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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走進黃花梨博物館著名作家走進黃花梨博物館

陳白沙是古代罕見廣東名儒，作為理學大家，成為
廣東唯一入祀孔廟的大儒，享 「嶺南一人」美譽。為
領略嶺南大儒風範，中國著名作家江門採風行走進陳
白沙紀念館。

位於廣東省江門市蓬江區白沙大道西的陳白沙紀念
館，佔地面積18000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3800平方
米，是江門市在白沙祠原址上擴建而成的一座以保護
明代古建築群為主體的庭院式歷史名人紀念館。

白沙祠建成於明神宗萬曆十一年（1583年），旨在
表彰陳白沙 「潛心理學，昭在當時，垂於後世」，該
祠分四進，第一進為春陽堂，命名自陳白沙所築的讀
書及講學處春陽台。第二進為貞節堂，為祭祀陳白沙
父母之所。第三進為崇正堂，用作祭奠白沙先生，

「崇正堂」三字及堂內對聯 「道傳孔孟三
千 載 ， 學 紹 程 朱 第 一 支」為 萬 曆 二 年
（1574年）朝廷所賜。第四進為碧玉樓，
原為陳白沙故居，也是他奉母之所。

1993年10月，江門市人民政府為紀念陳
白沙誕辰565周年，加強對白沙祠四周的環
境整治美化，決定以白沙祠為主體，擴建
陳白沙紀念館。通過兩期工程，最終達到
現在的規模。整個白沙祠結構嚴謹，布局
和諧，裝飾精細，風格莊重，藝術優雅，為江門絕無
僅有的古建築。

該館以建於明代的白沙祠和木石牌樓（廣東省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為主軸，正前方是白沙先生銅像廣場
和陳白沙紀念館的新建牌樓。門前木石結構牌樓，立
面三間，四柱三樓。樓上有檐，檐下有玲瓏緻密的斗
拱、枋椽及精美的瓦面雕飾，是廣東現存的精巧明代
牌樓。祠內有前門、貞節堂、崇正堂、碧玉樓等，均
為一進四座掛兩廊的建築。祠內正中為陳白沙塑像，
旁有用白沙手跡刻的匾聯和碑刻。

白沙祠的東側，是陳白沙事蹟陳列室的三個展區，
常年展出陳白沙的事蹟及墨寶等名片。距白沙祠東北
角約50米處，是一個建於明代弘治十年（1497年）
的陳白沙父母合葬墓，墓碑石白沙先生用茅龍筆書寫
的。四周松柏長青。白沙祠的西側，保留了白沙故里
的若干舊民居，民居內按民俗風貌布置居室家具，開
闢為民俗展區。在白沙故里的北端，建有小廬山碑亭
及觀景長廊。這裏綠草如茵，竹影婆娑，現已成為市

民喜愛參觀游覽的江門市歷史文化景點。

束茅為筆獨創茅龍書法
白沙先生也是明代嶺南最著名的書法家。

他的書法植根於歐陽詢和蘇東坡，深得其結
體筋骨陽剛之氣，並參以二王，懷素的靈動
之勢，深受後世書法家的讚揚。晚年時期，
白沙先生更束茅為筆，獨創茅龍書法，以蒼
澀醫甜熟，以枯峭醫軟弱，一洗元明間柔弱
萎靡的書風，在書壇享有盛譽。
白沙茅龍筆也因此蜚聲海內外，經過世代相

傳，現已被國家公布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當天，
作家們來到位於江門新會岡州畫院的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白沙茅龍筆傳承保護基地，了解白沙茅龍筆
生產工藝，並即席用茅龍筆揮毫潑墨。

據了解，白沙茅龍筆，是選取圭峰山上野生的鋒茅
草，用傳統的茅龍筆製作工藝，經選材、敲擊纖維、

防腐浸洗、扎束梳理成型等多項工序精製而成。茅龍
筆，筆鋒尖挺，筆肚圓健富有彈性，筆桿造型古樸高
雅，只要水墨含量適中，在書寫或作畫時便容易形成
自然的 「牽絲」及 「飛白」效果，深受書畫名家的喜
愛。

新寶堂：百年陳皮產業的科技創新
廣東有 「三寶」陳皮、老薑、禾稈草，其中陳皮居

首，新會陳皮歷經歲月，在海內外擁有持久的芬芳和
巨大的影響力。在新會的新寶堂，作家們仿佛穿越時
空，近距離觸摸這家創立於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
年），擁有 110 年歷史、具有深厚品牌文化底蘊的
「廣東老字號」企業，在陳皮百年芬芳中，感受現代

科技的創新力量。
經過四代傳人的努力，新寶堂已發展成集新會柑種

植基地、原材料批發、食品研發深加工、連鎖專賣店和
電子商務、生物科技於一體的新會陳皮實業開發公司。

在新寶堂，展現在作家面前的新寶堂生物科技新會
柑綜合利用項目，佔地面積 8.3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4.3萬平方米，總投資3.8億，這裏擁有新會陳皮非遺文
化展館內，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乃至八十八年的
新會陳皮應有盡有，各種陳皮製品也琳瑯滿目。

