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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神东坡与你有个约！”近
日，海南省演艺集团发布一则

“坡粉”招募公告，邀请来自全国
的东坡文化爱好者相聚儋州，与
东坡来一场跨越千年的“邂
逅”。今年年底，海南精心打造
的全国首个宋韵书院沉浸式文
旅演出《男神东坡》将在儋州东
坡书院亮相，为观众送上一场精
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何为沉浸式？《男神东坡》编
剧孙庆来介绍，从参与者踏进东
坡文化旅游区的那一刻，“好戏”
便开场了——游客嘉宾均被赋
予东坡先生的“学生”这一庄重
且有趣的身份设定，一秒“入
宋”，深度参与体验东坡先生在
海南的珍贵时光。届时通过剧
组演艺路线的设置和演员的引
导，现场的每个人既是观众，也
是参与者；既是游人，也是亲历
者。

据了解，剧目以东坡居儋三
年为背景，融入了他与黎子云、姜

唐佐、张中、葛延之等人的故事。
“一个才华无敌的大文豪、一个妥
妥帖帖的大吃货、一个不合时宜
的大官人、一个诙谐有趣的大帅
哥的‘男神东坡’形象将鲜活呈
现在人们眼前。东坡书院的载
酒堂内，有东坡、其子苏过、黎子
云等人的塑像，到时候我们会在
载酒堂的正殿前以真人还原这
个场景。”说起剧目内容，孙庆来
给出了小小的“剧透”。

“《男神东坡》有近200名演
职人员，主创团队可谓是大咖
云集，目前正紧锣密鼓地投入
创作、制作和排练之中，希望能
给现场观众带来最佳体验。”孙
庆来说，演出时，经过筛选最终
入围的“坡粉”将有机会与演员
近距离互动甚至参与到演出之
中。

《方案》指出，要推出一批
以东坡为主题的舞台剧、文学、
音乐、美术、书法等文艺作品，
以推进艺术创作的方式传承东

坡文化。事实上，这并不是海
南省演艺集团与东坡文化在儋
州的首次结缘。2023年12月，
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
中共儋州市委宣传部与海南省
演艺集团联合出品的海南原创
东坡主题话剧《载酒东坡》在洋
浦滨海文化广场首演。该话剧
以苏东坡晚年流放儋州时设立
载酒堂，招收海南学子为引，讲
述苏东坡与章惇从患难相交到
分道扬镳的历程，展现苏东坡
从始至终“不忘初心”的精神与
境界。《载酒东坡》好评如潮，为
儋州擦亮东坡文化名片、打造
东坡文化 IP 贡献一份话剧力
量。

（本报那大10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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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位于儋州市中和镇的东坡书院内，施工声打破了原有的宁静。阳
光洒在身着笠屐的东坡铜像上。它的背后竖着“施工现场，闲人免进”等标语。可
见，东坡书院正在进行一场“爆改”，而这只是儋州全面推动东坡文化保护利用
开发工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儋州通过梳理保护东坡遗产、遗迹，组织开展东坡文化研学实践
教育活动、推出精品旅游线路等，发挥东坡文化实用价值和社会教育作用，
持续整合东坡文旅资源，推动东坡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载酒堂、东坡祠、钦帅堂、
陈列馆都做了改造，预计10月底
完工，到时将布设东坡书院专题
展，分别展出东坡对海南文教的
贡献、东坡的艺术成就以及东坡
书院的沿革与保护等内容。”东
坡书院管理处负责人王圣阳介
绍。

据统计，截至10月23日，东
坡书院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项
目已完成95%，正在进行室内装
修等；石质碑刻保护设施建设项
目已完成91%，正在铺贴屋面防
水材料；展陈改造提升项目正在
安装灯具轨道、多媒体硬件等，
工程总体完成84%。

《海南省东坡文化保护利用

三 年 行 动 方 案（2024—2026
年）》（以下简称《方案》）中明确
指出，要将东坡书院、儋州故城
及中和古镇、儋耳山等统筹规
划、一体推进。推动东坡文化旅
游区创建5A级景区。推动儋州
故城保护修缮，开发配套中和镇
商业街区，打造大型实景历史文
化演艺活动。推进儋耳山生态
文化公园建设。

除了东坡书院，儋州其余各
处东坡文化保护利用项目也在
同步推进。车辆来回穿梭，机器
运转声轰鸣，工人汗如雨下，近
段时间，儋州市中和镇桄榔庵、
东坡书院、中和古城等地均是一
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
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这是千年前东坡对于其住所桄
榔庵的形容。他也许没想到，千
年后，仍有人在恢复他当年生活
的场景。

在中和镇桄榔庵遗址，工人
们正在进行清水池抽水清淤、栈
道施工、驳岸砌筑等工作。据儋
州市旅文局文物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桄榔庵遗址环境提升工程
预计10月底完工。而一墙之隔
的苏东坡纪念馆主体已完工，正
在进行水电线管预埋、桥架安
装、外墙涂料等方面施工，预计
11月20日基本具备对外开放条
件。

中和镇正在“大提升”

