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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商鞅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
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
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
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
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
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
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
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
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
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
高到 50 金。重赏之下必有勇
夫，终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
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
金。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
中树立起了威信，而商鞅接下
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
了。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最
终统一了中国。

而 同 样 在 商 鞅 “ 立 木 为
信”的地方，在早它 400 年以
前，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啼笑
皆非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

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
在都城附近 20 多座烽火台上点
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
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
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
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
们匆匆赶到，弄明白这是君王
为博妻一笑的花招后又愤然离
去。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
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
开心一笑。五年后，酉夷太戎
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
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
次当了。结果幽王被逼自刎而
褒姒也被俘虏。

一个“立木取信”，一诺千
金；一个帝王无信，戏玩“狼
来了”的游戏。结果前者变法
成功，国强势壮；后者自取其
辱，身死国亡。可见，“信”对
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都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来源：信用中国）

近日，茂名市专家组远
赴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江
苏省镇江句容市寻找潘茂名
历 史 遗 址 并 开 展 文 化 交 流 ，
受到当地文旅、宗教部门及
乡镇热情欢迎。

据悉，这是首次有来自茂
名的考察团队寻访浙江潘茂名
历史文化遗址。专家组由茂名
市潘茂名文化研究院筹建办公
室牵头，茂名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广东茂名健康职业
学院、茂名市委党校、茂名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专
家学者 6 人组成，包括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潘茂名文化研究
专家、茂名市劳动人事仲裁院
院长廖君，广东茂名健康职业
学院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俞
小波，岭南名医、潘茂名第 42
代中医药传承人彭华正等。

尹山是淳安古刹名山。根
据 南 宋 《舆 地 纪 胜》、 清 代

《茂名县志》《潘仙全书》《历
代神仙传》及《岭南道教先驱
潘 茂 名》《潘 茂 名 研 究 与 综
述》等古籍文献记述，晋代高
凉潘茂名在新安郡“新都石
室”（今浙江省淳安县尹山一
带）修炼二十年。

为此，专家组来到位于淳
安县西北部茫茫群山中，考察
了梓桐镇尹山遗存的石洞、石
室、石人、石柱、石壁、石
桥、石墩、千年古道、尹山寺
等，从当地获悉仙人石洞传说

等故事。从历史时间、地段方
位、记载情节、东南路线、山
体特征、浙西气候、当地传说
等多方面，进一步印证了古籍
文献中记录的潘茂名修炼遗址
信息。

茂名专家组在尹山考察得
到杭州市淳安县文广旅体局、
梓桐镇人民政府、尹山村委会
大力支持。专家组介绍，在考
察过程中，当地有意与茂名联
手擦亮岭南仁医潘茂名品牌，
共同开发尹山的文化旅游。淳
安县梓桐镇还提出加强与潘茂
名故里高州市根子镇合作交流
的想法。

史料记载，葛洪是潘茂名
师兄。专家组一行还专程赴江
苏省镇江句容市，在当地茅山
道院葛仙观主持、道长热情介
绍中，深入考察潘茂名师兄葛
洪故里，参观葛洪纪念馆、葛
仙湖、葛仙观、葛洪炼丹井等
遗迹。

专家组介绍，清代《茂名
县志》《潘仙全书》 等古籍记
载，潘茂名曾在茅山探访张玄
宾。咸和年间一个夏天，潘
茂名探访了正在家乡句容的
葛洪。在句容期间，茂名专
家组还与当地专家深入探讨
潘茂名与葛洪的历史渊源与
文化发展。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柯丽云）

专家组参观葛洪纪念馆。

茂名专家学者赴江浙
考察潘茂名历史文化

商鞅“立木取信”与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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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现场，蔡剑锋分享了他与
家乡海的故事：“我一直有一个心
愿：用相机把故乡大海的美记录
下来，奉献给我的故乡，奉献给
我的父老乡亲。从此，我开始着
迷 于 那 一 片 让 我 魂 牵 梦 绕 的 蔚
蓝。每到节假日，背着沉重的摄
影器材，沿着晏镜岭、龙头山崎
岖的小径以及曲折的海岸线，我

不知疲倦地行走。春夏秋冬、晨
曦暮霭，风中、雨里、烈日下。
同样还是那些地方，同样还是那
些场景，一走就是十八年。”

