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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刻着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刻画符
号“贾湖刻符龟甲”、爱国将领辛弃疾唯
一传世真迹《去国帖》、元代著名书法家
赵孟頫临王羲之《兰亭序》真迹……说到
当下最火的展览，正在成都博物馆与观
众见面的“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
华文明”，自然名列其中。

据了解，自6月10日该展开幕以来，
观众的观展热情呈燎原之势蓬勃燃起，
据统计，短短一周预约人数已经超过10
万，其中80%以上为年轻观众，省内外游
客的比例更高达1:1。

伴随着居高不下的观展热度和入馆
流量，排队时间过长、展厅部分重要展品
观展过于拥挤等观展体验问题悄然而
至。6月19日，记者从成都博物馆获悉，
针对这些问题，成都博物馆紧急采取措
施，不仅延长开馆时间，还将调整门票预
约时段，增加公益讲解频次，给这场盛大
的历史文化溯源之旅带来便利。

延长开馆时间三时段可预约

据成都博物馆方表示，端午假期馆
内将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从假期首日（6
月22日）开始直到“汉字中国”展览结束
当天进行延长，以方便各位朋友合理安
排时间，错峰观展。具体开放如下：端午
假期（6月22日至6月24日）的开放时间
为9:00-18:30（18:00停止入馆）。

而自端午假期伊始，周日至周四的开
放时间调整为9:00-18:30（18:00停止入
馆），周五、周六的开放时间为9:00-20:30
（20:00停止入馆），周一闭馆。

此外，针对入馆排队时间较长的问
题，成都博物馆方表示将门票预约时段从
多时段调整为三个时段：9:00-13:00、
13:00-16:30、16:30-18:00。预约入
馆的观众将严格按照预约时段分批次引

导入馆，临时到馆的朋友也需预约后方可
按时段入馆。同时，成都博物馆方呼吁各
位观众务必按需预约、按时入馆，避免无
谓的时间消耗。

公益讲解增加云展内容推新

同时，针对各位朋友的讲解服务需
求，结合周末和节假日人流量增多等情
况，成都博物馆也将增加公益讲解场次。
从端午假期开始，将从之前每天两场增加
到每天七场，进一步优化和延长服务时
间。而据开展几天的观察，展厅里几处国
宝级文物的所在人潮最盛，容易产生拥
堵。成都博物馆方也表示特别设置了展
厅工作人员加强引导排队参观，在出口处
增设引导地贴，并增设了志愿者和安保人
员联动维护，避免发生安全隐患。

热展当前，在烈日中排队等候自然
也不是件易事。成都博物馆方表示，针
对暂未到场观展的市民，将持续在官方
社交平台发布展览预览、展览先看、观展
攻略、文创展示、盖章引导、图文解读、科
普文字、趣味说字、深度分析等多层次多
样式内容，让观众先在网络中先睹大展
风采，为后期安排出行做好“预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苏轼是一位性格极其丰富的文人，林
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将其称为“一个秉性
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
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
家，是酿酒的实验者……但是这还不足以
道出苏东坡的全部。”

苏轼受到儒释道三种思想的影响，他
旷达、潇洒，既不同于所谓“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更不是消极避世，而
是看淡了官场沉浮，看淡了个人荣辱，在
困境中反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那么，
苏轼的文化性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6月21日上午，“东坡大家讲”名家讲
座迎来第四讲，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莫林虎
将以“苏轼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在中国文化
史中的地位”为主题，在眉山三苏祠博物
馆带来现场讲述。苏轼的前辈及同时代
人如何应对时代文化困境？如何理解苏
轼文化性格中体现出来的文化自信与家

国情怀？莫林虎教授都将在讲座中一一
解答。封面新闻将对讲座进行全程直播。

莫林虎教授认为，苏轼家国情怀的养
成由家风家教开始。苏轼母亲程夫人给
少年时期的苏轼兄弟讲东汉史《范滂传》，
讲到范滂因同情百姓疾苦、抨击奸党豪强
而遭到诬陷，临刑与母亲的诀别，不觉“慨
然叹息”。苏轼对母亲说：“我长大了要做
范滂那样的人，你允许吗？”程夫人感动不
已，对苏轼说：“如果你能做范滂那样的
人，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母亲那样的人
吗？”在母亲的教诲下，“刚正不阿”“舍生
取义”“忠心耿耿”……一颗正义的种子深
深地埋在苏轼兄弟心中。

在准备迎考时，母亲程氏让苏东坡两
兄弟“日享三白”：即一撮盐，一碟生萝卜，
一碗饭。意思是为官者要体察百姓之苦，
甘于坚守平淡清廉。母亲的“三白”让苏
轼记忆犹新。在礼部考试中，苏轼以一篇

600余字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展示了他
关爱民众、民惟邦本的政治主张，深得考
官欧阳修、梅尧臣的赞赏。

苏东坡入仕途，便发出了“早岁便怀
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的慨叹，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即使是在天涯海角的儋
州，尽管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
无友，冬无炭，夏无泉”的日子，但他仍热
情帮助当地百姓，指导打井，劝农护牛。

苏轼将他对亲人的关爱、怀念也融入
作品中。他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里
写下脍炙人口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思考，把人
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纳入对宇宙人生的
哲理性追寻之中。在《江城子·乙卯正月
二十日夜记梦》中，他写下“十年生死两茫
茫。不思量，自难忘。”表达对妻子王弗绵
绵不尽的哀伤和思念。在6月21日的讲
座中，莫林虎教授将对苏轼文化性格中体

现出来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进行详细
讲解，敬请期待。

如果您也想来到现场，聆听莫林虎教
授带来的这场讲座，欢迎报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

明天到眉山三苏祠听“东坡大家讲”

莫林虎教授从苏轼的家风家教讲起

在封面新闻APP本条新闻下方
留言“我要报名”，前 10 位留言的朋
友视为报名成功，将获得前往眉山三
苏祠博物馆现场聆听讲座的机会。

报名成功的朋友将收到封面新
闻发出的短信，凭短信可于6月21日
9:00在三苏祠南大门集合，届时将由
工作人员统一带入讲座场地。

注：交通费用自理。
留言截止时间：6月20日18点。

报 名 方 式

“汉字中国”展览展出的刻符龟甲（距
今约8000年-7000年）。河南博物院藏

“汉字中国”开展首日的排队人潮。

延时开放、增加讲解场次、预约分流……

成博“汉字中国”为观展提供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