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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苏东坡的才华几乎无人能够
逾越，除天赋之外，与读书多有着
最直接的关系。苏东坡喜欢读什
么书，怎么读，他到“孤悬海外”的
海南岛之后是否有书可读，成了东
坡崇拜者都想了解的问题。

我们须先讲一个故事。据林
语堂《苏东坡传》，在苏东坡任翰林
学士知制诰期间，他起草了约八百
道圣旨，文字无不铿锵有力、妥帖
工巧、简练明确。圣旨的文字往往
引经据典，富有例证譬喻，苏东坡
写来轻而易举。后来，另一个才华
横溢的人也在这个职位上，他对自
己的文才颇自许，他问当年侍候苏
东坡的老仆，自己比苏东坡如何，
老仆回答说：“苏东坡写得并不见
得比大人美，不过他永远不用查
书。”皇帝诰书是古代最高级的公
文，需要引用大量古典来简洁说明
当今的问题，胜此任者必须饱读经
史。同样是翰林学士知制诰，苏东
坡比其他人不仅读书更多，而且别
人记不住的他都明了于胸，所以他
撰写诰书从不需要查阅资料。

那么，苏东坡都喜欢读哪些书
呢？儒家经典自然是古代学子必
须熟读精研的首要著作，因为科举
考试考的都是这些内容。苏东坡
自幼勤读书、善读书，少年时代早
已把儒家经典和古史研读得滚瓜
烂熟，后来他成为北宋儒学四大流
派中蜀学的领袖，又被后人称为

“巨儒政治家”，基本功正来源于
此。

但是，如果仅仅精通儒家经
典，那苏东坡就与别人没有多大不
同了。苏东坡之为苏东坡，在于他
比其他人具有更宽广的包容性。
从他的诗文所涉及的典故看，凡是
古今优秀作品，他无所不读，写作
时都能够运用自如书中典故。如
果问苏东坡更喜爱读啥书，那么我
们只能举其一斑了。

苏东坡的老弟苏子由最了解
苏东坡，他为老兄东坡写的传记中
说：“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
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
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
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苏子由对
苏东坡所读的书并没有记载具体
作品名称，唯独强调《庄子》，可见
苏东坡对《庄子》喜爱的程度之
高。苏东坡中年在密州陷入艰困
之中，《庄子》成为开启他新的人生
认识的最为重要的武器，与之相配
合的就是陶渊明诗。其后，其人生

阅历越深，政治上遭受打击越重，
这两部书对他就越重要，尤其是陶
渊明集。他晚年居于海南岛，完成
对陶渊明诗的追和后，写信给贬居
雷州的苏子由说：“吾于诗人，无所
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
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
也。”又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
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可
见，如果非得挑出苏东坡日常最爱
读的书，莫过于此二书了。在海南
岛，苏东坡对陶渊明的爱好和推崇
达到了顶点。

这固然与苏东坡的人生观和
文学观有直接关系，而与海南岛书
籍匮乏的现状也不无关系。他曾
写信告诉远方的朋友：“随行有《陶
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尔。”
又说：“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
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
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值左
右，目为二友。”陶渊明和柳宗元的
诗文，成为苏东坡读书生活的“南
迁二友”。

海南岛当时文化状态如此不
堪，苏东坡却完成了“儒学三书”
（《书传》《易传》《论语说》）的写作
和修订。如此巨大的学术工程不
像写一篇诗词、散文或公文，是需
要参考书籍的。那么书籍从何而
来？当时有位义士在广州、惠州一
带做官，他知道海南无书，两度遥
寄书籍给苏东坡。这位高士名叫
郑嘉会（靖老），清代王文诰评价他
说：“苏公（苏东坡）坐谪时，有都城
见叔党（东坡幼子苏过）而障面
者。及迁儋耳，郑嘉会靖老乃能海
舶载书千余卷为借，亦可嘉已。公
和渊明赠羊长史诗以谢之，千载而
下，知有靖老。”

苏东坡万里投荒，身边只有儿
子苏过随侍。郑嘉会所寄这两批
书既是苏东坡在儋州完成儒学巨
著的重要参考，也是儿子苏过学习
进步的主要读物。苏东坡用自己
少时的读书法指导儿子读书，最重
要的方法是抄书。抄书既能增强
记忆和理解，又能提高书法艺术水
平。苏东坡少时曾抄写《汉书》好
几遍，深知个中三昧。苏过在海南
就采用这种学习方法，何以知之？
有苏东坡写给远方朋友的信为证：