据了解，蔡剑锋于 2005 年开
始涉足摄影，尤爱风光摄影，他

“创作”的第一幅“作品”，就是以
故乡的海为题材。出版有画册《东
川红土地》和《守望——一位摄影

师镜头里故乡的海》。
三 位 摄 影 大 师 围 绕 蔡 剑 锋

镜 头 下 茂 名 的 海 ， 以 及 风 光 摄
影 与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的 作 用 、 意
义 等 展 开 了 深 入 的 探 讨 ， 分 享
了 个 人 对 风 光 摄 影 的 心 得 和 感
悟 ， 并 对 茂 名 摄 影 产 业 发 展 提
供了宝贵的建议。

茂名是一座“山海并茂”的好
心之城，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北有绿色的山，南有蓝色的
海，茶林竹木、花海果园、民风民
俗等各类摄影资源丰富。

陈长芬说，蔡剑锋《我的家
乡我的海》记录了茂名美丽的
滨海风光，承载着浓厚的生活、
历史和自然，为茂名的文化和
旅游发展打造了一道崭新的风
景，是茂名市对外交流的一张
靓丽的名片，也起到了一个很
好的引领性示范作用。同时也
给茂名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
思考：茂名要怎么利用独有的
旅游资源，利用摄影这个有力的
传媒方式进行宣传和发展。

他认为，茂名是一个现代化
十足的城市，但要实现茂名高质

量发展，助力茂名创建“中国摄影
创作基地”“中国摄影之乡”，还需
在文化方面做更多的努力，从财
力、物力、人力等各方面去“使
劲”，他本人也很愿意贡献一份力
量。他觉得今天蔡剑锋这个滨海
风光摄影展带了一个好头，把茂
名摄影带动起来，其他艺术门类
也要跟着一起发展，以不懈努力
打造更多茂名独特的文化品牌。

陈长芬说，茂名是北方到海
南旅游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意
味着可以截流，是一个巨大的旅
游开发资源。而文化和艺术最
是“留人”，希望大家能好好去挖
掘、去梳理茂名厚重的历史文
化，把“好心茂名”推广出去，呈
现给全国乃至全世界。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珍珍）

借力摄影打造茂名独特的文化品牌
——专访著名摄影大师、影像艺术家陈长芬

陈长芬（右一）接受本报采访。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佰洋 摄

摄影名家齐聚
对话茂名滨海摄影

蔡剑锋的摄影时间不到 20
年，但他的作品却有独树一帜的
风格。他的画册里有三个明显的
颜色，绿色、蓝色和红色。这三个
颜色意味着什么？我想蔡先生是
有思想的，有想法的，懂得茂名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摄影要有思想，才能感动
人。风光摄影除了有其艺术价值
以外，还有更多的社会价值。那
我们要如何去创作一幅一看就是
茂名的作品，更好地宣传和推广
茂名呢？我想，首先要去做的是
付出，付出才有回报。

——著名摄影大师、影像艺
术家 陈长芬

风景摄影，并不只是追求单
纯好看的唯美，它除了要对摄影
目的地的地理环境、地质地貌作
忠实的记录反映，还要透过风光
去反映文化。

蔡剑锋《我的家乡我的海》
摄影展是一个好的开头，一花独
放不如百花齐放，在座的每一位
都有可能成为一名摄影师，希望
大家能用手中的器材，用影像的
传播力量来宣传这片海、这片热
土，用热情和爱来记录我们的家
乡、走进我们的家乡、宣传我们
的家乡。

——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
者、哈苏大师、著名摄影家 王建
军

文/图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珍珍 丘立贺

昨天上午，由中
国摄影在线和茂名
市摄影家协会主办
的“相会茂名——对
话蔡剑锋家乡海的
摄影”在茂名市文化
广场电影院1号厅举
行。三位著名摄影
家陈长芬、王建军、
谢墨，与影友们进行
面对面的交流，探讨
茂名风光摄影。

每个摄影师都要找到自
己的定位，这些年我走过很
多地方，但最后我还是回到
了自己的家乡。拍摄自己的
家乡，一是因为责任，二是因
为热爱。我想，只有对风光
摄影狂热的执着，对艺术不
悔的追求，对家乡深沉的爱，
才能更好拍出更好的风景、
更美的家乡。

——中国摄影金像奖获
得者、哈苏大师、著名摄影家
谢墨

摄影名师对话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