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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文脉惠州文脉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自东坡南渡，文明孕育吾邦。”
这是抗战时期惠阳县立第一中学（今
惠州市一中）的校歌，此为歌曲头一
句，总结了惠州文脉因东坡而兴，延
绵千年。

900多年前，宋代大文豪苏东坡
谪居惠州，创作诗词丰富惠州文化内
涵的同时，也十分挂念惠州的发展，
曾写信给友人说：惠州“风土不甚恶，
亦有佳山水，而无佳寺院、无士人、无
医药”，期待鹅城人文早日兴盛。

虽已过近千年，但东坡这一心愿
惠州一直铭记着，2019年 11月 22
日，惠州市委市政府与羊城晚报报业
集团联合出品大型人文周刊《惠州文
脉》，以新闻为眼，文化为脉，挖掘并
梳理惠州千年历史文化，鹅城文化脉
络清晰可见。

今年，惠州再度牵手羊城晚报报
业集团，在《惠州文脉》创立一周年之
际，借助羊城晚报岭南文化大报的影
响力，同时启动“2020年惠州文脉·
花地西湖文学榜”和“惠州市文化智
库”两大活动，在传续东坡惠州情的
同时，邀请了13名文化建设综合类
专家顾问委员和12名文史类专家顾
问委员，组成惠州市文化智库，希望
借力“外脑”提升惠州文化建设科学
决策能力和水平，更专业地讲好东坡
文化故事，为惠州建设国内一流城市
提供文化支撑。

惠州成立文化智库
承东坡之愿兴鹅城文化

东坡寓惠，文脉千年

惠州在隋唐时代就已是粤东重
镇，素有“岭东雄郡”美誉，象征着历
史上惠州在岭南地区的重要地位。
可惜，由于历史原因，这一美誉被遗
忘在历史长河中，甚至还有不少人质
疑：惠州地处岭南，何来岭东雄郡之
说？眼前这位七旬老者，两鬓斑白，
背靠藤椅，双眼微眯，语速缓慢地向
记者解开这一疑惑：“‘岭东’和‘岭
南’概念不尽相同。晋·裴渊在《广州
记》中说，大庾岭、始安岭、临贺岭、桂
阳岭和揭阳岭，是中国江南最大的五
座横向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
的分水岭，史称‘五岭’。而五岭最东
者，是大庾岭，又称东峤岭，从地理位
置上来讲，惠州府
在大庾岭东部，属

岭东；‘雄郡’，是指地势险要、辖境辽
阔、人阜物丰的州或府，入隋后，惠州
是整个粤东地区的政治、行政、军事中
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也就是说，

‘岭南’泛指两广各州，而‘岭东’专属
惠州……”他就是惠州市岭东文史研
究所副所长何志成，也是惠州文化智
库成员，专注于研究惠州文史，40多年
来一直服务于惠州的文化事业。

在惠州文史界，何志成出了名的
“倔强”，就惠州重塑“岭东雄郡”一事，
从2016年起，何志成就在惠州两会上
提出提案，希望重新树立“岭东雄郡”

文化标杆，他建议选址朝京门等惠州
知名地理标志，连续几年，在不少公开
场合提出这一建议。今年 3 月，事件
有了进展，惠州在汝湖高速路口打出

“岭东雄郡”地理标识。对此，何志成
表示“还不够，还会持续关注、推动这
一事件”。

无独有偶，先前在惠州地标高榜
山上的高榜阁内，曾记载了惠州最有
代表性的五大事件，但令人尴尬的
是，这五大事件有不少内容与史实不
符。“这严重影响了惠州的形象。”为
此，何志成耗费了很长时间考证，向

相关部门呈现说明材料，经过一番努
力，错漏之处现均已订正。

出于热爱，何志成从2000年开始，
陆续把他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转化成文
字。2006年，他与惠州市老领导徐志
达、地方学者吴定球三人合著了一部历
史专著《惠州文化教育源流》，理顺了惠
州历史和文脉，荣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成为目前惠州最完备的
文史书籍之一。后来，他们三人又相继
纂辑了《惠州文征》上、中、下、外四编
(共约300万字)和《康熙惠州西湖志》

