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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参加工作至今，李义凡已在挖掘文
物、保护文化遗产这条路上走了整整 35年。
他默默地守护着城市文脉记忆，以文物展地
方风韵，展时代风貌，为宣传玉林文化努力
搭建桥梁。

“ 纸 上 得 来 终 觉 浅 ，绝 知 此 事 要 躬
行。”为了发掘和掌握更多的文化遗产信
息，李义凡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每年都要
花大量的时间跑乡下，穿村过屯，爬山越
岭。“作为文保工作者，除了要有扎实的学
术 功 底 ，还 需 要 心 细 ，并 且 要 有 好 的 体
质。”李义凡表示，下乡调查时，每到一个
文保点，他们不但要走访调查周边环境，
还要了解文物本体的保存情况、历史等，
然后进行测绘、拍照，记录在册。有时为
了寻访一处不可移动文物点，需走过比人
高且地形不明的草丛、穿过带刺的灌丛，
皮肤割伤、蚊虫叮咬是寻常事。有些地
方，车辆根本无法到达，步行一个多小时
也不奇怪。而且，往往中午时分，太阳最
毒辣之时，还要在室外工作。

“我们入村调查时，还要充当文物保护
义务宣传员，给村民宣讲文物保护的重要
性。”2002 年，李义凡到现在的福绵区新桥

镇大楼村姚氏宗祠调查时，发现这座宗祠
建于清朝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距今已
有 260 余年的历史，有不少壁画、木雕、砖
雕、灰塑，均保存完好，还有“太学第”等牌
匾，承载着丰富的宗族文化和精神信仰，堪
称一座文化遗产宝库。这个发现让他惊喜
异常，仿佛一道光亮照进了他的内心。他
专门组织村里的干部及姚姓部分族人开
会，建议他们对宗祠进行日常管理，把破漏
的地方修缮好，共同保护这座宝贵的古建
筑。后来，宗族的主事人发动族人捐款，对
宗祠进行维修，并安置工作人员进行日常
管理。至今，这座姚氏宗祠仍得到很好的
保护。

2004年，李义凡顺应时代要求，成立文
物保护组织，以“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的模
式，发动民间力量参与文物保护。也正是这
个组织，使不少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有
一年，福绵区福西社区的唐德香祠要进行维
修，村民想给木柱涂上红漆，他知道后，马上
联系唐氏宗族的一位长者，提出专业建议，
希望宗祠维修要在尊重历史原貌的基础上
进行。后来，在他和这位长者的努力下，完
整地保留了宗祠的历史风貌和历史痕迹。

还有一次，玉州区仁厚镇荔枝村要对梁氏宗
祠进行推倒重建，李义凡获悉这一消息后，
向梁姓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提出建议：可以
另建一座，但不要拆除原来的老宗祠。后
来，梁氏族人听取了他的意见，这座老宗祠
也得以顺利保存。

为了保留一些不可移动文物的影像，李
义凡把自己逼成了一个“摄影家”。每到一
处，他都第一时间给文物拍照。“这个习惯，
始于一次下乡做文物调查时发现的一个问
题。”那次，他到兴业县大平山一个村庄做文
物调查时，发现有一座古建筑有不少壁画，
但这座建筑很多地方已风化损毁，垂垂危
矣，他想到这座建筑一旦坍塌，这些壁画也
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马上用相机
将其全部拍摄下来。他说，把文物资料拍摄
保存下来，即使建筑倒毁了，还可以能通过
图片来找到它的原貌和历史信息。后来，他
对目前发现的玉林各地古建筑的壁画全部
进行拍照，以影像的方式保留文化遗产，保
留地方历史信息。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蕴含
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的文化瑰宝，散布在玉
林大地上、绵延于岁月长河中，是不可再生、
不可替代的宝贵资产。

本报讯（记者 宋建州）10月 15日，“鬱
上金秋——‘画说广西’（玉林卷）系列成果
展暨学术研讨会”在自治区图书馆拉开序
幕。

本次成果展由玉林师范学院、自治区图
书馆主办，玉林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玉林市融媒体中心、玉林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承办，玉林市博物馆、广西都邦公司协办，以
丰富多元的形式展示“画说广西”系列丛书
的部分精华内容，展出时间为 10月 15日—
11月18日。

展示玉林历史底蕴和人
文魅力

步入自治区图书馆1楼大厅，古色古香
的布局，散发着墨香的书籍、画册、明信片及
文创作品等，为观众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玉
林人文盛宴。一幅幅手绘钢笔画线条下的
文化符号，引领观众一起探寻玉林的历史底
蕴和人文魅力，感受玉林的独特韵味。

