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话

明窗笔 谈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持人：苏东坡居琼三年多，跨越海口、澄迈、临高、儋州、昌江、琼中六个市县，不仅写下了许多诗作，也做了不少实事，无论是他

在艰苦生活中的创造发明，还是其劝农耕种、兴办教育之善举，都影响深远，在海南大地上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文化宝藏，也留下了无数

佳话，为海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于苏东坡而言，在海南的经历使他的人格更加饱满丰富，让他迈上了人生的又一座高

峰。请您梳理下东坡在海南、海口的足迹和留给海南的文化财富。

毛琛：将完成“苏东坡传说”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学习

和效仿杭州、黄冈等地的成功经

验，组织专家组开展调研，编写申

遗 文 本 等 ，将“ 苏 东 坡 传 说（儋

州）”“东坡玉糁羹烹制技艺”“东坡

肉烹制技艺”列入儋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名录。

加快推进东坡文化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一方面培育东坡文

化产业。将东坡文化资源转化为文

化产业优势。比如，深入挖掘东坡

文化中的美食文化、酿酒文化等，探

索在儋州打造融吃、穿、住、养生为

一体的“东坡一条街”。另一方面加

强东坡文化艺术作品创作。以东坡

故事、东坡传说等为载体创作具有

海南特色的精品剧目、微电影、短视

频等向大众广泛传播东坡文化。最

后推动东坡文化文物创意产品开

发，打造一批创意独特、底蕴深厚、

贴近生活的文化创意产品，实现东

坡文化 IP与文创产品的转化利用。

加快推进东坡文化与旅游等业

态深度融合发展。一是将东坡书

院、儋州故城及中和古镇、儋耳山等

统筹规划、一体推进，依托东坡故

事、东坡诗词、东坡饮食等元素打造

系列展馆及场景，推动儋州东坡文

化旅游区打造成集观光旅游、文化

旅游、教育研学、田园观光、农耕体

验、影视基地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二是推出一批东坡

文化精品旅游研学线路。进一步深

入挖掘、优化完善东坡文化考察专

线，将其打造成为精品旅游研学线

路。依托海口五公祠、澄迈通潮驿

遗址、临高苏来村、儋州儋耳山、东

坡书院、七里村、中和古镇等东坡文

化遗迹旧址，推出一批东坡文化文

物古迹、美食体验、文化研学等精品

旅游线路，争取纳入国家文物局组

织的东坡文物主题游径，吸引全国

各地的“东坡迷”前来打卡，领略东

坡文化的魅力。

挖掘保护弘扬东坡文化
提升自贸港建设软实力

文化遗产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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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多年前，东坡讲学布道、施教为民，开启了琼州人文之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

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苏东坡在海南留下了诸多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是海南历史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明确将“东坡文化”写入党代会报告；近日首届中国

（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成功举办，说明苏东坡对海南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海南人民心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重要论述，如何充分挖掘、保护、利用好

东坡文化，展示自贸港开放自信的形象？今天，本报邀请海南苏学会会长阮忠和省旅文厅文物保护与考古

处二级主任科员毛琛，为我们讲解苏东坡在海南海口的历史，以及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资源，解读如何以