《惠州近代百年图录》等。
“研究地方史不容易，但总要为

后人留下点什么！”何志成说，以前惠

州明代之前的历史有缺失，据《宋史》
记载，惠州本地最早的地方志是南宋
时期的《惠阳志》，可在宋末元初被损
毁了。为此他遍览群书，一句一段摘
录与惠州有关的内容。经过他的不
懈努力，为惠州补充了约10万多字明
朝以前的历史资料。

年复一年的努力，逐渐奠定了何
志成在惠州文史界的地位，他也一直
在为惠州的文艺事业做贡献，本次被
纳入惠州智库，他表示：“有组织，以
后力量会更加强大，能够跟团队一起
为惠州提供专业的‘文化风暴’，推动
惠州文化事业更好更
快更专业的发展。”

百姓的苏东坡
特约撰稿/陈雪

1095 年夏天（宋绍圣二年），一场
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把惠州城淹成一
座孤岛，周边的万亩良田顿成茫茫泽
国。苏东坡站在合江楼上，目睹了疍
家移船，鸡狗上墙的走水场面，情不自
禁地写下了《连雨江涨二首》，真实地
记录了这次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扁舟
独棹，农舍倒塌，蚕桑尽毁，晚稻重插，
真可谓一片狼藉，满目疮痍。

幸天无绝人之路，同年秋天，补插
的晚稻获得了大丰收，惠州的百姓无
比虔诚地用各种庄重的民俗仪式祭祀
五谷祠的神祐，百姓们还没来得及好
好地享受这丰年的成果，麻烦事也跟
着来了。漕府下发征收徭役赋税的通
告明令，惠州当年的公粮任务须纳“六
万三千余石，乃令五万硕以上折纳现
钱，余纳正色。”这下可苦了惠州百姓。

丰年米贱，米贱伤农，可以想象，
五万石谷物换成现钱交税的老百姓，
要蒙受多大的损失？詹范太守的确是
位体恤百姓的好官，他拿着漕府的文
牒，四处奔走呼吁，申讫不要强迫农民
以米换钱，并向漕府提出能否让惠州
第二等以下的人户，在纳钱与纳米的
选择上“听从其便”。但皇粮国税，纳
钱纳米，不是地方官吏说了算，都得漕
府一锤定音，而漕府根本不把詹范太
守的申讫当回事。情急无奈的詹太
守，只好来找苏东坡。

苏东坡熟知朝纲律法及申讫程
序，他认为，要让漕府改变征缴方式，
只有通过巡抚大员来向朝廷反映东江
灾情。这个最合适的人选便是提点刑
狱程正辅。

程正辅又叫程之才，是苏东坡母
亲程成国的侄子。苏、程两人既有血
缘也是姻亲，但因苏八娘嫁入程家后
不幸早逝，父辈早已反目成仇，四十年
老死不相往来的苏、程两家恰如坚冰
一块。章惇作为当朝宰相，把程正辅
任命为提点刑狱派往岭南是有阴谋
的。他知道苏东坡与程正辅宿怨仇隙
的内幕，故特委他巡按岭南。巡按大
臣代表中央巡察地方，带着皇上整肃
和纠察地方官吏的尚方宝剑。苏东坡
是惠州安置的节度副使，有“安置”两
字的贬吏正好是管制和提点的对象。
让程正辅作为提点来打压苏东坡，正
是章惇借刀杀人的妙计。让章惇始料
不及的是，程正辅来惠之后，在詹范太
守的巧妙安排之下，苏、程之间却冰释
前嫌，和好如初。

潮湿的嘉祐寺内，昏黄的油灯下，
苏东坡铺开纸笔，开始给程正辅写
信。信是这样开头的：“某目见之事，
恐可以助仁政之万一，故敢僭言，不
罪！不罪！今来秋大熟，米贱已伤农
矣。所纳秋米六万三千余石，而漕府
乃令五万以上折纳见钱，余纳正色。
虽许下户取便纳钱，然纳米不得过五
千石元之数，则取便之说，乃空言尔。”