据了解，画说团队以玉林师范学院院长
李伟中教授、美术与设计学院张中教授和历
史文化旅游学院宋永忠教授为核心，长期坚
持立足地方、扎根地方、服务地方的理念，坚
持学术性、创新性和可读性原则，将雅俗共
赏的文字表达和神韵十足的钢笔画叙事有
机结合，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助推玉林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子。
目前，“画说”系列已先后出版著作10部，待
出版3部。

“此次成果展选取了画说系列的部分著
作及画作进行展出，希望通过此次成果展
示，与大家一起探寻玉林的历史底蕴和人文
魅力，一起品察玉林的独特韵味和浓浓乡
情。”“画说”系列主创人之一，玉林师范学院
院长、教授李伟中说。

获得各领域专家学者的
高度肯定

“鬱上金秋——‘画说广西’（玉林卷）系
列成果展暨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区内历史、
文旅、传媒、出版、图书馆、文博等领域20多
位专家学者出席开幕式并进行了学术交
流。在会上，学者们对此次成果展给予了高
度评价。

“‘画说广西’所推出的作品兼备学术

性、可读性和收藏价值，是地方特色文化推
介的精品，用这样的精品模式推荐地方文
化，为这个时代而歌，是画说团队的使命担
当。”广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宋忠阳高度评
价了成果展的意义所在。

“画说系列丛书开启了三个典范：一是
团队创作的典范；二是校地力合作的典范；
三是校企合作的典范。”广西师大出版社与
画说团队合作十多年，副总裁施东毅高度总
结了学校与企业合作的成功之处。他由衷
感叹这样的合作促使双方都得到成长。

“历史与艺术的牵手，既是弘扬文化的
新方式，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创新。”来自广
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南宁师范大学
等单位的多位教授、学者认为，“画说广西”
系列成果展对文化传播进行了很好的探索
和创新，也对各地文旅发展有着巨大贡献。
多位学者对“画说系列”寄予厚望，希望“画
说”的区域和成果逐渐实现多维突破：一方
面突破县域，走向乡村、走向街区，走进企
业，服务地方文化建设；另一方面是突破玉
林、走向广西，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为
树立文化自信迈出坚实的步伐。同时建议

“画说”进一步探索和思考如何让数字赋能，
在“画说”的基础上利用更加多元化的现代
传播技术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鬱上金秋——‘画说广西’（玉林卷）系
列成果展暨研讨会”既是画说团队过去十年
的小结，也是新的起点。画说团队以文会
友、以画会友，希望有更多的同道加盟，一起
讲述广西故事，为壮美广西、文化广西贡献
一份力量。

展示玉林人文之美
“画说广西”（玉林卷）系列成果展暨学术

研讨会在自治区图书馆举办

本报讯（记者 曾昶）日前，记者从杨万
里诗歌奖组委会获悉，玉林诗人谢夷珊创
作的组诗《槟榔屿》获得首届杨万里诗歌奖
提名奖。

杨万里是江西吉安人，南宋诗人，一生
作诗两万多首，传世作品有四千二百多首，
被誉为一代诗宗。杨万里诗歌奖由《诗刊》
社、江西省作家协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
代新诗研究中心、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等
联合举办。首届杨万里诗歌奖共征集2021
年至 2024年 6月间在中国大陆首次出版或
发表的诗集（组诗）作品 656部/组，经组委
会组织专家评委会进行初评、复评、终评，
评选出“杨万里诗歌奖”2名，“杨万里诗歌

奖提名奖”10名。
土地、海洋、劳动、贸易、令人眼花缭乱

的热带雨林风光……2020年，一次参加世
界客家人大会的下南洋经历，让陷入诗歌
创作瓶颈的谢夷珊瞬间“开窍”，他创作了
一系列以东南亚异域风光为背景的写景记
游组诗，记录了他在东南亚一带游历期间
的所见、所闻、所感。而其中的 8首代表作
组成的组诗《槟榔屿》，发表于《诗刊》2021
年1月下半月头条栏目《发现》，引起评论界
的反响，让一直致力于“新南方写作”研究
的评论家曾攀“眼前一亮”。他说，谢夷珊
的这些海洋诗写作，实际上“洞开了一扇不
断向南延伸的大门”。

首届杨万里诗歌奖获奖名单出炉

玉林诗人谢夷珊获提名奖

本报讯（记者 潘静新）近日，福绵区人民法院
迎来了一个文化与司法交汇的重要时刻——国家
地理标志司法保护法官工作室正式成立。这不仅
标志着福绵区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深
入探索，更彰显了其对地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坚
定决心。

