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间四月天，春光美如斯，正
是开卷读书好时节。

4月23日，正值第29个世界读
书日，海口迎来了一场文化盛事
——《云散月明：苏东坡在海南》专
题文集的首发式。这部集文学性
和学术性为一体的苏东坡专题文
集，凝聚了省内外多位著名作家、
学者心血的文集，不仅是对苏东坡
这位文化巨匠的深情致敬，更是对
海南这片热土的文化底蕴的深入
挖掘。

在书页间寻找着苏东坡留下
的芳香文脉，感受着东坡文化的
独特魅力。这些文字如同一扇扇
窗户，让每一位读者得以窥见苏
东坡与海南之间深厚的亲密关
系，以及他在海南度过的那些奇
绝而难忘的时光。

□本报记者 吴雨倩/文
(图片均由南方出版社提供)

▲该文集从造型、选材、颜色、插画、旁注等，
无不围绕着文字内容，从不同侧面生动地展现了
苏东坡与海南的缘分。

同心还原 立体完整的东坡
《云散月明：苏东坡在海南》专题文集由海南

省作协策划，收录了张炜、陈世旭、孔见、蒋蓝、林

那北、远人、阮忠、仲冬梅、郑培凯、李景新、海滨共

11位著名作家、学者的的文章，为读者展现了苏

东坡与海南的密切关系，也体现了东坡文化与文

化传承的内在联系。

“为了深入探索‘苏东坡在海南’的丰富内涵，

我们定向邀约了全国多位著名作家和学术专家，

希望通过他们的独特视角，畅谈心中的苏东坡，挖

掘东坡在海南的动人故事。”海南省作协副主席、

《天涯》杂志主编林森说，“每位作家都以自己独特

的方式，讲述了对苏东坡的敬仰与喜爱。有的作

家从苏东坡在海南的创作入手，分析了他的文学

风格与思想变化；有的则从苏东坡与海南当地人

的交往入手，展现了东坡先生的人格魅力与亲民

情怀；还有的作家则从东坡先生在海南的生活细

节入手，还原了一个真实而生动的苏东坡形象。”

“如果做民意调查，古人里面你最喜欢谁，排

名第一的恐怕非东坡先生莫属。他就像一盏明

灯，照耀着历史长河，并且一直伴随着我们每个

人，亮在我们的心里……”梅国云说，被贬海南是

东坡先生文化拓荒的际遇，他是一座跨越时空的

文化丰碑。他的名字早已融入海南的文化血脉之

中，成为海南文化自信的重要符号。他在海南创

造的艺术高峰，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艺术宝库，也

使海南从默默无闻的边疆之地，变为天下人向往

的诗意栖息之所。当下回顾东坡先生在海南的足

迹，既是对这位伟大人物的敬仰，亦是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发扬。

翻阅文集不难发现，这些作家的视角虽然不

同，却非常契合地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而完整的

苏东坡形象。他们笔下的苏东坡，既是一个才华

横溢的文学家，又是一个豁达乐观的哲学家，更是

一个亲民爱民的政治家。

为何人人都爱苏东坡？该书作者代表、知名

作家孔见与学者李景新等在首发式上畅谈自己对

东坡文化的理解，认为苏东坡的超然脱俗与豪情

满怀，值得每一个写作者和热爱生活的人学习。

有人说，遇见苏东坡，便是在历史长河中，遇

见一束最耀眼的光，这是一场灵魂深处美妙的相

逢，也便有了每个人心中的苏东坡。

翻开文集，字里行间，那些关于苏东坡先生在

海南生活的描写，如同一幅幅细腻的画卷，在读者眼

前缓缓展开。苏东坡的诗词歌赋充满了对生活的热

爱与对自然的敬畏，无论是山水之间的美景，还是人

世间的悲欢离合，他都能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

触将其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文学作品不仅具有极

高的艺术价值，更能够触动人的心灵，让读者在欣赏

其文学才华的同时，也能够在其中找到共鸣和慰藉。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张炜，曾获茅盾文学奖、中国好书奖、全国优秀儿

