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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苏轼主题文物展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刘晓
惠）打开竖跨八联版特刊，一位洒脱率
真的东坡先生呼之欲出；翻阅海南周
刊，找寻文物背后的东坡故事；点击新
媒体视频，看《墨舞东坡》如何演绎书
法艺术神韵……

1月31日，“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
——苏轼主题文物展”在海南省博物
馆开幕。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博
专家和“坡迷”们，或手捧海南日报，
或浏览电子报，或点击手机屏幕，在
海南日报的全媒体报道、融媒体产品
中，历数千古风流，回望不老东坡。

“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从来没见
过这样创新的宣传方式！”开幕式现
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海南省
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拿着竖跨八
联版特刊端详，连连赞叹版面灵动雅
致、敦厚沉稳，又饱含文化韵味。

李公羽在新闻领域从业40余年，

见过各种各类的花式宣传手法，但这
是他第一次见到把报纸做成卷轴画，

“一幅长卷把东坡的人生经历、哲学思
想、真迹笔墨展现出来，能让更多人了
解东坡的精神内涵。”

这份竖跨八联版特刊，融合了古
风雅韵与现代设计，佐以匠心手绘和
金句名篇，把苏轼堪称传奇的一生徐
徐展开，并重点呈现了“宋四家”真迹
等“国宝级”文物。

“这期特刊为苏轼主题文物展特
别制作，有新意，更有心意！以媒体的
匠心创新解读了东坡文化。”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
长苏启雅边轻抚卷面边对记者说，这
是值得珍藏的一份特刊，它以多件重
要的“国宝级”文物串联起了苏轼的人
生，充分展现了历史上文采风流、群星
闪耀的宋代，“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
幅长卷则可以见到苏轼的流风余韵，

见到海南的人文精神，见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欣欣向荣的生命力。”

当天的海南周刊推出了《千古风
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山
海识东坡》专号，16个版分为“展陈亮
点、居琼岁月、身行万里”三大部分，细
说重点展品的来龙去脉，讲述苏轼超
然物外、乐天豁达的人生故事。

海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乔红霞翻
到海南周刊B04版，自豪地展示着她
撰写的文章，她说：“我研究东坡文化
多年，很高兴我的文章能刊登在这期
海南周刊上，为读者们解读《苏文忠公
海外集》，为东坡文化的传播贡献自己
的力量。”

乔红霞认为，今天的海南日报，无
论是八联版特刊还是海南周刊，都构
思新颖，言之有据，翔实生动，为打造
东坡文化品牌，为宣传“千古风流 不
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起到了

很好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日报在八联

版特刊设计打卡区域，同时推出“限量
款”打卡手册。在开幕式现场，许多嘉
宾拿着手册在省博物馆各个点位盖章
打卡，记录“与东坡同行”的美好时光。

来自海口市第二十六小学的四
年级学生孙菁苓是当天的小讲解员，
在活动现场，完成讲解任务后，她拿
着打卡手册集了3个章，她说：“这个
手册很精美，我要把所有的章都集
完，还要在手册上工整地抄写苏轼的
诗词！”

用创新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用匠心打开读懂苏轼的另一种方式，
在融媒语境下，接下来，海南日报还
将试图用多样化传播方式对苏轼留
下的精神财富进行弘扬，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破圈”表达作更多有益
尝试。

海南日报苏轼主题文物展全媒体报道引发热议

以媒体匠心解读东坡文化

■ 本报记者 刘晓惠

这一夜，间隔千年，苏轼又“回到”
了海南。

1月31日晚，一个身穿长袍，头戴
高帽，胡须花白的花甲老人现身海南
省博物馆。站在“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
——苏轼主题文物展”开幕式的舞台
上，他忆海南、赞海南，把大家的思绪
拉回千年前的大宋。

