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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上川岛是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五邑先
民曾从这里出发，跨越万水千
山，去往世界各地，将中国文
化传向世界，将异域风情带回
故里。

几年前，退役老兵洪成祥
自筹资金，在这里建起一座历
史文化展览馆。同一时期，广
东台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建立，采用动画片、智能语音
问答、小游戏等多媒体形式阐
释台山上川岛的海丝故事。
在时代的巨轮前，江门台山人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记录家乡
的传承与变迁。海丝故事因
台山人的守护，串点成线、串
珠成链、串联古今，并在传承
与创新中不断迸发出新活力。

11月 11日，上川岛来了
一群特殊的客人，20名青苹
果小记者坐上国安号，来到台
山上川岛，开展主题为“探寻
海丝足迹 传承侨乡文化”的
采访实践活动。他们走进上
川岛历史文化展览馆和广东
台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海
丝文化抖落岁月的尘埃，向孩
子们讲述起魅力川岛的过去
和现在。

洪叔的历史文化展览馆将川岛
的革命故事娓娓道来，而广东台山海
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则是通过数字化
的形式，让海丝文化活了起来。

踏进广东台山海上丝绸之路博
物馆，“遇见·上川”四个大字醒目可
见，上川岛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宛若
一幅画卷，在青苹果小记者们眼前徐
徐展开。

博物馆讲解员莫冬玲热情地向
小记者们介绍：“上川岛是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五百年前，东
西方文化在这里相遇，这幅汉代的中
外交通图，上面就标注了当时陆上丝
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

龙江船厂遗址、上林湖越窑遗
址、万寿塔……广东台山海上丝绸之
路博物馆内，海上丝绸之路文物遗存
图解做成可移动展示板内嵌在墙上，
像一本本厚重的“书”，小记者们拉出
其中“一页”，便能读到不同的历史故
事。

互动性和交互性体验在馆内触
手可及。三楼多媒体展厅里红绿彩
瓷器碎片发掘小游戏模拟了考古的
过程，访客可以通过触屏选择工具进
行挖掘、清扫，“挖掘”出的瓷器按照
种类进行分类；海瓷探秘小游戏则对
上川岛的部分瓷器进行三维文物展
示，动动手指就能全方位鉴赏瓷器，
趣味十足。

“在广东台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
馆，我观看了再现上川岛此前国际贸
易交易活动的动画片，虽然他们只是
些动画里的人物，但其动作、语言和
神态像真的一样，我不禁沉浸其中，
仿佛也穿越到了过去，不知不觉间就
学到了很多知识。”蓬江区杜阮镇信
志学校学生蔡贤溢如是说。

这一次魅力川岛行，也让台山小
记者们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多新的
认识。台山市新宁小学学生李润晨

表示：“当我学会看地图的时候，
就在地图上找到了家乡台山，当
时就注意到这个被称为中国

海上一颗明珠的上川岛。
今天终于踏上这片土地，
我不仅看到了美丽的海

岛风光，还了解了海
丝文化，真是一段
特 别 难 忘 的 记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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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川岛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的岛
屿，它促进了东西方政治、文化以及贸
易等方面的交流，大大提升了我们与
世界的联系。

今天，我和其他青苹果小记者一
起坐上国安号，走进上川岛，共同探寻
上川岛的历史文化。

我们第一站来到了广东台山海上
丝绸之路博物馆，在这里，我们参
观了第一展厅“江山胜迹”，这
个展厅主要讲述了海上
丝绸之路的起源和发
展，让我知道了上川
岛在古代海上贸易
时期的重要作用。

在现场，我还
听到了“南海一
号”沉船的讲解，
了解到台山独特
的海丝文化。据介
绍，在打捞过程中，
打捞人员共在“南海
一号”沉船上发现了
数不胜数的金器、银器、
铜器、铜钱等，这让我感受
到上川岛在海外贸易中的重
要性以及当时技术的精湛。

接着，我们到了第二站——上川
岛历史革命展览馆。没想到吧，这座
历史革命展览馆的创建和运营者来自
一位退役老兵洪叔叔！走进馆里，洪
叔叔便给我们讲述了几位战士的英雄
事迹。

