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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無論是行走在紅花崗，還是漫步
於黃花崗，最為明顯的感受：這裡是一個晨
練耍太極的廣場，是情侶牽手愛情的夢工
廠，卻不是歷史文化的地標。與香港的和合
石浩園太過平靜的現實比較，紅花崗與黃花
崗則顯得太過喧鬧。但是香港的平靜和廣州
的喧鬧，都折射出一個共同的現象：對歷史
的快速褪忘，文化傳遞功能的缺失。在一些
文化從業者看來，這完全是教條模式所導致
的文化功能的錯位。

日日到此，卻不知其所以然

毫無疑問，紅花崗也好，黃花崗也罷，都
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兩個地
方。它們同處一城市，共存一馬路，卻是不
同時代的洪流中，中國青年人實踐國家理想
的地標和聖域。碧血黃花、萬古流芳。但是
波瀾壯闊，已經只屬於過去。
記者在黃花崗隨機詢問了十位到此的市

民，年齡從二十多歲到五十多歲不等，有男
有女。他們均表示，對黃花崗的歷史不是很
了解。有的人知道這裡是烈士墓或辛亥革命
遺跡，但是卻不知道這些犧牲的人是哪一個
時代的歷史人物。一位晨練的老人覺得，中
國近現代史這麼動盪，根本分不清這些人是
哪一個歷史時期的英雄。
另一位在黃花崗公園內跑步的年齡近三十

歲的80後年輕人則告訴記者，他的家距離黃
花崗很近，每天，自己都會到這裡來跑步健
身。而自己讀小學和中學時，學校也會組織
在清明時節前來掃墓。但是，每次的活動內
容都是很公式化的。自己早晨帶好飲用水和
食品，中午抵達黃花崗，鞠三個躬，就解散
放學了。因此，他從來沒有認真看過，公園
中的歷史建築、石刻、碑文究竟是甚麼。
一位文化評論人士覺得，對多數人而言，

這兩個地方的歷史文化功能早已被當下諸如
晨練這樣的生活文化與時尚文化功能所取
代。他覺得，固然，在一個文化場所，文化
內涵與精神意境的獵取，是多元化的。但
是，追本溯源，紅花崗與黃花崗的歷史脈
絡，應當被更多當地市民所熟知。城市的歷

史感，終究是靠市民去體現的。
否則，又如何說廣州是一座歷史
文化名城呢？

彼時真摯的愛情，
在訣別時更珍貴

市民日日來到這兩個地方，卻不了解其中
歷史。那麼，是園中的講解牌、說明指示不
夠嗎？記者觀察到，其實裡面的文字說明是
相當詳盡的。但是，這些解說文字，甚至歷
史建築本身，都激發不起市民的興趣。
據悉，如今紅花崗和黃花崗，是廣州市著

名且重要的市民文化活動場所。隨㠥一次又
一次的改建、修繕與擴大，兩處陵園顯得越
來越宏偉、越來越壯觀。綠化的樹木愈加枝
繁葉茂；亮化的燈光更顯奪目絢爛。的確，
今日的廣州，這兩處場所已經和人們的生活
息息相關、緊密相連。在「文化搭台、經濟
唱戲、全民參與」的思維導向下，很難想
像：如若廣州市民失去了這兩處場所，他們
的生活將會變得怎樣。只不過，市民不能失
去的，是一個現代生活的文化場所，而非歷
史文化的勝地。「假如沒了這兩個地方，我
們去哪裡散步、晨練呢？」這是一位市民的
反問。這並不是無意義的假設，而是對歷史
的一種重構。
在紅花崗，記者隨機找到了一對正手牽

