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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是 一 名 医
者，也是一位古籍
收藏家，同时又是
一名东坡文化的研
究学者。在旁人眼
中，这三种身份似
乎互不相干，但对
他而言，这三种身
份在内心深处是最
自然的和谐统一。

他 不 是 海 南
人，却与东坡一样，
在定居海南后发出
“海南万里真吾乡”
的感慨。前不久，
在海南东坡主题图
书馆开馆典礼上，
他将自己珍藏多年
的《东坡题跋》孤本
秘籍无私捐献给海
南东坡主题图书
馆。

他就是中国中
医人才研究会会
长、中国收藏家协
会民间古籍保护协
会委员以及海南省
东坡文化旅游促进
会副会长王富龙。
他为什么将珍贵的
古籍孤本无偿捐献
给海南东坡主题图
书馆？他和海南东
坡文化又有怎样的
不解之缘呢？

提起苏东坡，中国人脸上都会不自觉
地泛起微笑，有人说，他是一个跨越千年
永不过气的偶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苏
东坡。有人说，我们都会在不同的人生阶
段与苏东坡相遇，也总能从苏东坡的人生
和艺术中重新认知世界，感受人生。

而王富龙与苏东坡的相遇，则始于他
的父辈。

王富龙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中医世
家，其父是当地一名颇具声望的中医。父
亲年轻时便推崇苏东坡的“守心医德”，教
导王富龙既要治愈肉身疾苦，更要抚慰心
灵创伤。

“父亲常说，做人要像东坡一样守心，
不仅医病，更要医人心。医生通过药物调
理患者身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用东坡精
神去帮助患者祛除心障。比如骨折后恢
复的人，让其放下双拐，第一次撑脚落地，
祛除心障尤为重要。”儿时父亲的教诲，在

王富龙心里种下了东坡文化的种子。彼
时，他虽不能完全领悟父亲话里的深意，
却将父亲的话铭记于心。

从医三十余载，王富龙秉承“身心兼
治”的医者仁心，为众多的患者解除病痛，
30多岁的王富龙便已成为国内知名中医，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对东坡文化的热爱与敬仰，促使王富
龙从年轻时候起就开始了追寻东坡古籍的
旅程。在王富龙的书房“龙游斋”中，近万
册古籍善本整齐地排列成“墙”，其中有极
为珍贵的明清刻本，如《黄帝内经》《本草纲
目》《针灸甲乙经》等中医古籍，更有《苏文
忠公集》《施注苏诗》等苏东坡文献典籍。
这些典籍的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
家族传承；二是云游各地收集；三是来自好
友们的交流与赠予。每遇到珍贵的古籍典
册，王富龙都如获至宝，即使是耗费多年积
蓄也毫不吝惜。

2024年10月18日，在海南东坡主题
图书馆开馆庆典上，之前只有记载，无实
物的明代毛晋汲古阁刻本《东坡题跋》孤
本秘籍首次亮相于海南，迅速引起全国学
术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东坡题跋》是孤本秘籍，由毛氏精心
汇辑苏东坡的题跋而成，共计六百条，全
面展现了苏东坡的艺术思想，对后世影响
深远。书中还附有清初大文豪顾苓的批
校，其字迹俊秀、一丝不苟，展现了极高的
书法造诣。谈及该书的由来，王富龙坦言，
数年前他偶然得知朋友收藏此书后，以重
金及多部珍贵孤本医书换得此书。

明代毛晋汲古阁刻本《东坡题跋》因
其多元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深度，被中
国国家图书馆原馆长韩永进评价为“孤本
秘籍，镇馆之宝”。这部珍贵的古籍犹如

一位文化使者，带着东坡居士的才情与哲
思，在琼岛上重绽光彩。

谈及对珍藏古籍的捐献，王富龙坦
言：“虽有不舍，但更多的是值得。原先这
本珍贵古籍只属于我的，现在通过海南东
坡主题图书馆，属于全社会。”

在王富龙丰富的收藏中，《苏沈良方》
也是他最为珍视的典籍之一。这本书由
北宋沈括的《良方》与苏轼的《苏学士方》
合编而成，内容涵盖医方、医论、本草和养
生，被清代文学家纪昀誉为“宋世士大夫
类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王富
龙表示，这本书不仅是一本方剂集，更是
东坡治病哲学的具体体现，蕴藏着“天人
合一”的养生智慧。

收藏是爱好，古籍的研读运用才是医
者大道。

在临床诊疗时，王富龙始终坚守“整
体观念为重、辨证施治为则”的理念。在
王富龙看来，患者呈现出的病症表象，不
仅是生理的变化，更与心理因素息息相
关。他常常引用苏轼《病中游祖塔院》中

“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一
句，来开解、引导患者。

“人教人，很有限，书教人，是王道。”
随着医术在岁月磨砺中日渐精进，王富
龙深刻认识到中医文化传承不应局限在
个人治疗经验的积累。典籍的留存和传
播在中医文化传承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而东坡精神，更是为中医哲学开辟出崭
新视野。

古籍传承中的东坡之道

谈及为何将珍贵古籍捐
献给海南，王富龙表示，“海
南不仅是一个宜居的地方，
它的文化氛围和自然资源也
让我深感契合。这里的人们
对健康的关注、对养生的需
求，让我看到了中医文化与
现代社会结合的巨大潜力。”

自 2019 年定居海南以
来，王富龙积极投身中医文
化传播事业，如开设讲座、研
讨会等，还将自己多年来收
藏的中医经典、东坡文献以
及与东坡文化相关的珍贵古
籍捐赠给海南东坡主题图书
馆。

“这些古籍承载了代代
相传的智慧和知识，捐赠给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是希
望它们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
发挥作用，希望唤起更多人
对东坡文化的关注与热爱。”
王富龙说。

此外，王富龙积极倡导
启动古籍数字化计划，并将
自己珍藏的中医古籍进行了
数字化处理，上传至海南东
坡主题图书馆的数字藏馆，
意在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将东
坡文化和中医智慧推向更广
阔的舞台。

“海南是一片充满生机
的热土，这里既保留了传统
文化的根脉，又充满了现代
化发展的活力。”王富龙相
信，在这样一片土地上，东坡
文化将会如种子一般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

古籍研学中的哲学之道

三十年经典古籍收藏之路

王富龙收藏的《苏沈良方》。
刘栩君 摄

王富龙在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
受访者供图

王富龙捐赠的《东坡题跋》。
刘栩君 摄

王富龙的部分藏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