苏东坡把惠州的实际情况和漕府
的征令重述之后，便搬出朝廷的新行
役法作为依据：“监司宜共将傍人户令
易为征催，准条去移折变，委转运司相
视收成丰歉，务从民便。”苏东坡强调
了新役法中“务从民便”的根本宗旨，
农民应有选择“丰则纳米，歉则纳钱”
自由。而今的漕府硬性规定要把粮米
转成现钱，显然是违反了朝廷旨意。苏
东坡进一步陈述“岭南钱荒久矣，今年
又起纳役钱。”让农民连船整车载米入
城换钱交税，简直雪上加霜。他毫不讳
言地指出广东积弊带来的民生隐患：

“年年多纳钱，少纳米，则农民益困，岭
南之大患也。”鉴于上述情况，他恳切地
希望程正辅能为此事尽力周旋。

程正辅收到苏东坡的这封信，着
实让苏东坡敢为“庶几疲民，尽沾实
惠”的请愿所感动，更让程正辅感动的
是苏东坡流落他乡，居无定所，薪俸无
着，生活困窘，常需人接济钱粮以解无
米之炊。从未向他提过只字要求，却
对惠州百姓的事却如此关怀备至,挺
身而岀。两相对照，自己作为钦差大
臣受皇旨来惠巡察灾情，若不施以援
手，于公于私，于情于理又何以对得住
朝廷恩宠和衣食众生？

程正辅把东坡信中的内容整理成
奏折上疏，恩准后即抄文告通知州县：

“今年秋熟，恐米贱伤农，所以听从民
便，任纳钱米。”惠州百姓闻知奔走相
告，欣喜若狂。

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的一天，惠
州府衙的门口热闹异常。四邻八乡的
农民兄弟敲锣打鼓，结伴而来，有的带
着自己出产新米果蔬，有的抬着红榜金
匾，他们非要面谢这些为民请愿的州府
官员。此刻的程提点和詹太守有些心
酸，因为百姓们全然不知道，为他们争
得利益的苏东坡，正蜗居在嘉祐寺的潮
湿僧房里，为自己的一日三餐犯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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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东坡希望鹅城人文早日
兴盛，今日，惠州承东坡之愿，牵手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开展“花地·西
湖文学榜”活动，在深秋时节，邀请
全国文学大咖到惠采风创作。

同时启动惠州文化智库活动，
邀请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艺术研
究院中国设计艺术院院长潘鲁生，
中国著名文化学者、文化史学家、散
文家余秋雨等 13名国内知名文学
艺术家；惠州地方文史研究专家吴
定球，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
长何志成等 12名惠州本土文史学
家，组成惠州文化智库，以专业的站
位，提升惠州文化建设科学决策能
力和水平，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
化，为惠州建设国内一流城市提供
一流的文化支撑。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惠州文
脉》也是惠州文化智库中的一员。”
业内专家评论道，截至 12月 2日，
《惠州文脉》已出版44期，在挖掘惠
州传统历史文化同时，也在不断为
惠州的文化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比
如2019年 12月 20日，《惠州文脉》
曾整版报道《国内罕见！惠州深山
藏有多个沉香古树群》，深度聚焦沉

香产业，引起了各界对“惠州香”的
关注，并在2020年惠州“两会”上引
发热议，今年惠州市政协还对惠州
沉香展开专题调研，破解惠州沉香
养在深闺无人知的局面；2020年 1
月 10 日报道的《千年“丰湖书院”
再飘书香》直接触动了惠州重新思
考丰湖书院的活化问题，近期，惠
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还专门
召开丰湖书院充实文化内涵工作
座谈会；2020年 8月 7日整版报道
的《封闭多年的泗洲塔即将重开，
未来可登塔饱览“半城山色半城
湖”盛景》，为泗州塔活化打造成湾
区城市中央水上休闲区，重新对外
开放建言献策……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文化智库
将持续发力，就惠州文化领域发展
与改革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进
行调研、论证，并提出意见建议；围
绕惠州文化领域热点、难点和突出
的问题开展专题调研，提出对策建
议，为全市历史文化传承与创新、文
化产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文
化建设、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文化人
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或
帮助引入专业资源。

