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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年前，大文豪苏东坡在眉山三
苏祠诞生。

1月10日，农历腊月十九，是苏东
坡986岁的农历生日。这一天，苏东坡
的老家——眉山三苏祠举办“寿苏
会”，准备了一系列紧凑又隆重的活动
为东坡先生庆生。

同时，寿苏会系列活动也正式拉
开了全省“东坡文化季”的序幕。接下
来，将有更多的精彩活动陆续举办，让
更多人了解这位千古文豪的一生，以
及他留给世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家乡人的生日“贺礼”
东坡阅读空间揭牌

在三苏祠南堂，有一块能与苏东
坡诗意相遇的地方，那便是东坡书
院。东坡书院是由眉山市政府和四川
大学联合打造的东坡文化新名片，于
2020年11月开放。

而在苏东坡986岁生日当天，眉山
家乡人民再为苏东坡献上贺礼——东
坡阅读空间正式揭牌，免费向公众开放。

此次打造的东坡阅读空间，是由
三苏祠博物馆采取“景区+图书馆”模
式，在东坡书院建设的集书籍阅读、读
书分享、美育课堂于一体的文化空间。

阅读空间的书籍设计1.4万册，以
三苏文化、宋代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方面的书籍为主，涵盖了三苏典
籍、历史哲学、文史古籍、文物博物、工
具辞书、书法绘画、儿童读物、研究论
著、传记小说、诗词科普等各方面，将为
强化阅读推广功能，构建“书香眉山”全
民阅读服务体系贡献出积极的力量。

在当天的揭牌仪式上，为给东坡
先生过生，四川省史志办、新华文轩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苏东坡文
化传播中心、丹棱县委宣传部等单位

分别捐赠了《四川历代方志集成》、三
苏文化及传统优秀文化相关书籍、《丹
棱文库》等众多书籍。

“山海联动”庆祝
海南“苏迷”带着椰子来了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海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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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
民众。1月10日，在眉山三苏祠举办
寿苏会的同一天，海南儋州也同时举
办寿苏会。

不仅如此，这一天，儋州东坡研究

会理事、海南苏轼文化教育基金会副
秘书长胡瑞一行还专程来到眉山为东
坡先生庆生，并献上了生日贺礼——
非遗宋朝龙泉青瓷礼器十八件。此
外，胡瑞还专门从海南带来了椰子、火
龙果、寿苏饼、海南省非遗黎族茶以及
柠檬，在东坡书院东坡塑像前祭拜苏
东坡。“东坡先生在海南期间，房前屋
后都种有柠檬。”胡瑞说。

这就是苏东坡。即使已过耳顺之
年被贬谪海南，不仅没有畏惧艰难的处
境，反而以乐观的人生态度生活，与海
南百姓交往并有所作为。他帮助百姓
治疗疾病，带领百姓弃旧习、务农桑，开
辟学府、讲学明道，培养出海南历史上
第一位进士、第一位举人，在海南的文
化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东坡先生对海南的影响太深远了，
作为资深‘苏迷’，这次能在东坡先生
986岁生日的时候来他的家乡看一看，也
是圆了心愿。”这一次，胡瑞还将红豆分
给大家，献给东坡先生以寄相思。“我们
希望无限春风海上来，这个无限，既是我
们彼此传递东坡先生的情谊，也象征东

坡先生的精神能照耀世界的每个角落。”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
川大教授开讲东坡文化

为弘扬三苏文化，打造坚定文化
自信的“眉山载体”，三苏祠以东坡书
院为依托，定期举办“东坡讲坛”，邀请
国内外三苏研究大家作专题报告，让
更多人深入了解东坡文化。

1月10日，在苏东坡诞辰986周
年这一天，“东坡讲坛”第一期正式开
讲。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舒大刚来到东坡书
院，以《东坡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为
题，从《一滴水：何为东坡文化》《一座
丰碑：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一座灯
塔：中华学术的创新发展》三个方面，
讲述了东坡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重要作用。

舒大刚说，苏轼是一位才情与见
识俱佳、道德与文章俱优的奇才。他
的成就是丰富的、多方面的，他们三父
子的成果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足以反
映中华文化之“博大”。东坡思想是璀
璨的、深刻的，在哲学、宗教、文学、政
治、军事等方面，皆有创造和创新，足
以见中华学术之“精深”。他在各个领
域取得的成就一道构成“东坡文化”现
象，这是千百年来他赢得各方人士喜
爱的原因，他是一滴生命之水、晶莹之
水。“生命之水，可以滋养万物；晶莹之
水，可以照耀万物。”舒大刚说。