玉林市，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地理标志资源丰
富的地区，拥有众多承载着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

的地理标志产品。全市现拥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0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1个，形成了玉林正骨
水、玉林三黄鸡、玉林牛巴、陆川猪、陆川铁锅、兴
业茶、北流凉亭鸡、容县沙田柚、博白桂圆、博白空
心菜等一批特色产业。这些产品不仅是当地农民
和企业增收致富的重要源泉，更是玉林市文化传
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
入发展，商标侵权、冒用地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

发生，严重威胁着地理标志产品的声誉和消费者
的权益。为了切实保护地理标志产品，维护消费
者权益，推动文化传承与发展，福绵区人民法院积
极响应上级法院的号召，创设了国家地理标志司
法保护法官工作室。这一创新举措不仅体现了司
法对文化传承的尊重与保护，更彰显了司法在推
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文化守护与司法创新并进
福绵区人民法院成立国家地理标志司法保护法官工作室

玉林市博物馆副馆长李义凡：

守护文化瑰宝
留住历史根脉

◇本报记者 王耀前

多年来，李义凡潜心学术，硕果累累。
他先主编出版了《玉林石刻调查与研究》《玉
林文化大典·文物卷》《玉林宝藏》《玉林胜迹
——玉林市文物保护单位选粹》《玉林非遗》
等书籍，还参与《高山景行 画说名村》一书
第七章的撰写，并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
题 1项，主持市厅级课题 1项，参与多项广西
社科基金课题和市厅级课题。

“为地方文物著书立说，是对地方历史
文化最好的传承。”李义凡说，文物所展示
的是一个地方上百甚至数千年的人文文
化，凝结了先人的情趣、审美、巧思，承载着
一个地方的文化、宗教、信仰，这些都是非
常珍贵的文化遗产。著述成文字，可以让
厚重的文物成为浓缩于方寸之间、人们触
手可及的文化资源，以新的形式延续生命、
焕发光彩。

2016年，他根据多年对石刻的研究，写

成了《玉林石刻调查与研究》一书。“玉林历
史悠久，拥有大量石刻。这些石刻，刻录着
玉林自唐代以来的历史脉络、地理沿革、风
俗民情、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的
历史信息。”自 2015年起，李义凡就对玉林
市所辖县（市、区）的石刻进行深入调查研
究。他说，历经沧桑，能保留下来的石刻无
疑都是珍贵的。它为后人了解前代历史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材料，弥补了地方志记载的
不足。后来，他在调查整理约 800块碑刻的
基础上，披沙拣金，挑选出 270多块，按年代
顺序编排，厘定简化汉字，加以标点，还适当
做了一些注释，编写成书。据他介绍，收在

《玉林石刻调查与研究》一书中的石刻，九成
以上为首次公开发表。自治区博物馆原馆
长蒋廷瑜在看了《玉林石刻调查与研究》一
书后，称这本书“是研究当地历史文化的珍
贵史料。”在为此书作序时，蒋廷瑜还如此点

赞李义凡：“他对石刻的研究工作历时有年，
费尽心血，令人敬佩。”

如今，全国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正
式拉开帷幕，经历过第二次、第三次文物普
查且年近六旬的他，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的精神，又冒着酷暑，天天奔跑于乡村，为文
物普查工作竭尽己力。“希望尽自己所能，让
家乡宝贵的文化资源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
去。”谈到日后的工作计划，李义凡依然充满
着赓续地方文脉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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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开幕式并进行学术交流。

观众参观“画说广西”（玉林卷）系列成果展。

在玉林市博物馆开展的“跟着专家去普查”活动中，李义凡（右）为中学生进行现场教学。
李义凡在玉林名人旧居唐幼卿旧居采集影像资料。

守护历史，光大文明。数十年来，玉林市博物馆副馆长
李义凡一直走在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道路
上，担起文脉传承的重担，使地方文化遗产传承不绝，让地
方记忆历久弥新。

“一件（处）普普通通的文物，延续着一个地方的精神血
脉，它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
新。”李义凡自1989年从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毕业后，
就一直在玉林市博物馆工作。他跑遍了玉林的大部分村
落，为挖掘地方文物、保护地方文物做了大量的工作，获得
了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先进个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征文评选优秀奖、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突
出贡献个人奖等荣誉。他表示，文化遗产是一个地方的

“根”和“魂”，呈现着一个地方民众最深刻的精神印记，也为
地方提供着丰厚滋养，值得用一生所学去弘扬、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