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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环抱，绿水萦绕。池

塘里，夏荷含苞待放，东坡盘陀
坐像飘逸洒脱。入馆工作十
年，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
觉得，当天的三苏祠格外美丽
庄重、生机盎然。

11时25分，汽车在三苏祠
博物馆门口停下，习近平总书记
走下车，向周围的人群亲切问
好。

总书记的微笑一下子温暖
了陈仲文的心。“就像家里慈爱
的长辈，我心里那种紧张的情
绪顿时就消除了。”

“总书记一下车便注意到
了三苏祠门口高悬的牌匾。来
到前厅，总书记被一副对联所吸
引，并逐字诵读——‘萃父子兄
弟于一门八家唐宋占三席 悟骈
散诗词之特征千变纵横识共
源’。”

前院右侧，一棵千年古榕
树静静伫立，撑出一片夏日阴
凉。讲解员徐丽介绍，三苏祠
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
苏辙的故居，历经千年洗礼，不
少文物仍保存完好，可见当地
人对先贤很是敬仰，对自然也
心怀敬畏。

沿着石砖小路，仰头望去，
古树参天，硕大的树干延伸出
无数枝丫，苍劲有力。仔细看
去，树皮包裹下露出点点新绿

——千年古树还在努力抽出新
枝，焕发新芽。

三苏祠内陈列着“三苏”
塑像及苏家遗迹，收藏上万件
有关“三苏”的文物和文献资
料，是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
完好的“三苏”纪念祠堂。行
走其中，除各类文物古迹外，
一棵古树，一块牌匾，一处古
井，总书记都看在眼里。

在东厢房，徐丽向总书记
介绍了三苏祠自宋元明清到当
代的修建史，总书记又询问了
修缮方法、古法技艺。

总书记十分关心“4·20”
芦 山 地 震 对 文 物 古 迹 的 影
响。当听徐丽说“按照保护第
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 16 处
文物进行修复，政府投入近
9000 万元，耗时近 3 年，2016
年重新开馆”时，总书记露出
了微笑。

考察良渚古城遗址，造访
广州永庆坊，走进北京胡同，登
上平遥古城墙，总书记走过的
路，处处都彰显着文化情怀。
总书记来到三苏祠，让陈仲文
大受触动。他说：“总书记那么
忙，还这样关心我们的工作，关
心三苏祠的一草一木，一块牌
匾，一处题字。作为三苏祠的

‘守门人’，我更要像守护生命
一样守护它。”

三苏祠：三苏祠位于眉山市城区，是北宋著名文
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故居，元代改宅为祠。
祠内收藏上万件文物和文献资料。2018年1月，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三苏祠文化遗产保护荣誉证书，肯定
三苏祠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文化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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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

总书记逐字朗诵三苏祠对联
——习近平总书记在眉山市三苏祠考察回访记

考察点位

在东厢房，几幅竹石图吸引了总书记
的目光。苏东坡的名句“可使食无肉，不
可居无竹”，正如他的为官为人，正直、
清廉、豁达。

一枝一叶总关情。总书记对三苏
家训家风的细致询问让陈仲文感到，
总书记对三苏文化的浓厚兴趣和深厚
情感背后，更有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高度重视。

让陈仲文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2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

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
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基层文化工
作者明显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
提升显著。”

“总书记来咱三苏祠了！”6 月 8 日
下午，这个消息让往常幽静的祠堂沸腾
起来。未能见到总书记的副馆长黄建
拉住陈仲文和徐丽，不停地问：“总书记
看了哪？说了啥？”

同样激动不已的还有馆员李艾芬。

作为三苏祠博物馆年轻的工作人员之
一，李艾芬刚踏上工作岗位不久。她
说：“总书记的到来，表明他对我们基层
文博工作者很关心、很关注，这给了我
们莫大的鼓舞。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
人都在保护、传承、弘扬三苏文化。现
在，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不
负总书记嘱托，弘扬三苏文化，让三苏
文化代代相传，历久弥新，走向世界。”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静雯 成
博 王青山

六月仲夏，万物繁盛。
6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千载诗书城——四川眉山，

走进古祠风韵、文脉悠长的三苏祠。这里展陈着有关苏洵、苏轼、
苏辙的上万件文物和文献资料。在“唐宋八大家”中，“三苏”父子
占了三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
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从 18 岁参加工作算起，徐
丽已在三苏祠工作 40 多个年
头。“事实上我和三苏祠的缘分
远不止40多年。”徐丽说，她的
父亲在三苏祠博物馆的前身
——三苏公园里工作，“耳濡目
染，三苏文化早已融入我的生
命里、血液里。”

徐丽注意到，总书记曾在
多次讲话中引用苏东坡的名
句。谈到理想信念，总书记说
要“守其初心 始终不变”；谈
到清正廉洁，总书记引用“苟非

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谈
到治国理政，总书记说“为国不
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徐
丽心想，原来总书记和她一样，
也是苏东坡的“粉丝”，更感到
可亲可敬。