“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
得《汉书》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
穷儿暴富也。”

[作者为海南省苏学研究会会
长、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本文
为海南省哲社重大专项（苏东坡研
究）课题成果之一]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开馆

一馆墨香 东坡归来
■ 海南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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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一楼，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东坡居士的雕像。他正身而坐，
目视前方，一手置于膝前，一手垂地，仿佛穿
越时光，来到现代，与来访者对话。

东坡身后是《北游贴》《东武帖》《渡海
贴》书影。借助现代技术，这三件稀世尺牍
以书影形式呈现，让更多人领略到东坡古韵
盎然的笔墨风采。

穿过用东坡诗词装饰的走廊，来到二楼
藏书馆。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苏轼书《兴龙
节碑》清拓本、东坡书《花蕊夫人宫词》明拓本
等。“这些都是当时苏轼真迹的拓本，很珍
贵。”海南大学海南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
心副研究员王睿表示。其中，东坡书《花蕊夫
人宫词》首卷明拓本藏于数字馆，该卷长5
米，初虽为破本残拓，但纸墨精良，字迹清
晰。除了实物，读者还可通过该卷的电子图
像欣赏东坡小楷魅力，只见用笔丰腴跌宕，有
天真烂漫之趣，可谓“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居琼短短三年，苏东坡与海南结下不解之
缘。记者发现，东坡与海南相关的作品、典
籍成为海南东坡图书馆的重量级藏品。

嘉庆刻本《东坡书传》被摆放在显眼位
置。“苏东坡在海南儋州完成了‘海南三书’
的创作，他自认为是一生著述的最大成就，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海南师范大学教
授阮忠介绍。其中，《东坡易传》《论语说》主
要撰述于苏轼居黄州时期，来海南后进行修
改完善，而《东坡书传》则在海南完成。

《苏文忠公海外集》也吸引大家目光。
“这两册书是东坡在海南居住期间创作的所
有作品的集合。”王睿说，该海外集从宋代逐
步流传下来，经过宋元明清一代代人的不断
努力，于清代由海南人王时宇编成最后的合
集。该馆展出的两卷《苏文忠公海外集》，
是民国时期海南文献学家王国宪等以王时
宇编写的合集为底本整理，由海南书局出版
的铅印本。

“《东坡书传》和《苏文忠公海外集》，虽
然作为文物年代不算太久，却是我们了解东
坡、了解海南古代文化的重要窗口，文献价
值非常高。”王睿说。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不仅收录了国内外
与东坡相关的古籍文献、经典著作、研究成
果、期刊报纸等资料，还收录了与东坡相关的
绘画、书法等文献，为东坡文化专业研究者提
供一个综合性的资料宝库。

目前，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在馆藏书总
量达9036册，除常见的三苏诗、文、词集之
外，该图书馆还藏有《苏东坡集版本丛刊》
《苏轼著作版本集成》《苏轼书法全集》《苏门
四学士著作合刊》《宋代诏令全集》《宋代传
状碑志集成》《宋代序跋全编》《全宋笔记》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等。另有一些与东坡
文化有关的古代历史、文学著作及现当代学
者的苏轼研究专著。

1097年至1100年，苏东坡谪居海南三年。期间，他讲学布道、施教为民，开启了琼州人文之盛，为海南留下弥足珍
贵的文化遗产。

跨越近千年的时光，如今，他以别样的方式回到“兹游奇绝冠平生”的“第二故乡”。
10月18日，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在海南省委党校开馆。作为国内第一家以“东坡”为主题的图书馆，它填补了该

领域专业图书馆的空白。东坡主题图书馆都收藏了哪些珍贵古籍、文献？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传承故事？海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带您一起探寻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的文化宝藏。

当东坡文化跨越近千年的时空与现
代化信息技术结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数字馆给出答案。

在超大屏幕上“参观”苏轼及其“朋友
圈”的真迹作品；通过电子图书瀑布流，一
键阅读《东坡传》；通过电子阅览透明屏，
交互阅读《宋刻东坡集》实物及电子图文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数字馆已见雏
形。

