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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琼岛资源优势 扩大东坡文化传播影响力
□ 李治衡 罗夏君

行知讲谈

●推动具有海南特色的东坡文

化传播，就必须更多地兼顾海南发展

实际，全方位考量应对之策和实践路

径，立足琼岛，服务大局。

●在充分把握海南东坡文化的

丰富内涵与价值意蕴的基础上，结合

现实需求与世界文化发展潮流，传播

好、经营好能够代表海南东坡文化鲜

明特点的文化符号与文化形象。

东坡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宝贵财
富。海南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枢纽与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
户，不仅承载着扩大经贸往来的重要职责，
更肩负着促进中华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
时代使命，理应借力琼岛资源优势，保护
好、发扬好、宣介好东坡文化，推动东坡文
化传承发展。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
被贬谪海南的三年中，形成的覆盖多个学科
领域、具有深刻民本思想基础、拥有广大传
承群体的文化传统，现今已成为海南传统文
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南东坡文化
不仅包含苏轼的文学作品、人文古迹，也包
括其政治思想、人生观念等，资源丰富。据
史料记载，苏轼虽被贬谪海南，但他在此地
并未颓废不振，而是广交好友，整顿学风。
琼州的姜唐佐、潮州的吴子野、儋州的黎子
云兄弟等人皆追随其左右，兴教化、布儒风，
改善本地落后的教育环境，树立了崇德尚学
的良好社会风尚。正如《琼台记事录》中所
言：“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
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这一评

价充分彰显了苏轼虽身处逆境却豁达、乐观
的人生价值观，及其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
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
状况和琼岛士人阶层的生活样态，涉及内容
广泛，表现形式丰富。此外，对于海南而言，
苏轼在海南生活的三年间，还留下了大量的
文学作品和生活遗迹。如坐落于儋州的桄
榔庵，是苏轼在海南主要的生活场所，也是
他同儋州人民鱼水深情的重要象征，历代均
有修缮，庵旁仍完好保存着苏轼当年亲自开
凿的水井；苏轼所作《澄迈驿通潮阁二首》中
的澄迈通潮阁，至今仍矗立在澄江水畔，依
稀可窥其当年风貌，是关联海南东坡文化的
重要历史遗迹。这些历史遗迹与文学作品
使海南在推动东坡文化传播过程中具有无
可比拟的资源优势。

当前，基于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需求，
推动海南东坡文化传播，不仅是加强世界文
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广泛传播、促进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的题中之义，更是海南自贸港文化建设的内
在要求和海南树立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新标杆的重要举措。而推动具有海南特
色的东坡文化传播，就必须更多地兼顾海南
发展实际，全方位考量应对之策和实践路
径，立足琼岛，服务大局。

数据为基、精准施策，推进传播主体多元
协同。现今对海南东坡文化传播的研究缺少
对相关数据的动态监测与及时分析，极易导
致传播政策出现滞后性，也容易影响传播主
体间的协同度。因此，要以动态视角，以传
播环节推进程度、传播政策满意度、传播内
容认可度等多项调查数据为基础，及时追
踪、总结和分析东坡文化传播的相关数据，
从而根据数据着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组织
及个人协同发展的新型动态传播格局。一方
面，要在积极开展海南东坡文化传播的同
时，做好顶层设计，细化和明确各传播环节
或传播进程的任务及目的，树立分区域精准

传播意识，可主导尝试构建英美地区、欧洲
大陆地区、亚洲地区等分区域传播体系，并
详细评估传播效果，推动传播主体协同发
展。另一方面，还可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
用，通过数据监测，最大程度地挖掘不同传
播主体在不同领域中的显著优势，尤其是借
助华人华侨和在华外国人等方面力量，积极
开展关于海南东坡文化的民间交流，形成符
合海南实际的本土化传播策略，形成“官方+
民间”多主体、多渠道的传播样态。

研究为本、及时反馈，着力推动传播内
容整合凝练。海南东坡文化传播的内容不
是单一分散的，而是多元复合的——既包含
表层的东坡美食、东坡民俗等，也包含深层
的东坡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等。在海南东
坡文化传播过程中，要注重对其传播内容的
整合凝练，在各环节细化传播标准、明确传
播目的，增强传播内容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现今人们对基于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
东坡文化传播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体
系，有必要继续加大对海南东坡文化传播的
研究力度，不断挖掘海南东坡文化传播的丰
富内涵——既要提炼出能代表海南地域文
化特色、展现海南东坡文化传播新时代风貌
的优秀成果，不断加强对海南东坡文化传播
内容的凝练表达，也要针对海南东坡文化传
播中的关键环节、关键问题着重分析，并根
据传播进程及市场喜好，及时反馈效果，使
先前预设的传播目的与在传播过程中得到
的信息反馈相互产生作用，进而逐渐生成新
的传播经验并反映到海南东坡文化传播的
各环节之中，以此不断优化与完善其传播格
局，形成“理论研究+实践反馈”的良性互
动。