他是“苏轼”，也是海南大学人文
学院教授海滨。当晚，海滨扮演苏轼，
舞台上，他看大江东去，任雪化鸿飞，
穿越千年时空的烂漫，将一个活脱脱
的苏轼带到观众眼前。

“这是何处？殿堂巍峨，楼台错
落，火树银花，气象万千，恍如东京梦
华，又似琼台仙境！”“穿越”到现代的

“苏轼”，惊叹于眼前之景，他拂须作
揖，若有所思，“老夫曾在此地待过三
年又四个月，对这里颇有感情，这是海
南，这是我无法忘却的海南！”

台上霓光闪烁，台下宾朋满座，
“苏轼”化身开幕式舞台上的主人翁，
用独特的东坡视角，一边欢迎嘉宾、介
绍展览，一边感慨海南的变化，“没想
到千年前的蛮荒之地现世已然翻天覆
地，这里竟已在建设自贸港，好一派勃
勃生机，真是妙哉！”

不仅“苏轼”的现身精彩，整个开
幕式的布局设计也颇具匠心。墙柱上
展示着苏轼的经典诗词；东坡集市、荔
枝园、唤鱼池等地以宋式美学为风格
进行装饰，通过空间和色彩的设计，让
观众沉浸在古朴典雅的氛围中，与古
人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当晚，工作人员穿一袭宋制汉服
漫步展厅，嘉宾们品一杯香茗感知宋
代风雅，孩子们踢一脚蹴鞠、打一杆捶
丸、掷一次投壶，体验了一把宋人的休
闲项目，让人仿佛真的沉浸于一场宋
韵“梦华录”。

走进展厅，已静候多时的“宋四
家”真迹迎来了一批批观赏的人群。

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博专家、“坡迷”嘉
宾，排队看、拿着放大镜看，看不过瘾
的人们逛完了展厅又回来看……此
刻，人人都想与苏轼来一场跨越时空
的照面。

“百年来，苏轼以其独特的文人才
华和人格魅力，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文化和旅游部党组
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说，谪居
海南三年，苏轼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
产，也成为海南一张耀眼的文化名
片。为了配合本次苏轼主题文物展，
故宫博物院特别精选了苏轼的书法精
品进行展出。这也是故宫博物院所藏
的“宋四家”真迹，近年来首次在故宫
之外集体亮相。

“首次”“真迹”“集体亮相”……一
个个分量十足的词汇足以道出这场展
览的重量。在这里，你遇见的不仅是
苏轼等“宋四家”，还有宋徽宗、雍正、
乾隆、祝枝山、孙克弘、纪晓岚等众多
名家。一场展览，为观众捧出了不同

时代的星空中最璀璨的明星。
在省博物馆三楼的东坡戏台上，

首场苏轼主题文物展系列文艺演出开
演。诗舞乐《海南万里真吾乡》拉开序
幕，台下座无虚席。演出后，不少观众
表示意犹未尽。

“不虚此行，第一次感受到立体而
又鲜活的苏东坡。”观众陈可欣说，她
在演出前还参与了苏东坡主题的投
壶、捶丸等活动，获得了明信片、春联
等苏东坡文创产品，收获满满。

省博物馆自开馆以来，鲜少开启
夜间展览。当晚，天气晴好，微风拂
面，星光点点，夜间的灯光把博物馆烘
托得更有宋代的氛围，让观展体验别
具一格。

“我们把开幕式以及今后一段时
间的展览定在晚上，就是想突出宋韵
的别开生面，让大家身临其境感受东
坡文化。”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副
厅长、省文物局局长苏启雅说。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

不老东坡 再回琼州
——“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开幕式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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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博物馆展出的苏轼《新岁展庆帖 》《人来得书帖》合卷。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梁君穷

北宋元符三年的一个夏夜，
海南澄迈雨止风息，一位年逾六
旬的老者站在码头向北望去，海
天澄澈，月朗星稀，他徘徊再三，
终于踏上北归的渡船，为三年的
居琼生活画上了句号。此人就
是苏东坡，不久前他终于等来了
赦免北还的诏令。

临行前，苏东坡为澄迈留下
诗句：“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
阁俯长桥。贪看白鹭横秋浦，不
觉青林没晚潮”。他未曾想到，
914 年后，包括这首诗的拓片在
内，一众与自己相关的物件，会以
文物特展的方式回到海南。