为了让更多人走进这位千古文豪
的内心世界，了解苏轼的不朽成就，在
1月10日苏东坡986岁生日这个特殊
的日子，“东坡文化季”也正式启幕。沉
浸式主题讲坛、创意体验活动、东坡主
题展、东坡沙画视频……一系列文化
气息浓厚、有趣好玩的活动将陆续举
办，为大家带来东坡文化盛宴。

2023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十九），
是苏东坡986岁的农历生日。在这位大
文豪寿诞来临之时，各地文人和苏迷也
在用各自的方式给他“过生”。著名作
家、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蒋蓝在接受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畅谈
了苏轼的传奇人生和苏母的家风家
教。蒋蓝研究苏轼生平多年，去年他
和邵永义合著的《母仪若水润三苏：苏
母传》出版，今年他所著的《这样的苏
轼》以及《苏东坡传》也将和读者见面。

1月10日当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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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文
化季”活动也正式启幕，发布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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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人走进这位千古文豪的内心
世界，了解他令世人传颂的不朽成就。

千古一东坡
其影响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在东坡生日这天聊东坡，对狂热崇
拜苏轼的蒋蓝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
义。他说，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孔子的
生日我们会向他祭拜，还有在我们西南
地区，特别要注意两个人，他们的祭拜
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是诸葛亮，二是
苏东坡。诸葛亮在整个南中地区有很
大影响力，因为当年作为蛮荒之地的南
中受到诸葛亮的点化后，当地人只知有
诸葛，不知有孔子，这和我们的东坡先
生到达海南儋州一样，当时海南是不知
有孔子，只知有苏子。

蒋蓝认为，苏轼对包括中国西南
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包括海南岛，
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文化点染作用。

“所以1000多年来，他的生日一直受
到历代中国人的祭拜，这是非常合理
的。”就在苏轼诞辰前的1月7日，四

川省人艺公演了话剧《苏东坡》，该剧
受到蒋蓝的盛赞。“我觉得这是对苏
东坡最好的一个纪念，省人艺的艺术
家能够选择在疫情刚刚解除后，在东
坡生日前，把这样一个经过艰辛打磨
的话剧推出来，这本身就告慰了东坡
在天之灵。”

蒋蓝还说：“只要有中国人的地
方，必会有苏东坡的身影出现，他的诗
词歌赋、人生哲学均融入到了中国人
的生活。所以说，苏东坡的文化成就已
经不是一个文人的行为，它成为了中华
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坡高尚的人格力量
堪称中华文化道德典范

蒋蓝视苏东坡为偶像，也研究他多
年。聊到此时，这位作家激情澎湃地谈
起了自己眼中的苏轼。“我曾经在自己
的《成都传》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毫无

疑问，千古以来我最喜欢的一个文人就
是苏东坡’。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中就像
一片浩瀚的‘苏海’，从宋代开始，就有
人用‘苏海’来比喻他，正是因为他让我
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浩瀚。”

后世把苏轼称之为伟大的文学
家、政治家等等，蒋蓝说：“这是没有问
题的，但是我认为，苏东坡更多的是我
们中华文化道德典范。”

蒋蓝继而补充说：“为什么这样讲
呢？我想，面对诸多人生复杂的环境，
东坡身上体现出了那种强大、坚韧的、
超人、超然的人格力量。即便是在最
坎坷的时候，他的家国情怀让其毫不
吝啬地献出自己的智慧。他走过了70
多座城市，可能是有记载以来中国文
人中最健行的一个人。还有他为人的
光明磊落与公道正派，在70多座城市
都留下了他所体现出的中国人的生存
智慧和生命智慧。”

东坡阅读空间揭牌现场。

胡瑞从海南带来特产，到眉山祭
拜苏东坡。

苏东坡986岁生日
家乡眉山和海南儋州“苏迷”为他庆生

作家蒋蓝畅聊苏轼传奇人生：

他是一片“苏海”，让人看到中华文化的浩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越欣李庆

生日贺礼
东坡阅读空间揭牌

文化传承
“东坡讲坛”正式开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