除了这些，洪叔叔还给我们介绍
了上川岛上发生过的很多革命故事。
走出展览馆，我深有感触，不禁沉思：

“我一定要向这些先辈学习，认真学
习，争取早日成为祖国的栋梁！”

最后，我们告别了洪叔叔，高兴地
返程回家了。

说起来也还真惭愧，作为台山人，
我以前真没去过上川岛，也从没了解
过上川岛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今
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加了主
题为“探寻海丝印迹 传承侨乡文化”
的青苹果小记者采访实践活动。

我们参观了广东台山海上丝绸之
路博物馆，通过对各个展厅的参观和
讲解员的介绍，让我知道了上川岛的
海丝故事，现在就让我来向大家介绍
一下吧！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是覆盖
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
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不仅仅输
出丝绸，还包括瓷器、糖、五金等在内
的出口货物，同时也将香料、药材、宝
石等货物带回。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
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其中台山就是
南海航线的一个重要节点。宋朝以
来，上川岛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驿站，葡王柱等遗迹无不见证了台
山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所担当的重要角
色。如今，这些古迹也成为台山是“海
上丝绸之路”上重要节点的实物佐证。

600多年的人文历史，见证了上川
岛的沧海桑田，也赋予了上川岛深厚
的历史底蕴。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
上，台山上川岛曾是重要的一环，写下
过辉煌的篇章。

这次采访实践活动太有趣了，上
川岛的海丝文化，也等着你们一起来
发现更多故事呢！

青苹果小记
者采访博物馆
讲解员莫冬玲。

小记者们专
心致志地做笔记。

历史文化展览馆创建者
洪叔给小记者们讲解上川岛

的革命故事。

台山市上川岛有一座历史文
化展览馆，馆内展示的2000多件
展品记录了上川岛几百年来的故
事。这座历史文化展览馆的创建
者和运营者是一位退役老兵，他叫
洪成祥，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洪
叔”。多年来，洪叔有意识地收集
川岛有关的报纸和书刊，记录下川
岛的革命故事。

看到小记者们来访，洪叔亲切
地打起招呼。展览馆内，青花瓷
片、古代独木舟等有序排列，每件
展品像一块块拼图，在洪成祥的讲
述下，向小记者们还原出一幅关于
上川岛武装革命、海丝文化、农渔
耕文化的画作。

聊起展览馆的创建故事，洪叔
很感慨，他表示：“为了建起这座展
览馆，我自己一个人收集资料、编
写、采访，走访了台山市档案局、台
山党史办、滨海总队纪念馆。虽然
很辛苦，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得
到了有关部门和家人的支持和帮
助，还得到了很多革命老前辈、老
战友的大力支持。”

洪叔的讲述“吸粉”无数，小记
者们纷纷上前向他表达自己的感
想。“洪爷爷，展览馆内这些古老陈
旧的物件都非常吸引我！您的讲
述让我意识到，我们现在的美好
生活是无数的革命先烈换来的，
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永远不能忘记脚下的每一寸
土地都是老一辈革命家抛头颅洒

热血打下的！”新会区平山小
学学生沈煜昊这样说。

革命故事学起来

台山优质的自然海域孕育出
丰富的海洋生物，盛产虾、鱼等各
类海鲜，吸引无数食客慕名而来，寻
求舌尖上的美味。上午的采访实践
活动结束后，小记者们享用了一顿丰
盛美味的午餐。

贝中珍品沙白贝味道鲜甜、爽
口；鲳鱼肉质鲜嫩，口感紧实；油焖大
虾色泽浅红油亮，口味醇厚鲜香……
美味上桌，让人垂涎三尺，小记者们

“哇”声一片，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颐起
来。

美食在前，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是
哪一道？

江海区滘头小学学生胡迪兴奋
地说：“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一顿
午餐，我认为这是‘此味只应天上有，
人间哪得几回尝’，虽然平时也能吃
到海鲜，但这次吃到的海鲜味道更鲜
美和浓郁，更加让人回味，就像我最
爱的这一道紫菜汤，味道饱满美味，
让人想要无限续汤！”