手、甜蜜恩愛中的情侶。他們就讀於廣州一
所著名的高校。記者指㠥不遠處、用肉眼清
晰可見的一對情侶雕像問道：「請問，你們
是否知道或了解這座情侶雕像所表達的故事
或內涵？」這對情侶鄭重地看了看那座已歷
經風霜的雕像，很禮貌而又無奈地回答了一
句「真不知道啊，來了很多次，從來都沒想
過，更沒仔細看過。」他們告訴記者，經常
來紅花崗公園，是因為這裡的林蔭道的確很
適合情侶增進感情。其中，女方還告訴記
者，讀小學的時候經常來這裡，但是早就已
經忘了那時的經歷。
記者所提及的情侶雕像，主人公是周文雍

與陳鐵軍。愛情，在訣別時更珍貴。他們二
人，在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為了秘密工作

的需要，偽裝成夫妻，開展工作，堪稱真實
版的「潛伏」。廣州起義失敗後，他們往返
香港和廣州，並且為了掩護其餘革命者撤往
香港，冒險工作，最終由於叛徒的出賣，雙
雙被捕。1928年，在拒絕了投降之後，他們
被判處死刑。處決之前，二人決定在刑場上
舉行婚禮。「讓我們的鮮血成為愛情的禮
花；讓反動派的槍聲，成為我們新婚的禮
炮。」這是二人留下的最後遺言，可歌可
泣、浪漫感人，堪稱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的再現。他們的故事，在當時代的青年人
中，產生了巨大的迴響。
可惜，當年的愛情典範，已然難抵流行文

化的衝擊，在新一代人中，無人知曉、無人
問津。

文化功能錯位
好素材未傳揚

在新的時代中，人們固然不必要日日沉浸
和生活在革命、戰爭時代的悲壯中，但是，
埋葬了先烈，不代表忘卻了歷史事實，也不
代表失去了歷史回憶。不管怎樣，紅花崗和
黃花崗，首先是以文化歷史的載體出現的，
也是一直以來認定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一
位製作過紅色偶像劇的內地電視人對記者表
示，在當下的多元化社會氛圍中，無論是紅
花崗所代表的左翼革命；還是黃花崗所象徵
的辛亥革命，都已經是一種與個人微觀世界
不相關聯的大歷史文化結構的敘述；在強調
個人價值和自我認知的今日，這種大結構主
義的敘述模式，並不太受青年一代人的歡
迎。
他告訴記者，其實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

參加革命運動的進步青年和知識分子，與今
日的青年人一樣，都趕時髦、追流行。類似
於周文雍、陳鐵軍這樣的愛情故事，其實完

全能夠用一種更加活潑、現代和創新（例如
卡通）的方式去傳播他們的感人故事和價
值，無論是歷史知識普及還是正確愛情觀的
培養，都是難得的好素材。如果創作得好，
其藝術性、可讀性絕對不亞於韓劇或歐美
片，完全能夠加深市民對紅花崗或黃花崗的
歷史認知。但一直以來，由於採取的文化傳
播形式太過單一教條，基本是在清明時節由
學校、機關組織去瞻仰、掃墓，除此之外，
毫無創新。行禮如儀、八股教條的方式，只
會惹人反感、忘卻。因此，對於有些人兒時
來過無數次烈士陵園或黃花崗，但卻對其中
的細節一無所知，這位電視製作人覺得毫不
意外。
他告訴記者，在一些先進國家，對歷史人

物、道德典範或先聖先賢事蹟的傳承，方式
是多種多樣的。卡通、玩偶、兒童話劇，手
段眾多，語言平實，沒有空洞的大道理。人
物的形象塑造，力求真實、人性化而非完美
的臉譜化。因此，這位製作人認為，如今紅
花崗與黃花崗，變成了純粹的市民休閒文化
公園，而缺失了歷史文化功能的定位，是一
種文化功能錯位，且是由於文化傳播方法太
過教條所致。

黃花崗公園位於廣州市先烈中路，整體面積約13萬平方米，正門高13米
的牌坊上鐫刻㠥孫中山先生親筆題詞「浩氣長存」，是為紀念1911年廣州
黃花崗起義的先賢所修建。烈士墓名稱由著名的光復會革命家章太炎題
寫。園內300多米長的層級主幹道兩旁蒼松翠柏排列有序。
陵園區上安放㠥七十二烈士之墓，墓後的紀功坊上屹立㠥自由女神像。