东坡书院是什么味道的？
这样一个看似无厘头的问题，如
今有了答案——它可以是牛奶
味的，也可以是草莓味的。国庆
前夕，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推出

“东坡书院文创雪糕”，雪糕
整体以载酒堂和书院内的狗
仔花为灵感，雪糕棍上则写
着“逢考必中”。

冰凉美味的雪糕、代表
祝福的包装，文创雪糕一经推出
就受到了东坡书院众多游客的
欢迎。吃着雪糕逛书院，为他们
的“东坡文化之旅”带来了新奇
的体验。

“雪糕卖得很不错，除此之
外，我们还推出胸针、书签等文
创产品，都受到游客好评。”王圣
阳说。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在
售卖处看到，文创产品以东坡书
院内的载酒亭、载酒堂、钦帅堂
等为主体形象，许多游客在离开
书院前纷纷在此选购，为这趟行
程留下纪念。

除了文创产品，以东坡文
化为主题的研学活动、文艺活
动也在儋州“遍地开花”。国庆
期间，《苏东坡的下午茶》读书
分享会在儋州市文化广场“24
小时城市书房”举行。东坡文

化爱好者们共聚一堂、热烈交
流，分享他们心中的东坡形
象。10 月 4 日，儋州举办“书
香古郡 筑梦儋洋”研学之旅，
52组亲子家庭前往东坡书院，
学宋朝礼仪、吟东坡诗词，在实
践中感悟东坡精神。

此外，位于儋州市南丰镇的
云舍松涛·海南中国村开启“东
坡微笑节”，举办《东坡云记》沉
浸式古风互动游戏剧目、东坡动
漫画展、观山茶艺雅集、农耕运
动会、鲜花艺术拓印等系列主题
活动，为游客带来一场难忘的宋
风文化体验之旅。

东坡书院有了“甜滋味”

东坡故事出了“真人版”

近日，走进位于儋州市中和镇
的儋州故城武定门保护工程现场，
你能感觉到这里的“与众不同”。相
比于中和镇正在建设中的其他项
目，这里显得有些安静，工人正小心
翼翼地砌筑着瓮城城门和城台东侧
的石墙，生怕“吵醒”这静静矗立了
600年的古城门。

武定门、镇海门是儋州市中和
镇重要的标志性建筑，是儋州故城
历经千年的遗存。儋州故城始建于
唐代武德五年（622年），至今已有
1400多年历史。明洪武六年（公元
1373年），儋州故城开4个城门，即
东门德化，南门柔远，西门镇海，北
门武定。民国年间儋州故城遭受破
坏，仅存武定门与镇海门。光阴荏
苒，风吹雨打，坚固的城门经过时间
洗礼，城墙出现较为严重的坍塌与
变形，早已不复当年模样。

今年5月，我省出台《海南省东坡
文化保护利用三年行动方案（2024—
2026年）》，明确指出要将东坡书院、
儋州故城及中和古镇、儋耳山等统筹
规划、一体推进。据此要求，儋州积
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项目，以及东坡
文化旅游区及中和镇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儋州故城武定门保护工程因此
开启。

“我们项目团队有丰富的文物
建筑保护经验，坚持以原材料、原形
制、原工艺、原做法的原则。”广州市
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武定门保护
工程负责人郝宏伟介绍，为了最大
限度还原武定门历史信息，其所在
团队及儋州市旅文局做了大量前期
工作。“我们对遗存的城门部分做了
分析检测，在本地工厂找到相同材
质的玄武岩，参照原本尺寸进行加
工。”郝宏伟说。

郝宏伟介绍，古建筑保护工程
的流程和要求与现代建筑有很大区
别，大型设备会扰动甚至破坏文物
风貌，多数时候只能依靠人工及小
型设备辅助，以确保文物本体安
全。与“大刀阔斧”的现代建筑不
同，古建筑保护需要精细耐心，大到
还原整体造型、材料，小到剔除灰
缝、复刻青砖上的纹样，都是对保护
团队工人的考验。另外，古建筑保
护工程与现代建筑施工顺序也有所
不同，往往要“边施工边摸索，保护
历史信息，恢复原有形制。”

儋州故城武定门保护工程实施
范围约3511平方米，包括武定门及
其瓮城文物本体占地面积约705平
方米，周边环境整治范围面积约
2806 平方米，目前工程整体完成
67%，预计10月底完工。“9月因台
风停工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也在
争分夺秒抢抓工期，国庆期间也坚
守岗位，力争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
早日完工。”郝宏伟说。

据儋州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中和古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整
体工程已完成95％，正在进行沿江
路两侧树池修复、北门街两侧人行
道路沿石安装等，中和大桥重建工
程总体完成97%，已拆除架桥机，正
在进行人行道基础钢筋绑扎等工
作，预计10月底实现功能性通车。

“机声奏响阴霾散，城垛高昂喜
气洋。”亲临儋州故城武定门保护工
程现场后，儋州文化学者韩国强洋
洋洒洒写下一篇感赋以表心中喜
悦。600年过去，风不知吹了几回，
雨不知打了几番，武定门始终如一
个坚毅的士兵，昂首挺胸守卫着这
座古城。随着项目团队的保护工作
持续进行，日渐沧桑的武定门又将
重焕新机，等待天南海北的游客前
来，从这里感受历史的深厚沉淀。