东坡文化为突破口，塑造海南文化品牌、增强海南文化底蕴扩大海南文化影响力。

阮忠：东坡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四
月十七日得诰命，再从惠州贬海南昌化军，

任琼州别驾，着儋州安置。当年六月十一日

与苏辙相别于雷州徐闻的递角场，渡过琼

州海峡，抵琼州即今海口琼山逗留了半月

左右，七月二日抵儋州。直到哲宗元符三

年（1100）五月遇赦，六月二十夜渡海北

归，东坡在海南待了三年零几天。常说

东坡居儋三年，就是从这儿来的。

三年中，东坡被限制走动，主要待

在儋州，所以他在海南足迹所到之处并

不多。现在人们说他去过临高、澄迈、

昌江，可知的是，东坡从琼州去儋州，62
岁的他六月坐肩舆而行，途经临高，故临

高有“苏来村”，人们还把“苏来村”的古

井和东坡联系在一起，说他为民凿

井，为民造福；他北归时，初拟到澄迈

上船北归，还写了《澄迈驿通潮阁二首》，临

时改变主意，又到了琼州。

由于东坡的诗使澄迈驿通潮阁名声甚

著，后人多认为东坡来到海南与离开海南，都

在澄迈通潮阁这儿下船或上船。但也有人认

为当在琼州州府所在地琼山，琼山当时理应

不可能没有船舶能停泊的通商口岸。至于东

坡去过昌江，最有力的说明是东坡写的《峻灵

王庙碑》。这篇碑记说：在儋州往至昌化西北

二十里，有山秀峙于海上，石峰高耸像巨人冠

帽，这石峰俗称“山胳膊”，宋神宗元丰五年

（1082）七月封为“峻灵王”。他在元符三年得

诏离琼量移廉州前，感谢峻灵王护佑，祭拜之

余，写了碑文称颂“峻灵独立秀且雄”。

此外，还有两个传说，一说他到过琼中，

因《正德琼台志》等方志上有一首传为苏轼的

佚诗《题黎婺山》，诗中有“荒山留与诸君破，

始信东坡不妄谈”，山上还有后人的石刻。据

此，人或说东坡到过琼中，然东坡自己无诗文

说过此事，有待考证。另一传说是东坡到过

琼北的古村瑶城，瑶城的风光秀美，景色宜

人，村里有一口古井，被今人命名为“惠通

泉”，与东坡的《琼州惠通泉记》相应，故传东

坡曾在这里劝农讲学，这也是有待考证的事。

东坡在海南的诗文，后人集为《海外

集》或《居儋录》，后者更具体地点明他在海

南的诗文主要作于儋州。东坡在海南，真

正不在儋州的时间很少，他居儋不足三年，

剩余的时间主要在琼州即现在的海口琼

山。这样东坡在海南的故事包括他食无肉

居无室的艰难，劝农耕种而非游手好闲、劝

民医病而非宰牛祈神、劝黎汉和睦而非彼

此不容以及在黎子云门前筑载酒堂论道讲

学，都发生在儋州。

苏东坡在海南的足迹

主持人：历史上，苏东坡有大量诗作赞美海南生态美、物产美、人文

美，还发明了“烤生蚝”等名菜，让世人领悟“人间有味是清欢”……继承与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作