令她没想到的是，有一天，
她能够面对面向总书记讲解三
苏文化。更让她没想到的是，讲
解的过程中，总书记询问的内容
之细、涉猎之广，让她这个“三苏
通”感到惊讶，“不少内容总书记
比我们了解得还要深入。”

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门人”

总书记的提问让“三苏通”感到惊讶
在三苏祠飨殿背后，有一口古

井，相传为三苏时代苏家的饮用水
源。“唐宋八大家中三苏父子占有
三席，当地老百姓因此认为这口井
的井水能够滋养文脉。”一边听徐
丽介绍，习近平总书记一边向前俯
了俯身——沿井口两三米深就能
看到水，历经千年也不枯竭。徐
丽告诉总书记，在她小时候，因为
取水不便，附近的居民都喝这口
井的水。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
源头活水”，这是5月27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说过的话，徐
丽印象深刻。“我当时就想，这口古
井，不正象征着三苏文化，源源不
断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家园，为我们
提供源头活水吗？”

这活水，也浸润滋养着一代又
一代眉山儿女。现在，有了总书记
的勉励，徐丽更加充满斗志。从公
园到博物馆，三苏祠的知名度越来
越高，每年有100多万海内外游客
来三苏祠参观游览，一睹“一门父
子三词客”的风采。

不负嘱托弘扬三苏文化

三苏祠博物馆。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华小峰 摄

“我做讲解员40多年了，接待
了无数游客，但从没想到有一天能
当面给总书记讲解三苏祠，真的感
到无比的荣幸。”回想起 8 日的经
历，徐丽仍然有些激动。“在讲解过
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传
统文化和文物保护的重视，这让我
十分感动。”她说。

18岁时，徐丽来到三苏祠担任
讲解员。之后随着业务能力的提
升，她还开始负责文物保护和文物
研究工作。但即便如此，她仍坚持
讲解工作。

这40多年，徐丽亲身参与和见
证了三苏祠的变迁。“从刚上班到
现在，三苏祠变化太大了。”她说，
最初，眉山市民对三苏祠的认知就
是一个公园，后来随着文物陈列工
作的进行，三苏祠博物馆的功能更
加全面和凸显，三苏祠在市民们的
心中才慢慢转变为真正的文物保
护机构。

不仅如此，数十年间，三苏祠
的文物展陈变化也让徐丽记忆深

刻。“2006年，三苏祠新开辟了三苏
纪念馆，专门陈列展示‘三苏’生平
事迹和成就。而古祠堂区的历史
本貌再次完整展现了出来。”2013
年“4·20”芦山地震后，三苏祠进行
了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整个祠堂
和纪念馆的展陈再次全面提升。
不仅如此，随着式苏轩的建成，文
物陈列有了更好的场地和条件，尤
其今年举办的《吾家东坡》文物特
展，让东坡文化更好地走进了寻常
百姓家。

“身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我倍
感振奋，压力在肩。”徐丽说，要讲
好东坡故事，不仅是通过口头讲
述，还要与三苏祠的古建筑、文物
展陈、多媒体创新等结合起来，更
加“润物细无声”地把三苏文化传
播出去，浸润给游客。“我将牢记
总书记的嘱托，立足于本职工作，
继续讲好东坡故事，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
越欣李庆

给总书记讲解三苏祠的徐丽：

继续讲好东坡故事
让三苏祠文物“活”起来

6月9日晚上7时，眉山三苏纪念馆多功能厅，大家正在收
看《新闻联播》。坐在第一排的讲解员徐丽，更是感到意义非
凡。因为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苏祠考察时，她全程给总书
记进行了讲解。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
四大家”，三苏祠为何能走出三个
大家？6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三苏祠考察时，一语道破：家风
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
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
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
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
之才。

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十
分认同。他说，苏轼一身清风正
气、一生刚正不阿，同样苏辙在散
文上的造诣，都与其家风家教密不
可分。

陈仲文介绍，苏家家教甚严。
在苏轼、苏辙很小的时候，苏洵就
亲自教导两个儿子读书。他经常
说，作文章“皆有为而作”“如药石
必可以伐病”，要能解决实际问题。

苏轼的母亲程夫人也教子有
方，曾教他读《后汉书·范滂传》，要

苏轼以“能死直道”的范滂为榜样。
苏轼也将这种家风家教传承

给后代子孙。苏轼有三个儿子，皆
恪守做官先做人的道理，风骨卓
然。

苏轼曾在他的长子苏迈赴任
时，赠予他一方砚台，并亲手刻上
砚铭：“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
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
狱常思生”。他还教育儿子，要“爱
民如子、勤政廉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
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
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
的良好家风。

现在的三苏祠，也是四川省廉
洁文化基地。陈仲文说，一批又一
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在这里接受
文化熏陶，听三苏故事、品三苏家
风、学三苏为人做官之道。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郭静雯成博

三苏祠为何能
走出著名的“父子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