重点突出、综合推广，大力加强传播媒
体深度融合。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海南
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发挥好媒体在海南
东坡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一是注重对
现有传播媒体的谋篇布局，并根据传播目

标与传播环节，明确传播战略规划和路径
措施，处理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主流媒
体与商业媒体、专业媒体与社交媒体，以及
国内媒体与国外媒体之间的关系，着力构
建资源共享、架构科学、协作高效的全媒体
融合传播体系。二是在充分把握海南东坡
文化的丰富内涵与价值意蕴的基础上，结
合现实需求与世界文化发展潮流，传播好、
经营好能够代表海南东坡文化鲜明特点的
文化符号与文化形象，如海南东坡书院、海
南东坡美食、海南东坡民俗等，加深人们对
海南东坡文化的理解，打造立体传播渠道，
形成“精准投放”“综合推广”“多元互动”的
传播格局，不断扩大海南东坡文化传播的
影响力。

传承创新、时代融合，聚焦传播受众精
准定位。传播受众的接受认同度，是海南
东坡文化传播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也是检
验海南东坡文化传播效果的最终标准。目
前，海南东坡文化的传播内容仍侧重于苏
轼诗词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对海南东坡
文化时代价值及意义的研究相对较少。因
此，一方面，要坚持对海南东坡文化的传承
创新，加强其与海南自贸港文化建设的深
度融合，以成熟的传播体系、专业化的传播
团队、先进的传播手段及完整的传播评价
机制，打造海南东坡文化新的传播点和人
们对东坡文化新的兴趣点。另一方面，还
要在传播中用好现有文化资源，善用海南
东坡文化典故夯实其传播的文化基础，讲
好东坡文化背后的动人故事，以苏东坡生
平为主线，以其儋州生活为重点，以东坡诗
词为引导，多渠道拓展海南东坡文化传播
的文创市场，从而最终形成“轴心+缆绳”
的传播格局，多方联动激发人们对海南东
坡文化学习和接受的热情，增强其传播的
吸引力与感染力。

（作者单位分别为海南师范大学、海南
医学院）

□ 李景新

传承发展东坡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深度聚焦

“第二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
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
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
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
性达到了新高度。由此可见，坚定历史自
信和文化自信对于新时代文化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就要广泛
而深入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
族拥有数千年不间断的文化，我们需要从
中寻找最为优秀的元素作为范例，从而进
一步在更广泛的视野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2022 年 6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三苏祠时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
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
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习近平总书记
在海南考察时，也曾多次引用苏东坡名
句。这也进一步表明，东坡文化作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和坚定文化自信的重
要例证，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东坡文化是自贸港文化建
设的历史选择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仅是海南的大
事，也是国家大事。国家需要坚定文化自
信，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海南自
贸港，更要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必须在习
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深入挖掘和传承
好海南的优秀传统文化，使其成为自贸港
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因素。

苏东坡在海南生活三年，功业卓著，
被公认为海南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
人物。苏东坡的海南功业可以归纳为以
下几方面：一是学术之贡献。作为一代儒
学宗师，他在海南完成了《易传》《书传》
《论语说》三部哲学著作；完成了淡远型诗
美理想的最高论证和“尚意论”写作的通
俗化阐释。二是文学艺术之贡献。他用
大量诗文记录了海南三年完整的生活经
历、心路历程和思想感情，真实而广泛地
记录了海南岛上的自然风光、生活状态和

民风民情；书法方面，他在海南具有鲜明
的创作意识、积极的创作活动，至今留下
多件作品，其中《渡海帖》成为其一生最重
要的代表作之一。三是对海南的文化教
育贡献。“文物风开琼南风气”“大开文
化”“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文忠公
之教泽，流传千古”等众多评价表现出人
们对苏东坡海南功业的全面肯定和对苏
东坡的无限崇敬。上述海南功业，再加上

“东坡文化”概念中还凝聚着其他“苏学”
人物的优良品质，东坡文化理应成为海南
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

东坡文化是庞大而立体的。苏东坡杰
出的智慧、温文的性格和超旷的精神不仅
令中国人提到时露出会心的微笑，也正引
起越来越多国际人士的热爱。他曾被国外
媒体评选为世界十二大“千年英雄”之一，
国际社会对苏东坡的兴趣和研究方兴未
艾。2023年下半年，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比
尔·波特为写好苏东坡而跨越大西洋前来
中国重走东坡之路，到达海南时认真考察
了五公祠和东坡书院，这也是苏东坡国际
魅力升温的一个典型例证。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海南省
第八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指出，要“保护和利
用好东坡文化”。可以说，挖掘、保护、运用
好东坡文化，乃是自贸港文化建设的历史
选择。

