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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苏会按传统习俗
腊月十九为东坡庆生

今年 1月 8日是苏东坡的阳历生
日，已经有很多网友在为东坡贺寿。不
过两天后的1月10日，是苏东坡的阴历
生日，很多传统活动也将在这一天展
开。阳历生日和阴历生日如此接近，也
让这位大文豪986岁的诞辰格外热闹。

三苏祠博物馆宣教处的轩园介绍，三
苏祠博物馆一直按照每年腊月十九庆祝
苏东坡的诞辰。“苏东坡的生日有两个，一
是在1036年的腊月十九，另一个就是
1037年的1月8日。但是因为古时候没
有阳历，所以我们就是按照阴历，也就是
每年的腊月十九作为苏东坡的诞辰。”

“寿苏会，我们这边按照传统习俗，还
是按照阴历来算，也就是每年的腊月十
九。”海南省儋州市海花岛苏东坡历史文
化艺术馆馆长马仲昌说。

“寿苏会”历史延绵900年
东传朝鲜和日本

“寿苏会”即苏轼的生日会，是纪念
他的传统活动，每逢农历腊月十九苏轼
诞辰日举行。自宋代起，历经元、明、清
和民国时期，迄今已有900多年历史。
三苏祠是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元代
改宅为祠以来，已成为苏氏后裔及社会
公众公祭祠堂。周云容称，三苏祠的“寿

苏会”起源于元代，每到农历腊月十九，
人们聚集三苏祠，燃烛焚香，敬献鲜花，
虔诚祭拜。

周云容介绍，“寿苏会”的规模在清
代发展到巅峰。“逐渐发展出相对固定的
仪式，比如在现场悬挂苏东坡的画像，供
奉东坡生前喜好的饮食，以及诵读他的
诗词等”。据了解，“寿苏会”活动不仅一
度风靡全国，还东传到朝鲜、日本，充分
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海外影响力。

紧凑又隆重
三大活动串联今年三苏祠“寿苏会”

1月 10日，就在三苏祠举办“寿苏
会”的同一天，海南儋州也会同时举办

“寿苏会”。“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
州。”儋州是苏轼仕途中最后一个谪居
地，这里同样有很多崇敬东坡的民众。
谈起两地“寿苏会”区别时，周云容说：

“眉山和儋州寿苏会有不同的形式，不管
是什么样的庆祝活动，都是各地对东坡
的纪念，从缅怀先贤这个角度讲，大家所
表达的情感都是相通的。”

周云容说：“1月10日，三苏祠的‘寿
苏会’没有繁复的仪式，但整个过程还是
非常紧凑和隆重的。我们上午9点开始
有一个祭拜活动，约进行半个小时。9
点半到10点有一个东坡书院主题阅读
空间的揭牌仪式，之后马上会举行东坡
论坛，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舒大刚

将以《东坡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为题，
讲述苏东坡的精彩人生。”

名人大讲堂“东坡文化季”将启幕
多位名家解读多面东坡

2022年，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
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
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承办的“名人大讲堂”提档升级，相继
举行了“考古季”“司马相如季”，并将于
2023年1月10日启幕“东坡文化季”。
此次“东坡文化季”特意选在这一天开
启，除了庆祝东坡的986岁生日，也准备
了诸多贺礼，并将于当天揭开神秘面纱。

无论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
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潇洒，
还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
落寞，抑或“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
难忘”的情深，苏东坡以一个大写的

“人”，成为世人心中的永恒。名人大讲
堂将邀请多位名家解读多面东坡，敬请
期待。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
品读东坡带来的精神力量

每年东坡诞辰到来时，各地都在为
他贺寿，很少有中国文人能像他这般，享
受如此高规格待遇。在周云容看来，这
是因为东坡先生在国人中一直有着崇高
的地位。“所谓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纪念
苏东坡也是坚定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一
个重要例证。”

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视苏东坡
为人生最大偶像，他每年也在关注三苏
祠“寿苏会”的举办。他告诉记者：“眉山

‘寿苏会’这几年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这
里我也祝他们今年能比去年办得更好！
让我们从纪念苏东坡、学习苏东坡中获
得更多更好的精神力量。”

袁庭栋说：“苏东坡是一个非常伟大
的人，他不仅仅是作家、诗人和画家，更
重要的，在他的笔下，家国情怀、民生疾
苦都刻画得非常之深。”他表示，读者能从
苏东坡的诗词中得到一种正能量的精神，

“每当我身处人生困难时刻，就会念着东
坡那首《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谁
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几句话让人受
到鼓舞，获得力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热
爱他、纪念他的最重要的原因。”

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
农历腊月十九卯时，苏东坡降生在
四川眉州眉山县城纱毂行的一个

“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诗礼
之家。

而2023年1月10日（农历腊月
十九），是苏东坡 986 岁的农历生
日。眉山三苏祠将在当天举行一
年一度的“寿苏会”，为这位大文豪

“过生日”。
同时，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

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
承办的名人大讲堂“东坡文化季”
活动也将启幕，发布一系列送给东
坡先生的“寿礼”，并将于今年1月
至 3 月举行一系列线上线下的相
关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位千古
文人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令世人传
颂的不朽成就。

记者采访了三苏祠博物馆副
馆长周云容、海南省儋州市海花岛
苏东坡历史文化艺术馆馆长马仲
昌、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提
前打探到今年寿苏会的亮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刘可欣

眉山三苏祠。苏东坡画像。

如果按阳历计算，2023年1月8日
是苏东坡986岁的生日。当天中午，常
州市姓氏文化研究会会长、常州市苏
东坡研究会原副会长、苏东坡第32代
后裔苏慎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采访时说，在常州，苏轼后裔给先
祖过生日的惯例是1月 8日，“每年这
天我们都会有一些纪念活动。今天上
午我刚参与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常
州市苏东坡研究会秘书长、苏东坡第
30代后裔苏东先生，主持了今天的纪
念活动。除了后裔，社会上喜欢苏东坡
的人也来参加活动，比如苏东坡晚年在
常州定居、终老的原址周围的一些老居
民，也闻讯赶来。”

苏慎透露，当天座谈的内容主要是
“梳理、回顾苏东坡在常州作出的文化贡
献，继承苏东坡身上凝聚的中华优良传

统。“大家彼此激励，各自做好事情，教育
子孙后代不给祖宗丢脸。”

江苏常州是苏东坡人生最后一个驿
站。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东

坡长途跋涉，与全家从海南流放地返归
常州，定居孙氏馆，并在这里度过了人生
最后的40多天。公元1101年夏，他在
常州辞世。

为了纪念苏东坡，常州建立了一座
苏东坡纪念馆，并于2015年开门迎客，
如今，这里也成为了常州的文化地标之
一。

有民间传说，苏东坡出生那年，眉山
一座原本郁郁葱葱的大山，不知为何突
然花草凋零、树木枯萎。后世便流传起
一句“眉山出三苏，草木为之枯”。中国
苏轼研究学会理事、眉山市三苏文化研
究院特约研究员、作家刘川眉接受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其实这
个说法并没有确切的记录和证据，“应该
是后人穿凿附会，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苏
东坡在大众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从眉山到常州，苏东坡走完他不平
凡的一生，成为中华文化星空上非常璀
璨的一颗明星，至今依然闪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苏东坡986岁生日
眉山和海南儋州明日将举办寿苏会

苏东坡第32代后裔苏慎：

常州后人座谈缅怀先祖

常州苏东坡后人为先祖庆生。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