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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说起荔枝，许多人第一时间便会想
到苏东坡。毕竟，这句在广东惠州写下
的著名诗句，让其成为了历史上最著名
的荔枝“代言人”。

在苏东坡的老家四川眉山三苏祠
内，也有一棵荔枝树，相传为苏轼离开家
乡时与友人共同所植，它饱含着苏东坡
的乡愁。千年过去，这棵荔枝树未能等
到主人归来已经枯亡，而后人在原址新
栽种的荔枝树已硕果累累。

仲夏初芒，三苏祠的荔枝又红了。
“东坡大家讲”第二季也将在荔枝树下全
新开启。7月4日，第二季“东坡大家讲”
首期邀请到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
副教授、东南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
主任李昕升，带来“‘东坡荔枝记’——漫
话荔枝古与今”的讲座。当天李昕升教
授还将与惠州、眉山的嘉宾，共话苏东坡
的荔枝情缘。

克服水土不服
东坡老家的荔枝树“奇迹”挂果

苏东坡与荔枝，一生有着不解之缘。
“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

归。”公元1068年，苏轼与友人在四川眉
山家中栽下荔枝树，并相约荔红即归，谁
曾想一去不能回。这棵家乡的荔枝树，
是苏轼无尽的乡愁。

为纪念苏东坡，在原树枯死后，三苏
祠于2007年在原址上又新植了一棵荔
枝树。经过精心呵护，这棵树在2017年
开始大面积挂果，而后每年都会结果。
按说，目前的成都平原气候温润，日照时
间偏短，是不适合种植荔枝的；即使存活
也难以挂果。可三苏祠里这棵荔枝树并
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年年长高，果
实也红了一年又一年。

有人认为是工作人员的精心呵护创
造了这一“奇迹”，但更多的人却愿意相
信这是苏东坡与家乡眉山的“双向奔
赴”，冥冥中自有天意。

那么东坡丹荔为何能够存活挂果？
李昕升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时表示，“眉山的气候不太适合栽
种荔枝”不能一概而论。他说，古时眉州
属成都府路，资料显示，唐代至北宋初
年，成都尚有荔枝分布，但到北宋后期，
随着气温降低，成都和眉山几乎没有荔

枝了。“至于为什么三苏祠内的这棵荔枝
树能够存活挂果，可能和今天的全球气
候变暖有关。”

从眉州到惠州
东坡鲜荔枝的“初体验”在哪？

既然东坡有诗记载眉山栽荔枝一事，
也就不免让人猜测：苏东坡是否在家乡吃
过荔枝？对此，李昕升分析，从气象学来
说，眉山处于荔枝种植的北缘，当地可以
种荔枝，但面积不大，似乎只有零星的种
植。李昕升认为，苏东坡兄弟在眉州生活
的时候，接触荔枝的机会并不多，吃过荔
枝、尤其是鲜荔枝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也

唯其如此，苏东坡到岭南初尝荔枝后，才
会格外激动，对荔枝极尽赞美。

公元1094年，苏轼赴任广东惠州。
在岭南，他爱上了这里的荔枝。宋时惠州
虽为蛮荒之地，但荔枝遍布全境。“国内外
学者一般认为，历史上广东荔枝不仅种植
面积大，品类也非常丰富。”李昕升说。

公元1095年，苏东坡在惠州首次吃
到新鲜的荔枝，鲜美的味道让他终生难
忘。他赞不绝口，即兴写下《四月十一日
初食荔支》。在诗中，苏东坡认为荔枝

“厚味高格两绝”，对其赞美已达到极
致。公元1096年四月，苏东坡受太守之

邀来到梌山“太守东堂”品尝荔枝，一连
写下《食荔支》二首。其中，“日啖荔枝三
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至今脍炙人口。

“因为这句诗，苏东坡给惠州荔枝打
了千年的‘广告’。但事实上，除了惠州
荔枝，苏东坡还在黄州、杭州、儋州等地
都写过荔枝，他可以说是荔枝的第一‘代
言人’。”李昕升说。

品荔枝听讲座
“东坡大家讲”第二季有滋又有味

被苏东坡偏爱的荔枝，究竟有何魔
力？在7月4日的讲座中，李昕升将重点
从苏东坡的荔枝情结、荔枝的栽植历史与
加工、历朝荔枝的发展、荔枝的世界影响
等多个层面进行全方位解读。此外，本期
活动还联动惠州，特别邀请到惠州市博物
馆和惠州市旅游协会的嘉宾前来参与。
讲座之后，李昕升将与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文博馆员翟晓楠、惠州市旅游协会副会长
李好，围绕东坡与荔枝展开沙龙对话。