童文学奖等奖项。他创作的《苏东坡与海南》（五

题），分别为《此地食无肉》《居所》《梦的悟想》《私语

的世界》《简单而深邃的乌嘴》，他在文中写道：苏东

坡是一个美食家，对食物充满了兴趣，这是他的人

生享受之一。对多才多欲的苏东坡来说，食欲，那

么重要，然而却要在这里过起“食无肉”的日子。为

了抵挡这种贫瘠，他不得不让自己努力适应海产的

腥味，还对儿子发明的一种所谓的“芋头羹”大加赞

美，说它是一种“至味”和“美味”。这当然是一种幽

默，也是口腹极为虚空时唤起的味蕾的敏感。他觉

得无论是海物还是芋头羹，都有难得的滋味，要好

好品尝，就像品尝余下的一段人生。

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陈世旭在《大瀛海大自

在》中写道：在所有被贬谪海南的人士中，最为杰出

的代表对海南风俗习惯影响最大、最有成就的无疑

是苏东坡。居儋三年，苏东坡以他的巨大影响，化

风俗，启人心，对于儋州，对于海南，是一次文化上

的开疆拓荒，儋州因而成为全岛文化的中心。

这部文集在文学性的背后，又蕴含着深厚的学

术价值。作者们通过对苏东坡在海南的文学创作、思

想变化、政治活动等方面的深入挖掘，揭示了他与海

南的密切关系以及东坡文化在海南的传承与发展。

这些文章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还提供了丰富的

历史资料和文献依据，使得读者能够在了解苏东坡的

同时，也能对海南的文化历史有更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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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柔和地洒落在盛开的三角梅上，鲜艳的