江海区江门一中附属小学学生
宋仁雨表示：“我最爱沙白贝这道菜，
虽然我吃过很多贝壳类海鲜，但是上
川岛的沙白贝却是格外鲜甜可口。
我想，这大概就是大自然赋予美丽的
上川岛最珍贵的宝藏！”

这一天，作为青苹果小记者的我
有幸参加了青苹果小记者采访实践
活动。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来到
上川岛，开启“探寻海丝印记 传承侨
乡文化”之旅。

上午，在参观了广东台山海上丝
绸之路博物馆之后，我们跟随着老师

的脚步来到了一家餐厅。台山
复杂多变的海域孕育了丰

富多样的海洋生物，
生产出的虾、鱼等各
类海鲜端到桌上，
变成了我们美
味的午餐。

快到餐厅
时，我远远就
闻到了饭菜
的香味。一上
桌，清蒸鲳鱼
便端了上来，鱼
肉鲜嫩，少刺多

肉。紧接着还有
油焖大虾，肉质鲜

美，富有弹性。当然，
我最喜爱的还要数纸包

排骨，撕开锡纸，排骨的香味
便扑鼻而来，令人垂涎三尺。尝上一
口，排骨肉质鲜嫩，酥酥脆脆，香甜可
口，让人回味无穷！

除了纸包排骨，我还喜欢蜜汁三
宝，这道菜由芋头、南瓜、山药组成，
咬上一口淋了蜜汁的山药和芋头，软
软糯糯，心里感觉比吃了蜜还甜。不
一会儿，清蒸白贝也端了上来。刚出
锅的白贝还冒着热气，光线照着白贝
的花纹，亮晶晶的，格外引人注目。
我用筷子小心翼翼地夹了一个白贝，
脱掉它的“衣裳”，将白贝肉蘸上汤
汁，先让它在舌尖转了一个圈，再闭
上眼睛细细品味，肉质Q弹爽嫩，太
美味了！

“高端的食物往往采用最简单的
食材”，用这句话来形容上川岛的美
食，简直再合适不过了！我想，这都
是海洋赋予上川岛的宝藏！

我爱川岛的大海，更爱上川岛的
美食！

自古以来，上川岛就是中西海上
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今天，我有幸
同其他青苹果小记者一起，到广东台
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参观，了解上
川岛的海丝故事。

从台城出发，经过漫长的车程，
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广东台
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一进门，映
入眼帘的是各种各样的文物。经过
讲解员阿姨的介绍，我们对海上丝绸
之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上川岛地理位置特殊，是个天然
的避风港湾，因此，上川岛不仅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航海地标，还成为中西
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地点。在上川岛
东面的一个被海环绕的小岛——乌
猪岛上，有着许多古代大航海时期的
遗迹。

传说在乌猪岛上，有一座都公
庙。据《东西洋考》记载，都公是古代
航海家郑和的航海顾问。古时候有
船只经过都公庙，都会停下来，把都
公请上船，祈求平安。同时，乌猪岛
也是重要的航海标志，古代没有先进
的航海设备，只能靠这些航海标志辨
别方向。现在，在乌猪岛上，人们发
现了许多文物，据推测，这些应该都
是古代中西方贸易遗留下来的“宝
藏”。

从古至今，上川岛见证了中西文
明的相逢、碰撞与结合。台山上川岛
是江门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具有独特
地位的重要节点。曾经贸易的繁荣
已成过往云烟，但台山如今的繁荣毫
不逊色于当初。通过这次活动，我深
刻了解了上川岛的海丝故事，感受到
了台山丰富的文化底蕴。作为土生
土长的台山人，我为我的家乡感到骄
傲，我爱我的家乡！

小记者美文

历史碎片活起来

独特的旅行
江门市北苑小学六（五）班 莫晶晶

有趣的
上川岛之旅

台山市新宁小学四（7）班 李晓琳

舌尖上的美味
江门市江海区景贤小学六（5）班 杨晗玥

遇见上川岛的
海丝故事

台山市培正小学六（1）班 罗遵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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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往 今 来

各类海鲜尝起来

探 寻 美 食

博物馆讲解员莫冬博物馆讲解员莫冬
玲正在给小记者们科普玲正在给小记者们科普
海丝文化海丝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