为什么惠州如此重视苏东
坡呢？“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
不敢小惠州。”从清代诗人江逢
辰的诗中，我们可以得到答案：
苏东坡的到来，大大提高了惠州
的历史文化地位，也促进了惠州
文化事业的发展。

东坡到来前，惠州文教长时
间处于尴尬境地：尽管山美水
美，但经济的相对落后和教育
卫生的欠发达，使惠州人文气

息稍弱，山水间无气韵生动、诗
情 缭 绕 韵 味 。 他 曾 写 信 给 友
人：惠州“风土不甚恶，亦有佳
山水，而无佳寺院、无士人、无
医药”，表达期待鹅城人文早日
兴盛。

在惠州期间，东坡以其伟大
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艺术才情，
在与惠州山水朝夕相对、目接神
与之中，发现了她独特的美态，
激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藉着对

她的吟咏而“一吐其堆阜灏瀚之
气”，为惠州山水的人文欠缺，
补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苏轼寓惠集》，东坡在惠
州940天，写下诗、词、文、信、书
画等 587 首（篇、幅），除惠州西
湖外，东新桥、西新桥、合江楼、
嘉祐寺、松风亭、白鹤峰故居、
罗浮山、白水山、汤泉等，凡杖
履所及，大都有作品留下，惠州
山水因此而“昭著于天下古今之

心目”，知名度迅速提升。
“以苏轼谪居惠州为缘起，

惠州和江浙、峨眉及粤北高僧大
德有了前所未有的频密交流。”
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所长吴
定球说，他们有的因东坡而亲至
鹅城，更多是书信往来,“这深
刻影响着惠州文教发展，产生于
交游活动的大量诗文书信，也大
大 丰 富 了 东 坡 寓 惠 文 化 的 内
涵。”东坡是惠州的文化名片，一直以来，

惠州都致力于讲好惠州与东坡的文化故
事，打响东坡寓惠文化名片，据统计，现
惠州还保存有王朝云墓、嘉祐寺及“两桥
一堤”等遗存，近年又先后斥资数亿元重
建东坡祠、合江楼等。

位于惠城区滨江东路的东坡祠，工
程规划总用地面积 3.36 万平方米，分惠
州苏东坡祠核心区、东坡纪念馆区、东坡
粮仓文化艺术创意区及游园休闲景观区
四大部分，陈列布展面积约 2000 平方
米，展品300多件（套），是国内展示苏东
坡文化较为丰富、展陈方式较多样、面积
最大的场所。

自今年1月份开放以来，东坡祠吸引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苏粉”，湖南常德的
游客杨女士就是其中之一，不巧的是，近
期东坡祠闭馆升级改造，杨女士吃了“闭
门羹”。豆蔻年华时，她读东坡的诗词就
为其豪气所打动，退休后，沿着东坡元素
的地方，先后去过黄州、儋州，“惠州也来
了好几次，但每一次都未能够将东坡元
素览尽，冲着东坡祠，我还会再来”。

记者了解到，在惠州苏东坡祠核心
区内，还通过情景再现等方式再现东坡
在惠州的故事。据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文化旅游体
育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惠州将着力把东
坡祠景区建设成为宣传惠州地方特色的
文化旅游景区，建设成为苏东坡研究基
地的平台，建设成为传承惠州文脉、凸显
城市文化底蕴的重点精品工程。

40多年如一日服务惠州文化事业

拟将东坡祠景区
建成文脉传承精品

一

东坡到来促进鹅城文教兴盛二

邀全国文学大咖成立文化智库三

惠州苏东坡祠

“一蓑烟雨任平生”，东坡雕像立于东坡祠内

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
副所长何志成：

【
文
化
智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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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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