挖掘研究传承东坡文化的视野

所谓“东坡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
狭义的东坡文化，指苏东坡自身创造的文
化，广义的东坡文化基本等同于“苏学”。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苏东坡是“人间不
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同时也是与苏洵、苏
辙、苏过等其他历史人物和复杂历史事件
分不开的。挖掘、研究、传承东坡文化，应
以广义为视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海
南自贸港特色的东坡文化的研究与传承视
野。

笔者认为，苏学的研究对象，应以苏轼
为中心，以“四苏”（“三苏”和苏过）为主
体，扩展到“四苏”相关人物。研究的内容
包括：“四苏”各方面成就研究；“四苏”生
平、思想、伦理、交往研究；“四苏”与区域文
化研究；“四苏”接受史研究；“四苏”的文
集、书画集的整理与版本学研究；“四苏”文
化的当代应用研究。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报告》进一步提出研究和开发苏东坡文化
的“六个不局限”，即：不能局限于东坡先生
诗词书画的研究，要更多地从东坡文化中
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不能局限于
东坡的文学类著述，要更多地关注东坡非
文学类著述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不能
局限于东坡本人及其著述，也要关注此后
各类人物、各种史料对东坡文化的传承和
评点；不能局限于宋代的研究与传播，要更
多地关注和研究国际国内历代东坡文化传
承史、接受史；不能局限于文化的研究，要
更多地结合当代社会、融合现代文明、推动
社会实践，在海南，要致力于为加快建设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
文化支撑；不能局限于宋代及宋代以后的
传承与接受，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
背景下，研究东坡文化思想来源是什么，理
论基础是什么。

研发利用东坡文化的策略

东坡文化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
统，既具有学术意义，又具有应用价值。重
视东坡文化绝不是单一的活动，而应该在
多个层面上展开，做到基础研究（包括基础
文献整理与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应
用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

并重。
基础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是学术的标

杆。在研究东坡文化过程中，把“四苏”相
关的数百卷诗文整理、点校并作出正确的
注释，能更好地助力我们读懂、理解、描画
苏东坡，挖掘苏东坡身上的文化价值，并正
确地传播东坡文化形象。东坡文化之于海
南自贸港具有重要意义，如何让东坡文化
更好助力自贸港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如
何让东坡文化与海南本土文化相融合，如
何在开发利用东坡文化的同时对其加强保
护等等，都需要我们进行积极探索。

应用研究是方向的引导和方法的指
导，需要更多的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实业
资源的配合，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的积极推
动。在推动东坡文化保护和利用过程中，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做出了一些有益尝试。
比如，与相关省市县部门联络，一方面推动
桄榔庵的发掘考古和重建工作，一方面积
极开拓海南东坡文化空间，从儋州、海口向
澄迈、临高、昌江延展，将苏东坡在海南的
踪迹连接成线，初步形成了海南岛西部东
坡文化旅游带。但这一文化旅游带如何进
一步完善，在自贸港建设中如何发挥更大
作用，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和挑战。

（作者为海南省苏学研究会会长、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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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六月，
苏轼以“琼州别驾”谪寓海南，开启三年
琼岛的生活。在这里他用“置死地而后
生”的人生豁达，诠释了巴蜀的浪漫，成
就了东坡，更成就了海南。

琼州别驾：开启琼岛文雅

自汉唐以来，大批官宦流寓到海南
岛，据《新唐书》记载，唐代贬谪到海南的
官员有46人，包括朝中大臣宰相、皇室
宗亲等。他们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正
如李德裕“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
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可以说，这是贬
谪到海南官宦的共同心声。

苏轼知道自己贬谪到海南岛，认为
自己“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在徐
闻与弟弟苏辙见上一面，辞别亲朋好
友，带上三子苏过，踏上他人生最为艰
难的官宦之旅，“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
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当他来
到海南岛后，并没有因对烟瘴之地的恐
惧而退缩，而是收拾好心情，重新出发，
创作了一批影响后世的作品。

苏轼的这些文学作品，已经没有
了凄凉悲愤之感，而是人性真情的奔
放，“力斡造化，元气淋漓”。《谪居三
适》中把理发、午休和洗脚的生活琐
事都描写得充满惬意，把儋耳山、通朝
阁等自然景观写得浑然天成。此后的
海南岛在文人心中不再是荒凉的海
岛，而是“兹游奇绝冠平生”。而海南
文献学者王国宪认为苏轼“辟南荒之
诗境”。

