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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琬茜

连日来，“东坡热”在海南持续升
温。海南省博物馆展出的300余件东坡
主题文物，引发了一场全城“追星潮”。

2月1日，“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
苏轼主题文物展”向公众开放首日，系列
配套活动“东坡讲坛”首场讲座举行，故
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受邀主讲，并接
受海南日报口述历史主题栏目《口述海
南·葩姐说》主讲人蔡葩独家专访。

“海南很真诚！我们正是被这样的
真诚深深打动！”任万平表示，早在一年
前，故宫博物院就接到了海南希望举办
东坡文物展的合作诉求，但当时文物仍
处在“休眠期”，无法展出。

什么是“休眠期”？任万平解释，“纸
寿千年绢八百”，根据故宫文物保护制
度，文物都有“休眠期”，尤其是国家一级
文物，一般展一次“睡”三年。此次展览
筹备时间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等
文物从“休眠期”中“苏醒”。

“为了顺利办展，海南选择延期等
待，可谓诚意满满。”任万平表示，故宫博
物院也拿出十足诚意回馈广大“苏迷”，
不仅首次在故宫外同时展出“宋四家”真

迹，还首次以展览形式展出米芾的《道林
帖》和黄庭坚的《惟清道人帖》。

苏东坡贬谪海南三年，对当地影响
巨大。不少业内学者认为，海南东坡文
化亟待保护和研究。

对此，任万平认为，苏轼在诗词文赋
领域光芒万丈，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文学
巨星”。然而很多人容易疏忽，他其实是
一位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不仅在
文学和政治上与同时代的大家共竞风
流，而且在美食、书法方面亦领风骚，对
水利研究也颇有建树。

“随着关注苏东坡的人越来越多，相
信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会从不同角度进
一步研究东坡文化。”任万平说。

“这次我们联合举办东坡展，一是东
坡深受全国人民喜欢，二是东坡与海南
紧密相连。”任万平表示，未来办展的主
题将不局限于和地方文化的直接关联，
可以放眼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人
们获得丰富的文化滋养。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类别十分丰富，
我们还可以策划主题更多元、更广泛的
展览，在海南举办，与广大海南人民、来
海南度假的各地朋友见面。”任万平说。

（本报海口2月1日讯）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张琬茜）
2月1日上午，“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
东坡讲坛”首场讲座在省博物馆多功能
厅精彩开讲，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
受邀作《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及其历
史的光芒》主题讲座。200余名听众现场
聆听，超10万人次线上观看直播。

讲座中，任万平从“东坡小传”“友爱
亲朋”“传扬东坡”三个方面，深入浅出地
介绍了苏轼的生平事迹、人物画像、手泽
作品，妙趣横生地讲述了苏轼“千古无双
兄弟情，与君世世为兄弟”的故事，并将
苏轼一生勤政爱民、胸怀天下的历史事
迹娓娓道来。听众们纷纷表示，两个小
时过去，仍然意犹未尽。

现场，来自三亚的观众王女士边听
边做笔记。“任万平充满诗意又富有学术
精神的演讲，让我深刻感受到，东坡先生
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一直生活在热爱他
的人们心中。”她说。

“这两年，海南不断发掘、传承和弘扬

东坡文化，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
可以将展览与旅游、社会教育有机结合，
扩大东坡文化对下一代人的影响。”任万
平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任万平曾策划主持“龙凤呈
祥——清代皇帝大婚庆典展”“丹宸永固
——紫禁城建成六百年”等多项专题性
与综合性大展，并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央
视《国家宝藏》《诗画中国》和北京卫视
《上新了故宫》等多档文化节目，是国内
文博界最具影响力的领军人物之一。

“东坡讲坛”是由省旅文厅主办的
“苏轼主题”公益文化活动，计划于1月
31日至4月 30日期间每周举办1场。
此后还将邀请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央民
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苏轼研究会会长
周裕锴，泰国农业大学孔子学院首任泰
方院长、教授 Kanokporn Numtong
（吴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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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内外专
家学者在琼开讲。

海南日报独家专访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

延期等待文物“苏醒”
海南办展诚意满满

“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东坡讲坛”首场讲座开讲

讲述东坡事迹 弘扬东坡文化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刘晓惠）16136人次！2月1日，“千

古风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开展首
日，海南省博物馆迎来近五年来日入馆人数之最，“不老东坡”吸引
力惊人。