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是重要形式之一，如琼剧《苏东坡在海南》在创

演之初便广受关注、屡获殊荣，至今已有二十余载。如今，我们还有哪些

脍炙人口的文艺创造，来体现苏东坡在海南期间的功业？

毛琛：为传承和弘扬东坡文化，

省旅文厅组织创作了大型音舞诗画

《不老的东坡》，并在首届东坡文化旅

游大会开幕式上演出，通过截取苏东

坡最具代表性的几段人生经历，串联

成“遇见东坡”“明月几时有”“一蓑烟

雨任平生”“我本海南民”“不老的东

坡”五个章节，凝练东坡文脉精神的

精华，呈现出“浓烈的家国情怀、壮丽

的豁达人生、执着的民本意识”的东

坡文化主线，并创造性地使用了“音、

舞、诗、画”的艺术形式，让东坡的故

事更加深入人心。同时，开拓出具有

“散文体”特质的叙述方式，苏东坡穿

越千年历史长河，与代表着海南岛的

青年人“姜仰坡”相遇与对话，从而展

示苏东坡传世名篇。

复排了琼剧《苏东坡在海南》，民

族舞剧《东坡海南》、话剧《海上东

坡》，以不同的舞台艺术形式，多角

度体现苏东坡在海南期间的功业。

此外，我们还引进了话剧《苏东坡》、

粤剧《东坡与朝云》、黄梅戏《东坡》、

交响组曲《永远的苏东坡》等省外东

坡主题文艺精品，汇集了省内外多

个剧种和一流院团的顶级阵容，在

东坡文旅大会期间组织开展文艺精

品演出季。

首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

大会开幕式和文艺精品演出季，通

过创作展演大众喜闻乐见的东坡

主题文艺作品，将文字记载转化为

舞台艺术，多维展现东坡精神，体

现时代意义，引起观众共鸣，更讲

好了中国故事，展现文化自信。让

历史人物“活起来”，是继承与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次

生动实践。

主持人：在四川眉山，东坡文化浸润到一街一景、一草一木，成为一种

不言自明的思想共识；在广州惠州，东坡祠、东坡纪念馆、苏堤、孤山东坡

园等诸多景点以苏东坡命名，成为地方旅游名片……

对海南来说，东坡文化，可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文化引领。今后，

我们如何在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系统梳理、有效激活东坡文化

资源，打造东坡文化研究重要阵地上作文章，推动东坡文化研究与旅游等

产业融合发展？

东坡在琼州待的时间不长，可以

说说的有三事：

书信事。东坡抵琼州后，写过三

封信，两封给琼州太守张景温。东坡

从惠州到儋州，本当拜访张景温，但他

避而不见。说“某罪大责薄，复窜海

南，知舟御在此，以病不果上谒，愧负

深矣”“某垂老投荒，岂有复见之期？

深欲一拜左右。自以罪废之馀，自当

屏远，故不敢扶病造前，伏冀垂察”。

东坡当见张景温而不见，有两个缘由：

一是因病在身，这病是他渡海前发作

的痔疮，当时弟弟子由相伴，劝他戒

酒，他还写了《和陶止酒》以明心志；二

是因罪在身，他那时是“元祐党人”，因

在诗里讽刺王安石变法遭了“乌台诗

案”，历史的旧账未消。李公羽曾论东

坡贬至琼州为何执意不见张景温，说

张景温在王安石变法时，是榷盐法的

积极推行者，与东坡的政见不合，故不

相见。另有给雷州知州张逢的信，感

激在雷州时对他的照顾，说自己托他

的福，过海平安无虞。

泉水事。东坡抵琼州，居琼山郡

东，旧址在今海口苏公祠内。他北归

时，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应琼州太守

承议郎陆公之邀，作《泂酌亭并引》，

叙及当初在琼山发现双泉即苏公祠

内的“浮粟泉”：“琼山郡东，众泉觱

发，然皆冽而不食。丁丑岁六月，轼

南迁过琼，始得双泉之甘于城之东北

隅，以告其人。自是汲者常满。”东坡

是细心的人，当地人告诉他诸泉不可

食用，他却一一品尝、辨识，最终得水

味甘甜的双泉。从此，到“浮粟泉”汲

水而食的百姓络绎不绝。后来陆公

在双泉上建亭，请北归时再度到这里

的东坡题名，东坡取《诗经》大雅的

“泂酌”名之，并写了《泂酌亭诗》说双

泉“自江徂海，浩然无私”。如今海口

五公祠内，双泉早依泉建成了双井，

泂酌亭已不存。题为“泂酌亭”的是

双泉旁一间东坡行迹介绍室，而双泉

并享“海南第一泉”的美誉。六月十

七日，东坡路过琼东五十里的三山

庵，庵下有泉，味类惠山，庵僧惟德用

泉水招待他，并请他题名，东坡名之

“惠通”，并写下了《琼州惠通泉记》。

姜唐佐事。东坡在儋州，收了学生

姜唐佐。他在《书柳子厚诗后》记载了

这件事，说在儋州的第二年闰九月，琼

士姜君到儋耳向他求学，第三年三月才

归琼，临别，东坡书柳子厚《饮酒》《读

书》二诗相赠，他不仅和姜唐佐有多封

书信来往，还为姜唐佐题了“沧海何曾

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鼓励他积极

上进。东坡北归，本来已有信给姜唐

佐，说自己打算在临高石排或澄迈渡

海，不会到琼州，以致无缘相见了。随

后改变主意，又到琼州，所以有琼州陆

公让他题“泂酌亭”以及他在琼州会见

姜唐佐和他母亲的故事。东坡到琼州

姜家，姜唐佐不在，见到姜唐佐的母

亲。唐佐母亲吃槟榔的模样，让生性诙

谐的东坡不禁提笔写下一联：“张睢阳

生犹骂贼，嚼齿露龈；颜平原死不忘君，

握拳透爪。”这虽用了中唐张巡和颜真

卿的故事，主要是以“嚼齿露龈”“握拳

透爪”形容姜母吃槟榔的模样。第二天

姜唐佐来看望他，东坡约了吴复古和姜

唐佐一起吃“蕈馒头”即香菇馒头或貌

似香菇的馒头，有诗道“天下风流笋饼

餤，人间济楚蕈馒头。事须莫与谬汉

吃，送与麻田吴远游”，无形中成为东坡

在琼州的一则佳话。

东坡在琼州的时间短，但他不见

郡守张景温表现出来的气节，发现双

泉惠及百姓的民生情怀以及与姜唐

佐之间的师生情谊，至今为海南百姓

津津乐道。

东坡在琼州“三件事”

多措并举促进
高质量充分就业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

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近年来，我国出台

了一系列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政策措施，着

力拓展就业空间，加力促进就业创业。去年底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落实落细就业

优先政策。当前，稳就业任务依然繁重。解决