东坡书院：讲学明道开发民智

苏轼登岛后，来到琼州府城，小住十几日后，到昌化军
去报到。七月二日，苏轼作《到昌化军谢表》。在这里他必
须遵守“三不”禁令，即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
事。苏轼看到真实的底层民众生活，虽说民众“笑我儒生
冠”，他不但不生气，还很高兴与他们打成一片，带领当地民
众挖井取水、上山采药等。

有一天，苏轼喝醉酒，找不到回家的路，“半醒半醉
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一个黎族小孩看到后，给
他指明回家的路，“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
翁”。不仅孩子们认识他，老人们也认识他。典故中记
载，有一天，苏轼负大瓢行歌于田间，看到一位老婆婆，
于是想和她开个玩笑，说：“云鬓蓬松两腕粗，手携饭榼
去寻夫”。阿婆回头答道：“是非只为多开口，记得朝廷
贬你无？”

除了与百姓其乐融融，苏轼看到当地学校教室简陋、
教师挨饿、学生四散，他马上行动起来，决定在自己的住
所广收学生、开坛讲学，海南岛内，乃至岛外的学子纷纷
前来求学问道，一时间桄榔庵成为琼州学术新的中心，东
坡书院成为人才汇聚之处。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序》中
记载苏轼“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
苏轼就这样培养了琼山第一位举人姜唐佐、海南第一位
进士符确等。苏轼北归之时，前来送行的百姓和学生络
绎不绝，他在《别海南黎民表》中真情地写道：“我本海南
民，寄生西蜀州。”

东坡“三书”：彰显海南学统

“文以载道”，诗词歌赋是为“文”，从儒家经典中阐释
出的理是为“道”。苏轼一生不断践行着儒学，自然知道
诠释经学的重要性。清代琼州郡丞陈景陨认为苏轼“阐
释经传以卫圣贤之道，一言一行海表钦式，其为功于琼之
人者，正复不小”。苏轼曾对友人说：“所喜者，海南了得
易、书、论语传数十卷。”并认为完成三种诠释儒家经典的
著作，觉此生不虚过。苏辙为苏轼撰《墓志铭》说：“居海
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可见东
坡“三书”在苏轼一生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也是“苏氏经
学”的主要支撑。

“推明绝学”，成为苏轼对海南儒学发展史上的最为
重要贡献，也拉开了“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的学术承继大幕。研习儒家经典，知重六经之教、得身心
伦理之大，学习的目的是为圣为贤能，仕途的目的是尧舜
君民，不是为了利益和名誉而奋斗。正德十年（公元1515
年），时任礼部尚书刘春在“请建景贤祠疏”中说，因为苏
轼“作书推明绝学，以启迪邦人”，入祀丘濬创办的奇甸书
院中。“推明绝学”“裨于世教”，成为历代海南学子孜孜以
求的人生目标。

景贤祠：树起南溟文脉

苏轼大赦后，离开海南岛，不久病逝于今江苏常州，
一年后安葬于河南郏县，追赠太师，谥号“文忠”。海南
民众为了纪念苏轼，在他经历的海口、儋州等地均有祭
祀的祠堂。现在海口五公祠中的“东坡书院”，是在南宋
时期纪念“东坡读书处”的基础上，于元朝扩建而成，明
代曾经作为祭祀和书院两种功能。明代又在丘濬创办
的奇甸书院中祭祀苏轼。刘春在“请建景贤祠疏”中说，
把苏轼和丘濬二人合祀一起，名曰“景贤祠”，春秋致
祭。后破败，清代郡守贾棠复建庙宇，采《诗经》中“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和《论语》中“见贤思齐”之意，仍名为

“景贤祠”。
以苏轼和丘濬合祀“景贤祠”，彰显出海南士大夫对海

南文脉的认同。明代海南进士郑廷鹄在《谒景贤祠》中，以
“眉山琼海今还在，烟外秋风鸟自吟”，表达对二公学术地位
的认同。唐胄在《三祠录序》中认为，苏轼和丘濬“主于著述
以宪后，奉于朝廷”，只要是有德、有功、有言者，不论是官
宦、流寓、乡人均应合祀一起，以便后人凭吊。唐胄梳理这
些有德、有功、有言的人物，就是梳理海南文化发展的脉
络。正如王国宪在《琼问》中写道：“苏文忠之教泽，远且长
矣；南溟奇甸之称，洵无愧矣。”

（作者为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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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与海南又一次迎来“双向奔赴”。
历史上，苏东坡是海南文化的启蒙者，海南也是苏东坡一生中重要的居住地和精神家园。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东坡文化，是海南

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实践，是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现实需要，是海南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关键抓手，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今日，本报推出理论专版，邀请3位专家学者，多角度阐述传承保护海南东坡文化的现实意义、重要价值和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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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苏轼《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一级甲等文物）。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