為改變新會陳皮行業 「留皮棄肉」的加工常態，新
寶堂的第四代掌門人陳柏忠決心投身新會柑肉加工利
用的科研，突破新會陳皮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瓶頸。
在經過十餘年潛心鑽研新會陳皮營養價值和藥用價
值，終於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新寶堂新會陳皮酵素
產品隆重面世。陳皮酵素產品的成功研發和推出，將
廢棄的柑肉變廢為寶，對整個新會陳皮產業、對延伸
產業鏈和調整產業結構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未來，新寶堂在技術上將整合各方資源，匯聚高精
尖技術和優秀的科研能力，為新會陳皮產業的發展開
闢新的經濟增長點，打造生物科技與循環經濟的新模
式；在文化上，將以傳承文化結合高科技為引領，以
「文化體驗+科研基地+生產線+互聯網+旅遊」模式

拓展新會陳皮產業鏈，發展大健康產業。

物華天寶巧奪天工
1300餘款伍氏作品在青磚黛瓦、歇山頂、重檐、

迴廊、月洞門、小橋流水、盆景以及庭院的烘托下，
於疊景、借景、留白等手法中，以一種微妙的互動關
係向世人解讀當下該如何傳承、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這
一宏大命題。在鎮館之寶海南黃花梨處，作家們細細
觀賞，讚歎不已。手指輕扣帶着歷史韻味的舊家具，
衣向東讚歎道： 「肯定是從民間收藏來的，真是好東
西。」 王炳根則給予了 「物華天寶，巧奪天工」 的高
度讚譽。水運憲也用自己的座右銘 「作品說話，人品
立身」 贈予伍炳亮。
在談到自己創建黃花梨藝博館的初衷時，伍炳亮

說，主要目的是為了搭建一個文化交流的平台，讓更
多人能夠了解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家具文化；其
次，是為他的1300餘款作品提供一個可以集中展示
的空間。可以說，創建這座藝博館，是他從業之初便
有的夢想。
伍炳亮的事業始於上世紀70年代從事古舊家具的

出口貿易。他1972年開始做木工活，1979年開始收
購老家具。那時候，他騎着一輛破舊自行車，一遍遍
爬梳深藏於廣州大街小巷裏的古舊家具，收購回來後
再用車送到台山和新會的回收公司進行出口貿易。
從收藏研究到設計製作，伍先生又逐漸把時間、精

力和財富投入到最高端的海南黃花梨、越南黃花梨、
紫檀這三種材質上，兼做後來升值幅度大的老紅酸枝
家具。當年的辛苦奔波，而今已成幸福的回憶。

40年成就「大國工匠」
從業40年來，伍炳亮憑着一腔對紅木家具的熱

愛，成為中國當代高端家具行業的一個標杆人物，登
上中國古典家具藝術殿堂最高峰。
聽完伍炳亮的故事，作家們深受感動。徐劍連讚其

為 「大國匠」 。 「北有紫檀，南有黃花。」 徐劍說，
這次黃花梨博物館的參觀，具有殿堂氣象的展館非常
大氣，而做工精美的家具更是讓他感到震撼。 「明宋
應星著有《天工開物》，這些家具就是工匠精神的體
現。」 徐劍說，這裏的家具，既有煙火氣，又有藝術
氣。 「無論是屏風，還是條案，抑或太師椅、官帽
椅，還有可以走進尋常人家的羅漢床，都流動着中國
文化的韻味。」 讓徐劍印象尤為深刻的，是拆開後的
黃花梨家具，讓人看到了中國勾心鬥角的榫鉚結構，
讓人看到了文化。他笑稱，以後會推薦朋友過來參
觀，可以買張條案，回去寫字，則買張書案，回去寫
小說。
龍一告訴記者，很早之前他就關注伍炳亮黃花梨博

物館了，此次專程趕來參觀，收穫頗豐。 「感覺非常
好。」 龍一說，作為繼承中國木作傳統工藝的大師，
伍炳亮是對木作傳統工藝的繼承和光大，這座博物館
也是中國華麗藝術的展示窗口。

白沙祠裏憶白沙

▲▲伍炳亮向作家們介紹博物館的歷史伍炳亮向作家們介紹博物館的歷史。。
▲▲在新寶堂在新寶堂，，作家們品味作家們品味

新會陳皮的新會陳皮的「「百年芬芳百年芬芳」」。。

作家們在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白沙茅龍筆傳承保護基地合影。

作家採風團一行與伍炳亮合影留念作家採風團一行與伍炳亮合影留念。。

▼作家在白沙祠交流。

「大國工匠」 伍炳亮，是台
山紅木家具的一塊金字招牌。
作為中國工美藝術大師，他在
2018年獲第一屆中國輕工 「大
國工匠」 稱號。此次品鑒嶺南
中國著名作家採風團江門行的
最後一站，便是伍炳亮黃花梨
藝術博物館。在這富麗堂皇的
家具博物館，作家們品鑒明清
家具之大美，聆聽大師的藝術
創作故事。
位於江門台山大江的伍炳亮

黃花梨藝術博物館，2018年正
式開館，這座國內第一座由私
人投資建造，並以個人名字命
名的博物館，堪稱是伍炳亮的
個人事業的一個總結。
這座博物館佔地55畝、總面

積36000多平方米，展廳面積
28000平方米，整體建築布局和
裝修均由伍炳亮親自設計把
關，故宮博物院、王府四合
院、蘇州園林景觀以及嶺南標
誌性的建築元素在這裏兼容並
蓄。 盛芳齡 林麗青 黃裕勇

傾聽伍炳亮藝術故事傾聽伍炳亮藝術故事

▲作家王炳根讚美博物館的家具 「物華天寶，巧奪天工」 。

◀中國著名作家在江門陳白沙紀念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