潘達微先生、鄧仲元、楊仙逸、馮如、史堅如等人也一併安葬於此。園內
還有黃花井、黃花亭、默池、四方池、八角亭、黃花園及網球角活動服務
區。
黃花崗公園七十二烈士墓園最早建立於1912年。因為二次革命和護國戰

爭而一度停建。1918年，著名烈士方聲洞之兄滇軍師長方聲濤募捐修建故
墓。國民黨元老、廣州非常國會參議院議長林森又為此發起向海外籌款，
得到了國民黨世界各地黨部以及海外華僑組織的積極回應和熱烈響應。
1921年烈士
墓和紀功坊
先後落成。
因此，在自
由女神像之
後的牌匾區
中，全數記
錄下了為修
建此陵墓而
出資的海外
華僑團體。

歷史文化功能的缺失與反思
—重訪廣州黃花崗、紅花崗隨想

廣州先烈路上，有兩個特別的「崗」，一個是黃花崗，另一個是紅

花崗。黃花崗，以安葬1911辛亥年廣州起義的七十二烈士而聞名；

而紅花崗，今日的廣州烈士陵園，則長眠㠥早年中國革命中，為了

實踐蘇維埃理想而獻身的英武青年才俊。這兩個地方，歷史遺跡眾

多，人文內涵豐富，承載㠥歷史文化傳播功能。但到此的市民，大

多對兩處歷史的來龍去脈、人文內涵不甚了解，或早已遺忘。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紅花崗內的血祭軒轅亭

■黃花崗主體建築紀功坊

紅花崗公園與黃花崗公園並存的先烈路，是全中國唯一一條以先
烈之名定名的城市主幹道。全長近四千米，寬三十餘米。整條道
路，分為東、中、南三段。早期，因為存在黃花崗陵園的緣故，並
為了紀念辛亥革命十周年，官方在1921年正式將這條馬路命名為先
烈路。
先烈路是廣州極為重要和著名的歷史文化陵園區，集中了眾多對

中國近現代歷史有影響的陵墓和公園，是近現代中國歷史文化的象
徵總匯。先烈路的東段，有為紀念1932年一．二八淞滬對日作戰的
著名的十九路軍烈士陵園；馬路東段的北側，有國民黨早期著名歷
史人物、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潮傳播人朱執信的墓園；同時，還有
當年為了紀念中國遠征軍在對日抗戰時期進入緬甸作戰的新一軍紀
念碑。
先烈路的中段，有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華僑五烈士墓

等，是晚清以至於民國時期的中國歷史悲情史的圖騰。
而先烈路的南段，則有著名的紅花崗公園，內有周恩來親自題名

的廣州起義烈士陵園，
辛亥四烈士之墓，廣東
近代史博物館(清代廣
東諮議局舊址)等建築
和機構。開國元帥葉劍
英的墓園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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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題名。這

一處歷史文化遺跡是為了紀念1927年的廣州起義所修建。這次起義，

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蘇維埃政權。陵園由1954年開始興建，1957

年正式落成。為了紀念辛亥革命前後犧牲的革命黨人溫生才、林冠

慈、鍾明光和陳敬岳的紅花崗四烈士墓也在其中。

公園內，有較為著名的廣東近代史博物館，又稱廣東革命歷史博物

館。該館主體建築，曾經是晚清時期具有地方議會性質的諮議局舊

址，後又被當作護法戰爭時期的非常國會辦公大樓使用。當時，非常

國會議員曾在此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而廣東近代史博

物館，在不久前還曾來到本港，與香港海防博物館一道舉辦有關東江

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抗戰文物展。

■紅花崗公園內的文物

■黃花崗的潘達微之墓

■紅花崗公園內的廣州

近代史博物館禮堂

■紅花崗陵園

■為市民娛樂而修建的

黃花崗公園噴泉

■周文雍與陳鐵軍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