这次展览有多火？当天早晨8时40分，距离正式开馆还有20
分钟，省博物馆正门口等待入馆的人群已排起长长的队伍，停车场
车位一位难寻。

在排队的长龙中，记者一眼就看到一位母亲带着身穿宋服的女
儿。“为了烘托看展的气氛，我们特地打扮了一番，孩子说，一定要穿
上宋代的衣服来看宋代的苏东坡。”海口市民欧阳金燕说，她们期待

这场展览已久，今天特地起了大早，8点半就来到省博物馆。
9时，省博物馆开馆，进馆的人流一同涌向东坡1号展厅。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苏轼真迹了！”海南华侨中学学生李羽鸿
走在前头，进了展厅，她先大致浏览了其他内容，随后找到苏轼真迹
《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所在的展柜，驻足细看。周围的
人群也围了上来，把苏轼真迹所在的展柜围得严丝合缝，大家纷纷
拿出手机，用影像把眼前的珍贵文物“收入囊中”。

这次展览可谓精品荟萃，群星耀眼。300多件/套苏轼主题文
物，汇集“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真迹，宋徽宗、雍正皇帝、
乾隆皇帝御笔书法，还有徐渭、沈度、钱榖、祝枝山、孙克弘、纪晓岚、

郑板桥等名家作品。
10时，展馆里的人群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在展柜前，大家错着

肩膀看、伸长脖子看、排队看，都不愿错过任何一件展品。由于入馆
看展人数过多，省博物馆采取了展厅限流措施，东坡1号馆门前，又
再次排起长龙。

除了难得一见的文物，展览结合宋时意境，搭建了展现宋人雅
致生活的场景，复原了宋时文人斗茶、抚琴、作画的氛围。真迹、珍
藏、穿越感十足，怎叫人不心向往之。

12时，当天上午已有6492人入馆，远超平日同一时间段的水
平。在东坡集市里，海南日报打卡盖章点吸引了许多观众，男女老

少排队背诵东坡诗词，用集章的方式打卡苏轼主题文物展。“现场氛
围热烈得像在过年！”专程从文昌赶来的观众游玉婷感慨。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人间不可无一”的存在，自从1月初海南要
举办苏轼主题文物展的消息传出，海南“东坡热”便又添了一把火。
今日开展，这股热气愈加猛烈。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苏启雅说，此
次展览作为海南2024年开春重磅大展，就是希望通过文物展示、互
动体验、场景设置，集中展现东坡文化，讲述海南东坡故事，让观众
透过东坡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到了15时，省博物馆迎来了人流高峰。在沉浸式体验区，孩子

们津津有味地看着全息微电影《南迁过海记》，仿佛穿越回1097年
6月，苏轼渡海登岛的那个夜晚。

夜间看展，是此次展览的一大亮点。20时，晚风习习，省博物
馆进入“超长待机”，此时距离闭馆只有一个小时，还有不少观众陆
续进入展厅。上班族王轶特地在下班后赶过来，只为在开展首日看
一眼苏轼真迹，“今天是工作日，白天没空过来，好在有夜间展览，伴
着星光看东坡真迹，也别有一番韵味。”

千年相约，见展如面。在首日12个小时的展陈时间里，时间恍
若凝固，苏轼仿佛真的站在世人眼前，讲述他的潇洒人生。接下来，
与历史对话，未完待续……

苏轼主题文物展开展首日吸引1.6万余人次观展——

千年相约 见展如面

看点

用群星闪耀来形容宋朝，一点也不为过。在那个不缺
“顶流”的时代，有一个人却能始终位居前列。这个人，便
是苏轼。

2月1日，“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
在海南省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期到2024年4月
30日结束。

这是一次“东坡”的盛会——2600平方米的展厅，300
多件/套文物珍宝荟萃；苏轼的“偶像”和“粉丝”齐聚，“朋
友圈”更是热闹非凡……

看真迹，隔空“对话”“宋四家”——
行至东坡1号展厅，摆在“C位”的展柜被围得水泄不通。
展柜里，苏轼真迹《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静

静“躺着”。纸张虽已泛黄，笔墨依然清晰。一封道欢喜，一
封诉悲伤，苏轼与友人陈慥的手足之情，在字里行间流淌。

如果说真迹是本次展览的最大看点，那么“宋四家”真
迹首次在故宫外同时展出，则拉满了广大“苏迷”的期待值。

看黄庭坚真迹《惟清道人帖》中，能目睹其清瘦苍劲的
字体，直观感受苏轼所说的“树梢挂蛇”究竟是哪样；在苏
轼“头号粉丝”米芾的真迹《道林帖》中，能感受其书法线条
之张力遒健；在蔡襄真迹《京居帖》中，你能领会其在行书、
草书两种书体上的高超造诣。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件苏轼真迹《题王诜诗词帖》将于
展览后期展出。