花朵与海口三环书苑的静谧相得益彰。书苑内这

本装帧极为精美，函套设计古色古香的《云散月

明：苏东坡在海南》专题文集已然成为焦点，吸引

着每一位读者。

该书主编之一、南方出版社总编辑古莉介绍，函

套最外面的图案来自苏东坡献给海南的第一份礼物

——浮粟泉，这口井至今仍然泉流不竭。当时苏东坡

刚到琼州（海口），尚未抵达儋州，自己还没有着落，首

先考虑的是帮助当地百姓解决饮水问题。如今看来，这

口井是关于“苏东坡在海南”主题一个极好的象征和隐

喻，如同凿井，苏东坡开显海南文脉，是文化上的开疆

拓荒者。这份恩德，如同井水，至今还滋养着海南。

“为此，我们用工艺模拟了井口的外形，又将

泉水的特征手绘出来，为了表现泉流至今不断的

生命力，还使用特殊工艺表现出波光粼粼生动的

质感。”古莉说，视觉的焦点则是斗笠与书的组合

图案。“这是我们对苏东坡在海南形象的提炼。当

这组图案嵌套进函套的井口，就完整表达出了我

们对这位伟人的敬意。”她说。

打开函套，映入眼帘的是一抹强烈的绿色。

“绿色既是海南的地域特色之一，也象征着海南文

化自东坡之后焕然一新的旺盛生命力。苏东坡无

地可居时，在桄榔叶上书写《桄榔庵铭》。我们仿

制成了微缩版的树叶书签，以纪念他在这里的艰

难岁月。”古莉说

苏东坡这样评价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

州儋州。”《云散月明：苏东坡在海南》的扉页用了三

个书法笔画，分别选自苏东坡在黄州、惠州、儋州所

写的书法作品。它们的排列，不仅与北宋地图中这

三个贬地的地理位置相对一致，还能从中试图捕捉

苏东坡当时不同的遭遇和心境。黄州时从天而降如

断线风筝，惠州时先生春睡美，儋州时跌到最深谷又

重获新生。其中，儋州的这一笔，笔锋提起，连接了

海南岛与中原大陆的地脉，同样用绿色代表了生机。

书法是中国古人的表情，能直观地让人感受

到书写者当时的心境。该书还穿插了大量的书

法作品，试图在作者们理性的文字表述之外，展现

苏东坡当时感性的一面。例如，乌台诗案前后，用两

封苏东坡与友人的信件对比，以及记录定惠院月

下独行的字迹潦草的诗稿，来感受乌台诗案给当

时苏东坡在待人待己上带来的变化。

“所有造型、选材、颜色、插图、旁注等，无不围

绕着文字内容，从不同的侧面，生动展现了苏东坡

与海南的缘分。”古莉说。

东坡诗文诵读会
亮相“共读半小时”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吴雨倩）近日，海南省

图书馆以“共读半小时，致敬苏东坡”为主题，举

办东坡诗文诵读会，参与粤、港、澳、桂、琼五地公

共图书馆联合共读半小时活动。

粤、港、澳、桂、琼五地公共图书馆共同举办

“共读半小时”，以“7+N”形式举办，所谓“7”，就是7
个共读主会场，地点分别设置在深圳、广州、东莞、

香港、澳门、南宁、海口。而“N”：就是N个共读点，

包括各级各类图书馆、书城、书吧、书店、学校等。

海南省图书馆“共读半小时，致敬苏东坡”诵

读会是海口主会场。诵读会以东坡关于读书、劝

学、文献保护的诗文为主题，聚合了东坡读书、东

坡海南作品及其他诗文名篇，并以朗诵、唱诗、讲

解、书法捐赠等形式致敬苏东坡。

李公羽与学子分享
苏东坡的处世哲学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吴雨倩）近日，海口市

海景学校邀请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海南省

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作主题为《面对困难和

压力，看苏东坡的顽强、智慧与快乐》的专题讲座。

李公羽重点介绍苏东坡在海南三年间，面对

生活艰苦、条件简陋、政治压力、身体病痛等困难

情况，坚持自我调适心情，“食芋饮水，著书以为

乐”，在文学、思想、哲学等方面创作大量经典作品，

在劝农、劝学、劝医和劝和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同时，在如何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增强意志

情怀等方面，李公羽列举苏东坡诸多实例，并且

以苏东坡在黄州所作《定风波》、在惠州所作《记

游松风寺》和在儋州所作《观棋》，与同学们共勉。

省琼剧院打造清官
嘉言懿行系列琼剧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吴雨倩）近日，清官嘉言

懿行系列琼剧剧本研讨会，在海南省琼剧院举行。

据了解，经过半年多的准备，由琼山区文化

馆馆员周柯担任编剧的《王佐》《张岳崧》，以及省

琼剧院四级编剧陈保良担任编剧的《邢宥》三个

小琼剧剧本已成型，三个剧本风格迥异。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和学者认为省琼剧院以

深挖本土历史名人的事迹和廉洁文化建议资源

为载体，着力扶持本土编剧，是解决我省琼剧编

剧人才断层的有效途径。三部琼剧以王佐、邢

宥、张岳崧这三位海南籍著名的清官廉吏为题

材，颂扬他们体恤百姓、秉公用权、廉洁修身的精

神品质，形成清官嘉言懿行系列，将为“文化进万

家”和“琼剧进校园”等琼剧惠民演出活动注入崇

廉尚洁新风。同时针对主题立意、叙事结构、人

物刻画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剧本创作指导、省琼剧院一级编剧陈涣（陈

艺天），拟聘导演、一级演员、导演王东昌分别介

绍了创作背景及舞台呈现构想。

据悉，清官嘉言懿行系列琼剧《邢宥》《王佐》

《张岳崧》剧本经过修改完善，将立即投入二度创

作，计划于5月底与观众见面。

“手绘华南”线下
文旅体验活动启动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吴雨倩）近日，华南地

区图书馆联盟启动为期三个多月的“手绘华南”

线下文旅体验活动，通过手绘印章的形式，将海

南、广东、广西地区的主要城市形象展现出来，让

读者通过集章与各个城市产生连接，并同步推广

各地优秀的阅读资源。

本次“手绘华南”线下文旅体验活动是公共

图书馆界践行保存和传播城市文化职能、助推文

旅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这项活动推出的手绘印

章囊括了华南三省区39个地级市，每个印章画面

都融合了该城市的地标建筑及人文历史元素，设

计精美，各有异趣，让读者能够感受到每个华南

城市的文化特质。

古色古香古色古香、、寓意浓厚的书面设计寓意浓厚的书面设计，，传传
达出对东坡先生最大的敬意达出对东坡先生最大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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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文旅部共同推介
38部文旅主题电视节目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记者白瀛）国家

广电总局宣传司、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25日
在京共同向社会集中推介《中华文明地标》《我们

的国家公园》《花儿绽放·乡村季》等 38部文旅主

题的综艺、文化、纪录、动画等电视节目，以丰富

电视大屏内容供给，助力文旅发展。

本次推介节目分为三个篇章。“风物大地”篇

包括《还有诗和远方》《千年徽州》《2024中国礼·

陶瓷季》《我们的国家公园》等 13个节目，通过人

与大地、自然、物产的深入接触，展现气象万千的

中国风貌；“文明之光”篇包括《中华文明地标》

《最美中轴线》《文运中国》等13个节目，通过探访

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文明遗址、文化遗产，展现

中华文明跨越时空的魅力；“活力相约”篇包括

《花儿绽放·乡村季》《极限挑战》《我在岛屿读书》

等 12个节目，以行进、纪实等手法，展现多彩生

活、人间烟火和人们对心灵家园的向往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