1月31日晚，“千古风流 不
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
启幕，众多珍贵文物亮相海南
省博物馆，其中就包括苏轼、黄
庭坚、米芾、蔡襄“宋四家”真
迹。透过这些跨越千年的文
物，我们又读到一个怎样的东
坡先生呢？

读懂东坡入世之能

我们总是容易被苏东坡的
文字所触动。在挫败、困厄、沮
丧时，想起他的“一蓑烟雨任平
生”，想起他的“休将白发唱黄
鸡”，想起他的“小舟从此逝，江
海寄余生”，被他的豁达乐观、超
然物外所感染。

此次展览第一部分题为“志
存高远”，恰合此意。所谓志存
高远，绝非为个人名利得失之志，而是
高大宏远之志，是超越个体成败得失之
志，是心系民生福祉、家国天下之志。

苏东坡一生历典八州，任职于杭密
徐湖等地，皆是鞠躬尽瘁，造福一方，更
显出其入世之才能。此次展出的许多
文物，背后都有彰显其治理才能的故
事。

如纪昀行书《苏轼游虎跑泉诗》轴、陆
润庠行书《苏轼西湖诗》绢本镜心，使人
想起苏东坡两次任职杭州的故事。在杭
城任职期间，他疏浚钱塘六井，兴工开浚
西湖，筑成留名后世的苏堤，遭遇疫情时
还设立安乐坊救治民众。

如《滕县公堂记》朱拓，《滕县公堂
记》是苏东坡任徐州知州期间到所辖滕
县视察所作。在徐州任职期间，苏东坡
平贼乱、谋石炭、治洪水、修“黄楼”，桩
桩件件彰显政绩不凡。

哪怕是后来被贬至“食无肉，病无
药”的琼州，苏东坡心系百姓的情怀仍
未变。此次展出的浮粟泉拓片，背后是
他“指凿双泉”的故事。苏东坡初上海
南岛，曾到琼州驿馆暂住，他发现当地
百姓无洁净泉水饮用，于是他四处寻找
水源，最终在城外（今海口市五公祠）发
现双泉，即“洗心泉”和“浮粟泉”，造福
一方百姓。

这一件件遗珍都是铁证，证明苏东
坡不仅是一个学富五车、文思泉涌的知
识分子，还是一个超然忘我、寄情江月
的“乐天派”，更是一个不折不扣、一流
干练的行动派。

可以说，苏东坡的豁达乐观，因他的
入世观念和治理才能而彰显。正因为有
庙堂之上的苏轼，才显出山野之间的东
坡可爱；正因为有峨冠博带的苏轼，才映
衬出竹杖芒鞋的东坡纯真；正因为有志
存高远、心忧天下的苏轼，才显出壮志难
酬、寄情江月的东坡难能可贵。

读懂东坡出世之达

林语堂称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
的“乐天派”。这样一个“乐天派”是如
何炼成的？

任密州太守期间，苏轼修建“超然
台”，此次展出的《超然台怀古》拓片与此
相关。在“超然台”，苏轼吟唱“诗酒趁年
华”，认为人生应该超然于物外。

但真正的转变，还要等到与黄州相
遇，等到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之
后。大起，苏东坡的前半生顺风顺水，
以才学名动天下；大落，他的后半生颠
沛流离，几欲命赴黄泉。

