领略侨乡文化。“江门为港澳台
侨学生准备了科普教育、非遗文化、科
技创新、红色传承和乡村振兴5条研
学线路，加深了他们对侨乡文化的理
解，让他们领略华侨爱国爱家的优良

传统、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是暨南大学和江
门‘侨校+侨都’合作项目的重要实
践。”刘倩说。

就如何继续讲好侨乡故事，刘倩建
议，要走国际化传播路线，点亮江门的

“世界名片”，通过游戏出海、寻根服务
出海、文化出海、艺术出海、新媒体矩阵
出海等新手段新方法做好国际传播；通
过新媒体技术，助力博物馆文化传播，
用“科技+文化”点亮江门的“世界名
片”，如结合VR、AR等技术，对碉楼等
历史建筑、族谱等文物作数字化转化和
展陈，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线上寻根”服
务；发掘本土故事，做好保育、传承和活
化，如对陈白沙等“江门学派”的人物故
事做好挖掘、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