文化分享结束后，现场还将进行三
苏祠荔枝的采摘仪式，并连同惠州荔枝
共同分享给观众。届时，封面新闻将对
本场讲座全程直播，不能亲临现场的朋
友可以登录封面新闻APP在线观看。

在东坡故里听东坡专家讲东坡，对
“苏迷”们来说，是一件既幸运又幸福的
事。2023年，第一季“东坡大家讲”系列
讲座活动，邀请到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
系主任李贵、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
授罗宁、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莫
砺锋、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莫林虎、复旦大
学中文系主任朱刚、中国国家博物馆研
究馆员朱万章、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周
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伍
晓蔓、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宗桂、52
集电视动漫《少年苏东坡传奇》编剧兼顾
问王晋川、《苏东坡的朋友圈》作者刘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等知名专
家学者，从各个角度解读苏东坡。

苏海浩瀚，说不完道不尽。今年，为
了进一步加强三苏文化的研究阐释和宣
传普及，“东坡大家讲”第二季将在7月4
日全新开启。此后，“东坡大家讲”还将邀
请更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用更丰富的
形式对东坡文化进行更广泛、更深度的传
播，带领大众共同拾贝“苏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越欣 李庆

“东坡大家讲”明日荔枝树下开讲
东南大学副教授李昕升将在眉山三苏祠漫话荔枝古与今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四
川作出过巨大贡献，沉淀了厚重的红色
革命文化资源。四川的革命先驱们有着
立党为公的政治底色。前有王右木、傅
烈传播火种、领导斗争，后有刘伯坚、赵
一曼、江竹筠投身革命、浴血奋斗。在艰
苦卓绝的岁月里，革命者淡泊名利、艰苦
朴素、不畏牺牲，用理想和信念树起廉洁
丰碑。

如何在一场展览中，一览革命前辈
的廉洁故事？7月1日，由四川省文物
局打造的“清廉本色——四川红色廉洁
文化线上展”正式上线。据了解，本次
展览以“清廉本色”为主题，运用3D建
模、VR全景技术设置三大展区，汇集四
川红色革命文物资源，深入挖掘其中的
廉洁元素，生动讲述廉洁故事，打造一
个“永不落幕”的廉洁文化展览，让观众
从革命前辈的清廉本色中汲取力量，筑

牢抵腐防线、守好清廉底线，永葆共产
党人政治本色。

点击展览链接，步入展厅，伴随着激
昂的音乐响起，主题墙上显现出不同字
体的“廉”字。此次线上展分为“革命理
想高于天”“人民利益重于泰山”“不忘初

心担当使命”三大篇章，以图文视频的方
式展示革命前辈的廉洁故事。第三篇章

“不忘初心担当使命”，以周永开、其美多
吉、春风村脱贫攻坚带头人王家元等人
物故事，展现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群众
放在第一位，筑起坚不可摧的“民心长

城”的感人画面。
据四川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线上展作为一次创新性的展览手段，不
仅在传播方式上进行了科技创新，更在内
容上深度挖掘廉洁文化内涵。为给参观
者营造身临其境的效果，线上展借助虚拟
现实技术（VR），打造了数字化沉浸式的
立体空间。通过各种技术“潮玩”，为党纪
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材料。

此外，展览通过跨馆联动+资源整
合新模式，集结四川博物院、朱德同志故
居纪念馆、邓小平故居管理局、赵一曼纪
念馆等14家展馆、档案馆、文保单位优
质资源，突破地域限制，以图片、文字、音
频、视频等不同形式呈现于展厅内。全
国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
设备，自主选择参观路线，沉浸式体验云
上观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打造永不落幕的廉洁文化展

“四川红色廉洁文化线上展”上线

“清廉本色——四川红色廉洁文化线上展”。 展览视频截图

李昕升，博士后，江苏高校
“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金牌学者。东
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
授、东南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中
心主任。兼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
究会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农学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
科技史学会技术史专业委员会委
员、江苏省农学会自然教育分会
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等。独著《食
日谈 餐桌上的中国故事》《中国南
瓜史》等专著六部，发表论文数十
篇，数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

三苏祠里挂满果实的东坡丹荔。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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