就业问题既要立足当前，也要着眼长远，将解

决当前困难与建立长效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深

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

分就业。

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支持。加强

毕业就业工作衔接，推动就业服务提前进校

园。进一步加大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支

持力度，完善促进创业的政策，为创业提供更

有利的条件，为青年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提升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要强化保障和

服务，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基本

养老、基本医疗保险，依托国家统一平台参保登

记，提升社保缴费、转移接续、异地就医等便利度。

完善稳就业促进机制。扩大职业技能院

校招生规模，组织短期技能培训。鼓励用人单

位扩大见习规模，在储备劳动力的同时提高劳

动者素质。

开拓公共服务领域就业空间。要充分调

动各方资源，加快发展社区托幼服务，在为城

乡居民提供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

及的托幼服务的同时，拓展新的就业空间，促

进人口均衡发展。 ——摘自《人民日报》

引导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党中央历来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民营经济发展和民

营企业家成长给予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习

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民营经济只

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

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这是长久之策，不是权宜之计。党的二十大再

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民营企业发

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

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要积极发挥

民营企业在稳就业、促增收中的重要作用，采

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发展，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展消费、

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首要任务。有能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

要加强自主创新，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

成果转化中发挥更大作用。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

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民营

企业家要增强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

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摘自求是网

全面推进新时代
海洋文化建设

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推动

国家发展、促进人类合作共赢等方面对构建海

洋命运共同体进行了深入阐述。推动构建海

洋命运共同体，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海洋命运共

同体理念内涵丰富、意蕴深远，从全新视角阐

释了人类与海洋和谐共生的关系，涉及海洋安

全、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等诸多领域。我们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推动海洋文化创新发展，增进海洋文

化交流互鉴，全面推进新时代海洋文化建设。

注重历史传承。面向未来，全面推进新时

代海洋文化建设，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注

重传承，做好对中华传统海洋文化深入系统的

挖掘、梳理、研究和阐释工作。

创新传播方式。要主动宣传中国参与全

球海洋治理的积极作为，在气候变化、海洋碳

汇、保护海洋生态、极地和深海探索等方面发

挥的重要作用，用生动鲜活的故事让推动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增进交流互鉴。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

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面对全球海洋治理

新形势，我们要加强与沿海国家的互联互通、

互利合作，积极搭建文明交流国际平台，借鉴

和吸收人类优秀海洋文明成果，促进多元海洋

文化的交流对话，搭建各国人民相知相亲的桥

梁，共同增进海洋福祉，为繁荣发展人类海洋

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自《人民日报》

热 点聚焦

07理论
2023年3月16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张志红 责任编辑：吴翠霞
美编：王发东 版式：王苗 校对：黄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