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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顶流”苏东
坡，曾于 1097 年 至
1100 年居琼三年，劝
农助耕，劝医劝学，创
作诗歌170余首、各类
文章160余篇，续写完
《易传》《书传》《论语
说》三部经学著作。短
短三年，他给海南岛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
印记，以及有待后世开
发的文化旅游资源。
直至今天，苏东坡依旧
是海南历史文化的代
表性符号之一。近年
来，海南深入挖掘东坡
文化内涵，尤其是儋
州，大力打造东坡文化
IP，让东坡文化融入城
市肌理记忆里，促进城
市知名度提升。

日前，由海南省国
土空间规划协会（筹）、
海南省土木建筑学会、
中国文物学会文物旅
游专业委员会等在海
口联合主办的“‘游径’
与‘文道’：乡村振兴背
景下的文化遗产研讨
会”上，来自国内规划
设计、文物保护、旅游
等领域的行业专家，就
海南东坡文化 IP如何
出圈等话题，给出了诸
多看法和建议。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
量，自难忘”“诗酒趁年华”

“人间有味是清欢”“腹有诗
书气自华”“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苏东坡留下
的诗句，既有追忆爱妻的深
情，又有活在当下的洒脱，还
有平淡生活里的小确幸，虽
然相隔近千年，现代人依旧
能从这位古人留下的诗句中
找到情感共鸣。

都说，有一千个读者，就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
一位读者读苏东坡的一千句
诗，或许能找到一千个苏东
坡。苏东坡已离世923年，
但他的作品回音愈响，全世
界的“苏迷”越来越多，他依
旧拥有巨大的名人效应、话
题流量。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
州儋州。”苏东坡一生经历波
澜壮阔，但在晚年回顾总结，
却对自己最为低谷的谪居时
期给予了最高的评价。苏学
研究领域的诸多专家也一致
认为，苏东坡的谪居之旅是
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段生
涯，官场带来的挫折和打击
反而让他的生活态度、哲学
修养和思想境界有了新的飞
跃，达到了中国士大夫人格
的最高境界。

离家千里，登陆孤悬海
外的海南岛，却能随遇而安，
挖掘、开发美食，兴办讲堂，
启蒙传道，苏东坡在困苦生
活中体现出的处世态度、高
尚人格，历来为海南人传颂，
铭记在明清以来的海南各州
县地方志中，东坡书院、苏公
祠等遗迹也被后人瞻仰，人
流不断。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
陈水雄认为，苏东坡是中国
文化历史上的一个巅峰级人
物，他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
影响了海南文脉的传承发
展，他也是海南文化气质的
主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东
坡文化依旧能满足当代人的
精神追求，有望助力海南突
破传统旅游资源型文创产业
瓶颈。

近日，海口市美兰区演丰
镇的瑶城古村，来了一群探寻东
坡海南足迹的游客。在东坡海
南行迹馆里，展示了苏东坡在海
南的十四件大事记，讲述东坡先
生在“授业传道、中医中药、劝农
教农、哲思政论、民族团结”等方
面为海南带来的贡献，引来了不
少游客驻足。

依据本地资源巧妙地挖掘、
融合、宣传有关的东坡诗词文
化，这是让东坡文化IP大放光
彩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海口、
儋州等市县把越来越多的海南
本地元素融入东坡文化里，全面
提升东坡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然而，时至今日，海南还是
缺乏展示苏东坡文化的代表性
热门景点、文旅项目，东坡文化
IP出圈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同济大学教授张松以安徽
池州的杏花村为例，分析一个
文化现象能够火热起来，既有
偶发性，也有必然性。他说，海
南需要做的是把必然性的部分
做好，比如规划开发好与苏东
坡文化相关的代表性文旅项
目，强化文化体验的核心功能，
形成兼具“赏、游、闲、居”等功
能复合的综合性文化旅游景区
景点，从而形成较强的竞争力，
才有可能出圈。

海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
院长陈才教授认为，苏东坡文化
所形成的精神价值和美学价值
潜力无限，影响深远，是儋州乃
至整个海南文旅丰厚的品牌资
源，海南应当有全面、系统的挖
掘整理，做好苏东坡文化品牌的
战略规划，创意设计苏东坡文化
相关的衍生产品，结合当前的时
代特点，运用科技手段或者通过
网络平台来推介苏东坡文化，让
苏东坡为海南代言。

如何借助现有文旅资源，并
结合自身特色，让东坡文化走出
书本，走出殿堂，走进大众文化
和视野，海南在探索路上，可谓
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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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演丰镇瑶城古村已
成为东坡文化研学场所之一。

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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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老城一带的美丽海湾。学术界
普遍认为，苏东坡当年就是从澄迈登岛
和离琼的。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苏东坡的文学作品，为海南打造
东坡文化IP提供了有力支持和宝贵
资源。但在过去，海南没有对苏东坡
文化旅游线路进行合理的保护和开
发，有关苏东坡文化的历史印记不够
明显，除了东坡书院和五公祠以外，
不少人文景观逐渐破败，甚至消失。
另外，现存与苏东坡文化有关的景区
景点、旅游产品、文旅项目等供给匮
乏，文旅融合程度不高，缺乏吸引力。

文化传承，是地方发展的软实
力。近年来，已经有众多专家、学者
梳理过苏东坡与海南山水、风物的关
系，我们应当也探索以新的演绎方
式，来讲述东坡与海南的故事。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规划实施分会
主任委员李锦生认为，海南可以修缮
活化、复原与苏东坡相关联的景区景
点，重现东坡诗词中描绘的历史场景，
供游客品味东坡的生活情趣。“如果
有人能够梳理苏东坡在海南写过的
诗词中的场景，并且把这部分场景对
应到现在的国土空间里，再次还原呈
现，那已经是很了不得的事情，相信
也会吸引到很多对苏东坡文化感兴
趣的游客。”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研究员
常兴照说，在惠州、常州、眉山等地，
东坡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活化利
用，已成为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
重要项目，海南应当尽快复建东坡历
史遗存，尤其是儋州，是苏东坡的长
期驻地，历史遗存保存多，且完整性
高，应该加大东坡历史文化项目基本
建设力度。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教授何依认为，海南岛旅游资源
丰富，环岛游行路线也不长，相关市
县可联合制定“东坡之旅”路线，各地
优先选定几处重要的苏东坡文化相
关的重要景点景区，重新规划一条

“东坡之旅”。“这样一来，把各地散落
的旅游资源和旅游基础配套设施相
串联，优势互补，无须每个景点景区
都再多花成本再去打造必要的基础
配套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