（本报那大10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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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东坡是谁？来自荷兰的彼得·博
沛（Peter Bootsma）对此很陌生。
东坡书院是什么地方，彼得说，还没
来过。近日，在儋州市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慧惠的邀请
下，彼得兴冲冲地踏进了东坡文化旅
游区，开始了一场“奇遇记”——这里
面的人好像都有“隐藏身份”？

景区门口，几位身着保洁服装的

女工们站成一横排，她们要打扫卫生
吗？正当彼得疑惑之时，她们牵起手
整齐地摆动着，激昂地歌唱了起来。

“这是调声，是儋州独有的文化
形式。”李慧惠告诉彼得，“她们都是
园区的保洁员，不需要提前排练，放
下扫把随时能唱。”

保洁员也是表演者，彼得感觉很新
奇，举起手机拍下了许多照片和视频。

往景区内走去，古色古香的建筑
吸引人眼球。循着石桥和景区小径，

彼得一行人来到一个亭子内，亭内四
周廊板上刻绘着图画。

“这幅画讲的是东坡和春梦婆的
故事。”彼得正聚精会神观看时，一个
声音自他背后传来，扭头一看，竟是
一名身着保安服的男子。“他是我们
园区的保安，但他也了解东坡书院的
历史。”李慧惠介绍。

“有一天东坡走在路上，看见这个
老妇人提着竹篮给家人送饭，边走边
吟唱山歌，东坡便调侃道：‘云鬓蓬松
两腕粗，手携饭榼去寻夫。’没想到老
妇人不客气地回应道：‘是非只为多开
口，记得朝廷贬你无？’一语中的，让苏
东坡深感惊讶……”载酒亭内，保安廖
福贵向彼得讲述了“春梦婆趣谈”，彼
得听得津津有味，时而拍掌大笑。

“在书院里工作，就要对东坡有所
了解。平时听得多了，潜移默化就记
得了，讲解员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也可
以带着游客游览。”廖福贵告诉彼得。

原来保安也能当导游。刚听完
廖福贵讲的故事，彼得又被带到了一
片灌木前。

“你看这朵花的花蕊，像不像五
只小狗？”在李慧惠的询问下，彼得低
头仔细观察，果然看到“五只小狗”围

着花芯“蹲坐”在一起，连“狗耳朵”
“狗尾巴”都清晰可见。“这叫狗仔花，
它的背后还藏着一段苏东坡和王安
石的文人趣事呢。”

看着彼得疑惑的目光，东坡书院
再次派出一位保洁员——52岁的谢系
坤身材矮小，讲起东坡的故事来声音
却很洪亮。“相传有一回苏东坡去往王
安石家中拜访，看到王安石书桌上有
一句诗，‘明月当空叫，五犬卧花心’。
东坡心想，明月岂能叫，花心又岂能卧
犬？他便提笔改为‘明月当空照，五犬
卧花阴’。”谢系坤告诉彼得，后来东坡
来到儋州，发现有一种鸟叫“明月鸟”，
有一种花叫“狗仔花”，花蕊形状正如五
只卧犬。他恍然大悟后顿时羞愧难
当，原来是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句。

三十多年前，高中毕业的谢系坤
来到东坡书院工作，听闻这个故事后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出于对东坡的
崇拜和对这份工作的责任感，她在繁
重的保洁工作中抽出时间，投入到狗
仔花的保育工作之中。“当时园区里
没有这种花，我搜集到种苗后拿到两
院去，希望那里的老师们教我如何种
植，后来还读完了园林专业的函授课
程。”谢系坤说，在老师的指导和自己

的屡次实践下，如今东坡书院里的狗
仔花已有几十株，每一株都盛放着。
许多游客慕名来欣赏书院里的狗仔
花，谢系坤也会一遍遍耐心地讲述着
这段千年前文人间的佳话。

保洁员是狗仔花保育员，还能将
东坡名篇背得滚瓜烂熟，彼得对景区
里的工作人员刮目相看。直到他穿上
宋代服饰，坐在制香台前研磨香料、在
餐桌前品尝东坡美食、用东坡亲手打
的“钦帅泉”泉水洗手时，他才恍然意
识到，东坡才是拥有最多“隐藏身份”
的人——不只是宋代文豪，他还是书
法家、画家、思想家、美食家……

“东坡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虽然
他只在儋州居住了3年，但千年后这
里的人们还受到他的影响。东坡书
院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以后我还想
和家人再来参观。”当天的行程是短
暂的，彼得对这段东坡书院“奇遇记”
感到依依不舍，他精心挑选了东坡书
院的胸针、书签等文创产品，作为礼
物带回给远方的家人们。同时，作为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海外传播官”，他
希望更多对中华传统文化感兴趣的
人来到东坡书院，感受东坡文化的魅
力。 （本报那大10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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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传播官”彼得·博沛感受东坡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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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故城武定门保护工程现场。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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