赏笠屐图，体味东坡千面人生——
苏轼长什么样？对于一位距今千年的历史人物而言，

其真实相貌或已湮没于时光。
“这幅是明代画家孙克弘所画，那幅是现代画家张大

千仿明代风流才子唐寅的东坡像轴……”在讲解员的介绍
下，苏轼的形象在不同时期的《东坡笠屐图》中生动再现。

目前所知最早创作此画者，可追溯到苏轼好友李公
麟，此后，创作过笠屐图的画家不计其数。无论何人所绘，

“笠屐风流”都彰显着苏轼的生命意志与达观人生。
忆海南情，寻觅东坡琼州足迹——
步入东坡2号厅，仿佛开启了苏轼与海南紧密相连的

“剧情”。
海南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贾世杰介绍，无论是从苏轼

渡海来琼，到他偃息桄榔、敷扬文教，并完成“海南三书”，
还是他在改善陋习、膳食养生，这一特色展厅都较为全面
地展现了他的千面人生。

时过近千年，东坡再到天涯，唯有置身展厅亲自观赏，
才能真正了解东坡、读懂东坡，“遇见”自己心中的那个东
坡。 （本报海口2月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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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展览很难得，含金量特别高！”“今天看了好多真
迹，真是‘赚’了”“我专门‘打飞的’来到海南看展，不虚此
行！”……

用好评如潮来形容2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的“千古风
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一点也不为过。开展
首日，1.6万余名观众，有的不远千里而来，有的从市县乡镇
赶来，络绎不绝地走进省博物馆，共赴一场“坡迷”的盛会。

2月1日上午10时，在东坡1号展厅，86岁的老太太潘
涛坐在轮椅上，停留在苏轼真迹《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
帖》（合卷）前。她前后端详了近10分钟，正面、侧面都看了
个遍，“这是苏轼的真迹啊，很难得！”

潘涛是个“老坡迷”，喜欢苏轼已有40多年，这次专门让
女儿从成都带着她来到海口观展。潘涛说，她去过成都、杭
州、北京、台北的博物馆，看过好几场苏轼主题文物展，也见
过好几次苏轼真迹，但这次展览，是内容最丰富的一场。

苏轼有着怎样的力量？能让一位86岁的老人百看不
腻？潘涛说，几十年来，苏轼就是她重要的精神支柱，“他
眼界高远，胸怀疏阔，神思缥缈，他的诗句曾在我失意、困
顿、迷茫的时候，给予我力量，仿佛我的人生导师。每看一
次和他有关的文物，我们就好像又见了一面。”

展览上，像潘涛这样偏爱苏轼的人很多。
62岁的退休教师黄如是琼海人，2月1日一早，她专程

从琼海驾车来到海口看展。在众多文物中，她在《寒食帖》
前停留的时间最长，看得最仔细。“这次展出的《寒食帖》虽
然不是真迹，但还是能看到苏轼苍劲纵横，势若奔雷的笔
迹。”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偶像，在展厅
里足足逛了3个小时，“过几天我还来，值得细细品味！”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此次主题展重
点展示了苏轼的家风家教，许多父母带着孩子来感受“三
苏”的思想智慧和高尚人格。

展柜前，一位父亲化身讲解员，向孩子逐一介绍每件
文物背后的故事，堪称专业。但令人诧异的是，这位叫刘
颖的父亲并不是苏学研究者，了解苏轼的时间也不算长，
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次展览机会难得，我提前做了很
多功课，希望以身作则，带孩子亲身感受苏东坡的风骨。”
旁人听闻，都赞叹这位父亲的用心良苦。

看展人群中，还有很多年轻人。“00后”观众徐子豪关
注这个展很久了，一直在等开展，他说：“喜欢苏轼不需要
太多理由，就是在他身上获得了很多治愈的能量。这趟观
展之旅，让我更了解苏轼了，不虚此行！”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酒趁年华”“此心安处是
吾乡”……走在展厅里，大家念着熟悉的诗词，会心一笑，这
是一种超越了生死和时空的释然和喜悦。苏轼，和他热爱的
清风明月、山川形胜一样，从来不曾离去，相隔千载，仍有人
不断和他对话，向他靠近。 （本报海口2月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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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如墨，灯光如豆，一叶扁舟在海上飘摇沉浮，62岁
的苏轼手持竹杖，衣袂飘飘立于船头——这是北宋绍圣四
年（公元1097年），苏轼再度遭贬，乘船横渡琼州海峡，来
到海南岛。