进入该馆，首先看到一个10多平米
的超大互动魔屏，在这里，读者可以查看
东坡真迹《题王诜诗词帖》页、黄庭坚真迹
《惟清道人帖》、米芾真迹《道林诗帖》等来
自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一级甲等文
物。点击屏幕中间的放大镜，各作品的细
节清晰呈现。通过该互动魔屏还可以一
键查询苏轼的“朋友圈”。苏洵、苏辙、王
安石、欧阳修、张中、黎子云、姜唐佐……
点击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头像，便可轻松查
看其简介等。

互动魔屏对面有多个电子阅览屏。
《苏轼评传》《诗酒趁年华：苏轼传》《苏东
坡文人画思想研究》《一念桃花源：苏东坡
与陶渊明的灵魂对话》……20多个版本
的苏轼传或苏轼研究读本汇集于此。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二期数字馆建
设正在积极推进，未来馆藏电子图书数量
将逐步增加，累积至10万册以上。”海南
省委党校图书馆馆长柏本豪介绍，未来，
数字馆全面建成后，现有的馆藏图书、珍
贵的书法与绘画作品等将全部以数字化
形式保存并展示，与东坡文化活动紧密相
关的视频资料等也将在数字馆永久保存
并广泛传播。届时，读者可通过手机等移
动终端，实现图书、艺术作品及视频内容
的在线借阅与浏览，极大地拓宽东坡文化
的传播渠道。

“图书馆还将定期举办东坡文化讲
座、研讨会、展览等活动，促进学术交流，
弘扬东坡文化。”柏本豪表示，未来，海南
东坡主题图书馆将被打造成为传承东坡
文化、展示海南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

海南东坡图书馆自筹建以来，得到社会
组织、收藏名家等的热情关怀和支持。海南
出版社、《巴蜀全书》编纂组及东坡文化爱好
者等捐赠或委托管理的东坡图书、文物，极
大地丰富了馆藏资源的多样性与珍贵性。

收藏家王富龙一口气向海南东坡主
题图书馆捐赠了3套书——嘉庆刻本《东
坡书传》、道光三苏祠刻本《东坡全集》、明
代汲古阁《东坡题跋》。“这些书都来自省
外，我收藏了多年，一直很珍视。”王富龙
表示，东坡与海南的故事让他感动，将这
些书捐赠到这里，是它们最好的归宿。

为了更好地临摹东坡书法，30年来，王富
龙一直热衷收集东坡典籍文献，期间，他结识
了国内不少收藏名家。今年2月初，当听说海
南要筹建东坡主题图书馆，王富龙异常兴奋，
他主动发动10位收藏界朋友组团慷慨捐
赠。“好东西就要分享出来，让更多人看
到。”王富龙希望更多人通过这些藏品了
解东坡、了解海南。

浙江省古典文献研究会会长金亮捐
赠了《苏文忠公诗合注》一套，系清光绪甲
午春粤东文英阁重校刊本。“我特意托朋
友找到这套书捐献给海南东坡主题图书
馆。”金亮表示，东坡文化延续千年，影响
广泛，目前，他在四处寻找其他东坡文献，
若有幸得之，他也将毫不犹豫捐给海南东
坡主题图书馆。

收藏家任国辉则捐赠了自己收藏10年的
乾隆刻本《东坡遗意》一套。这是明代学者顾子
方和邹公履模仿东坡草书的书帖，亦十分珍贵。

《东坡先生志林集》五卷及陶湘精影
宋刻《百川学海》本由收藏家刘禹捐赠。
其中，《百川学海》为陶湘精影宋刻，是中
国现存最早的丛书之一，收录历代典籍百
种之多，含东坡先生的作品。

古籍散页、图文像、文物印章……社
会组织和收藏爱好者们捐献或委托了各
式各样的与东坡有关的文物或藏品。“来
自全国各地的古籍收藏家捐献东坡文献，
其中以清朝文献为主，对于海南学者研究
东坡文化，包括东坡文化的历史发展，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阮忠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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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内的
藏书《东坡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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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文物印章。10月18日，读者参观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

康熙年间刻本《东坡全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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