其中的转折点，是乌台诗案。此
案后，苏东坡被贬黄州，三观迎来重要
变化，文学艺术创作也达到一生中的
高峰。

此次展出的苏轼“雪堂”款端石抄手
砚，是这一时期苏东坡转变的见证。

雪堂是苏东坡谪居黄州时的居所，
在其耕种的东坡之上，因以大雪中为
之，定名“雪堂”。苏东坡还在雪堂四壁

画满雪景，纷纷扬扬的大雪，勾
勒出天地一片白，打扫出寰宇
一片净，也造就了东坡安放身
心的居所。

在雪堂，他成为了关心粮
食和蔬菜的农人，完成了苏轼
向东坡居士的转变。

苏东坡作有《雪堂记》，在其
中袒露心声，他已不再执着于超
然，不再执念于出世入世之分，
一切只求“适意”。

为何“适意”？便是知世事
浑浊而不自弃，便是“吾非逃世
之事，而逃世之机”，便是“随缘
放旷，但尽凡心”。

如果没有黄州这一站，我
们或许可以记住那个才气冲天
的苏轼，却见不到那位“万里归
来颜愈少”“此心安处是吾乡”
的东坡居士。

我们之所以爱东坡，正是
因为他在勘破生活的残酷真相
之后，在面对“人生如逆旅”之
时，既不是躺平摆烂，也非浮躁
亢奋，而是选择了一种“适意”
的态度，完成了自我的超越。

此 后 ，哪 怕 卷 入 政 治 旋
涡，哪怕面对小人射来的暗
箭，就像在儋州居住官舍也
要被赶到桄榔林中，但东坡
却超越于蝇营狗苟的权术之
上 ，他 始 终 光 风 霁 月 ，高 唱

“大江东去”，高喊“海南万里
真吾乡”。

读懂东坡性情之真

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
个苏东坡。”为何？大概是苏东坡有着
我们都渴求的真性情。

他可亲可近可学，他的生活美学感
染每一个中国人。

此次展出的《东坡笠屐图》轴、苏
轼书《献蚝帖》册明拓本、《苏沈内翰良
方》等一众展品，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东
坡的有趣灵魂，他将普通细碎的生活
过成了诗。

苏东坡关心着装，于是有了子瞻
巾、东坡笠、椰子冠；他热爱美食，发明
了东坡肉，甚至到海南吃上一口生蚝，
也会担心远在京城的官僚们会来抢
食；他还会制墨、懂建筑、善治病、能耕
种……多重技能属性加持，却又如此
真切。

东坡的真性情，还体现在交友不以
身份高低而论。他自言“吾上可陪玉皇
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
无一个不好人”。于是庙堂高士、乡野村
叟、三教九流无不可结交。谪居海南岛
的三年，东坡也结识了许多当地群众，甚
至当地孩童都能“黎音笑语说坡翁”。

此次展出了重量级文物——苏轼
《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二帖
都是苏东坡写给好友陈慥的信。

陈慥少年嗜酒好剑，视财如粪土，
晚年自弃万贯家财隐居深山。他与苏
东坡相识于少年意气时，一起谈论用兵
及古今成败，友谊延续终生。

东坡落难黄州之时，陈慥对其热情
招待，毫不避嫌，苏轼三次去见他，他也
七次来见苏轼，两人成为“富贵无所求、
贫贱乐相交”的挚友。

此次展出的《新岁展庆帖》《人来得
书帖》合卷，一帖贺新年，一帖悼亡人，用
词用字情意真切，既透出人生况味，也体
现出苏轼至纯至善的真性情。

此次展览还带来了黄庭坚的真
迹。黄庭坚与苏东坡亦徒亦友，可谓交
友的典范。

乌台诗案时，黄庭坚连苏东坡的面
都没见过，也因书信往来“知情不报”受
到牵连被罚。尽管如此，二人的情谊却
十分坚定，诗文唱合，将大事小情、雅俗
之事都入了诗。

苏黄二人的志同道合是君子之交，
是为“君子群而不党”。从此次展出的二
人书法作品说起，苏轼曾评价黄庭坚字
虽清劲，却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
蛇”。黄庭坚也不甘示弱，把苏轼的书法
比成扁肥的“石压蛤蟆体”。在政治上，
黄庭坚也并非总是和苏东坡站在一起，
然而这并不影响二人持续半生的情谊。

这也恰恰看得出苏东坡的真，这也
才是我们所羡慕的真朋友，只因志同而
道合，不会在顺境时邀功攀附，不会在
逆境时落井下石，也不会导致友谊与道
义二选一的割裂。

我们为什么爱苏东坡？爱其才能，
爱其豁达，爱其至纯至善至真。那么，
当这样一位可爱的老朋友来到“家门
口”，你还不去会一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