927年后，借助多媒体交互技术，苏轼南迁过琼的场景
重现，北宋的气息、光影、风物等，通过全息立体空间“动起
来”“活起来”了。

2月 1日，“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
展”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不少观众在一号厅欣喜地发现，
这里设置了一个环屏影院，循环播放着苏轼贬官渡海前
后的故事。

海南日报记者盘腿坐下，瞬间被270°全景高清画
面包裹，如同坐上了苏轼所乘的客船，望青山退去，海色
澄清，从朝霞满天到满目繁星，码头、村庄渐现，终于平
安抵达。

“很真实、很生动，左右都有画面播放，仿佛人也在跟
着画面移动。”11岁的王轲被面前的裸眼3D影片吸引，一
遍不过瘾，又拉着家长看了一遍。

虚实结合的沉浸式体验空间，离不开“黑科技”。
海南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贾世杰介绍，沉浸式体验

区采用CAVE技术，通过多通道的投影融合技术将投影
画面投射到多面投影幕墙上，投射面积大、视角广，能够
全面覆盖观众的视角，身临其境的沉浸感是普通投影所
不能实现的。

“我家孩子已经看了三遍，一直坐着不肯走，比看动画
片热情高多了。”家长朱磊告诉记者，借助数字化技术，古
老与现代重逢交错，观众变为“画中人”，感受非常奇妙。

艺术与科技碰撞，展览还有“新花样”。
观众王晔成今年65岁，老爷子笑呵呵地说：“我是带着

老花镜、放大镜来看展的。这次宝贝多，可不是要贴近玻
璃柜，拿着放大镜细致看。”

令他没想到的是，走进展厅，动动手指，轻点电子屏幕
上的文物名称，它就会“活”起来——文物“放大”呈现在屏
幕上，一旁还有相关文字信息，拉近了观众与文物的距离，
可以更直观、便捷地观察文物、感受文物魅力。

“这种形式特别好，看得过瘾。”王晔成轻轻点开苏轼
真迹《新岁展庆帖》，兴致勃勃地向记者分享，“你看，字的
入笔、收笔、牵连交代分明……”

文物风华，尽“数”显现，收获了一大波粉丝。记者了
解到，截至2月1日17时，已有近1.6万人次观展。

（本报海口2月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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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风流人物”“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2月1日，“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
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数以万计的“苏迷”涌入省博物馆参
观，热情高涨。现场传出的一阵琅琅书声，更是吸引了众
人的注意力——

当天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省博物馆开展苏轼主题
文物展打卡活动，观展群众只要背诵苏轼的诗词，即可领
取一份打卡手册，到馆内集章打卡。这一活动吸引“苏迷”
们大排长龙，踊跃背诵诗词。

“通过背诵苏轼诗词领取打卡手册，这一方式很有意
义。”年至耄耋的“苏迷”卢丽娟说，通过海南各媒体的宣传，
她了解到苏轼主题文物展及打卡活动，便来排队“赶时髦”。

在海口一所中学任教的观众刘若琳则对这种“时髦”早
有研究。身着宋制汉服的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如今，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到博物馆等文化场馆和旅游景点集章。

在省博物馆12号展厅盖章点，刘若琳熟练地将印有“九
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印章盖到了打卡手册上，

“这就盖好了，手册总共要盖8个，我要继续向前‘寻宝’。”
记者注意到，在长长的背诗队伍中，许多都是“全家上

阵”“老少皆诵”，不少观众表示，自己和家人明天
就要离开海南，特地把海南行的最后一站安
排在这里，为的就是一睹苏轼的千古风流。

“苏轼一生跌宕起伏、堪称传奇。”现
场工作人员说，打卡手册是“限量款”，在
现场限时限量领取。此次文物展及打卡
活动的火热，反映出的便是海口市民游
客对于苏轼的崇敬与喜爱之情。

时至晌午，背诵诗词的队伍越排越
长。从这些背诵的金句名篇中，一个乐观
旷达、才华横溢的苏轼形象，正在被更多人从
记忆中唤醒和反复品读，“人人都爱苏东坡”的
故事，也在不断续写……
（本报海口2月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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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海南·葩姐说》苏轼主题文物展特别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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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苏轼主题文物展现
场，观众描摹苏东坡笔迹。

本版图片由
本报记者 张茂 蔡潇 摄

苏轼主题文物展

时间：1月31日至4月30日
地点：海南省博物馆

2月1日，在省博物馆东坡集市，外籍观众选购文创产品。

2月1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省博物馆开展苏轼主
题文物展打卡活动。

2月1日，展览现场，观众通过电子屏幕观察文物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