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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一周】

近年来，广东高度重视岭南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
工作，2021年提出要建设10个岭
南书院；2022 年提出深入实施岭
南文化“双创”（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工程，并在扎实推进文化
强省建设大会中明确为文化强省
建设“六大工程”之一，进一步加
大文物保护利用力度、完善非遗
保护体系，推动岭南文化焕发新
的时代光彩。

文化强省建设进行时，各地
各部门纷纷从自身实际出发，为
广东文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答
复函》提到，持续推动书院文化遗
产“活起来”，推出以学宫书院为
主题的广东省历史文化游径，鼓
励各相关文博单位开发有特色、
有内涵、制作精良的书院主题文
创产品。包国滔认为，“在游径中
惠州能呈现什么？”是惠州落实这
一工作的重点。

盘点惠州境内与儒学教育及
科举制度相关的建筑，除丰湖书
院外，还有归善学宫、宾兴馆等。
过去，惠州学院为丰湖书院重建
工作，主动挪校，成为一段佳话，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丰湖书院与
惠州学院两者融合，搭建一道古
今桥梁，游客在丰湖书院游玩后
到惠州学院，丰湖书院为古，诗词
禀赋盘旋其中，惠州学院为今，铜
像、路牌呈现丰湖书院印记，科技
手段或特色动漫展现丰湖书院历
史。对游客的吸引力是否更大？”
包国滔说，同样倘若惠阳高级中
学可为学宫挪位，那么四者中可
以搭建多条故事线，一是学院与
学宫间的区别，二是丰湖书院与
惠州学院、归善学宫与惠阳高级

中学，多维度呈现惠州特色故事。
在故事呈现上，包国滔认为丰

湖书藏可成为一大亮点。“丰湖书
藏是丰湖书院一大历史结晶，在岭
南文化发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包国滔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丰湖
书藏的辉煌已成过去，但在活化过
程中可重点呈现。他建议相关政
府单位可由丰湖书藏目录切入，发
动各界力量搜集目录，按照目录搜
罗原本或拓本，选取符合时代旋律
的在丰湖书院内呈现。

在关建人看来，让丰湖书院
“活起来”，当务之急是完善丰湖
书院周边基础设施建设，丰湖书
院作为具有惠州文化特色的标志
性建筑，要让市民愿意走进来，做
好景区建筑的文化布展工作，提
高丰湖书院的利用率，丰富其文
化内涵。其次，丰湖书院还有像
伊秉绶、梁鼎芬等人留下的“文化
踪迹”亟待挖掘，要把这些“养在
深闺人未知”的文化故事活化，打
造多样化的特色文化IP。

记者了解到，根据惠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2022年工作部
署，今年该局将重点推进中山公
园和丰湖书院两大提升工程。力
求将丰湖书院打造为西湖风景名
胜区皇冠上的“明珠”，使其成为
惠州名副其实的文化地标。

目前，惠州市文化部门正在组
织开展丰湖书院文化内涵提升工
作，全力打造书院博览馆，室内陈列
布展项目将在今年完成并对外开
放。为进一步丰富陈列布展内容，
提供更多可欣赏、可阅读的书院故
事，日前，由惠州市博物馆牵头对外
征集有关丰湖书院的典故及名人故
事，现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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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祐二年（1254年），惠
州太守刘克纲改聚贤堂
为丰湖书院，该书院逐

渐发展成为宋代广东书院制度
最完善、影响最广的书院之
一。历经近千年的变迁，丰湖
书院现位于惠州西湖丰湖岛
内，经重新规划建设，已基本按
历史恢复重建了丰湖书院门
楼、藏书楼、澄观楼等历史建筑
和其他人文景点，增建了博学
笃志、格物明德、丰湖书院等牌
楼为一体的书院景点建筑群。

近年来，广东高度重视岭
南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
利用工作。2021年，广东省委
省政府将岭南书院建设工作列
入广东省十件民生实事，并制
定了《打造岭南书院工作方
案》，惠州丰湖书院被列为全省
重点打造的 10 个岭南书院之
一。今年 6月公布的《广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关于省政协第十
二届五次会议第 20220931 号
提案答复的函》（以下简称《答
复函》）提到，10处岭南书院目
前均已配置3000册以上图书，
也已组建书院发展议事机构，
初步配备管理人员，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队伍、师资队伍等。

作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广
东岭南书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今年惠州重点推进中山
公园和丰湖书院两大提升工
程。在丰湖书院提升工程上，惠
州力求将其打造为西湖风景名
胜区皇冠上的“明珠”，使其成为
惠州名副其实的文化地标，进一
步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加快
文化强市建设进程。

“我十分喜欢岭南文
化，受我的影响，孩子对
岭南文化也非常感兴趣，
于是一起来了。”8 月 28
日下午，“丰湖讲堂·惠州
志”启动仪式暨首讲活动
在惠州西湖澄观楼举行。
活动报名信息一发出，惠
州市民刘先生第一时间报
名。他表示：“一个多小
时听下来，受益匪浅。讲
堂的开办，不仅增强了惠
州的文化底蕴，也能让惠
州人更了解惠州及岭南文
化。”

现场，惠州市委宣传
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刘益
明介绍，惠州市委宣传部
以“文脉绵绵 书声琅琅”
为主题，开展2022年岭南
书院·丰湖书院系列文化
活动，“惠州志”活动是丰
湖书院系列文化活动的重
头戏，也是惠州市建立政
府和高校共建共享长效机
制、常态化开展系列文化
活动、创造性开拓文化惠
民新途径的一次深入探索
和实践。

当天，惠州学院东江文
化研究院院长、著名岭南文
化学者关建人以《承前启后
的岭南文化》为主题，正式
拉开讲堂的系列活动序
幕。关建人以亲历者的视
角和现场观众进行了细致
的沟通，从岭南文化的属
域、形成、特点、传承四个方
面展开论述，全面、深切地
诠释了岭南文化西江学派
的来龙去脉，赢得现场观众
阵阵掌声。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9
月将分别邀请广州岭南文
化研究会会长江冰和广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
劲到丰湖书院开课，按照规
划，也将邀请广东著名艺术
家、《七十二家房客》的主演
林星云（鸡公福），小林漫画
创作者林帝浣，清华大学欧
美同乡会秘书长、“EIC启
德教育”总经理李朱等嘉宾
到丰湖讲堂开讲，开课时间

等情况也将第一时间公布
给市民知晓。

“文化因传承而永恒，
城市因文化而扬名。”关
建人说，“丰湖讲坛”是惠
州岭南书院·丰湖书院建
设工作的一项“重头戏”，
惠州的文化惠民之路绝不
止步于此。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
到，全面打造“丰湖讲堂”
IP，开展系列讲学、培训、
授课活动，是活化丰湖书
院千年文脉、高标准推进
岭南书院·丰湖书院建设
的首要环节，也是惠州贯
彻落实广东省委宣传部关
于打造岭南书院工作部署
的具体体现。

按照部署，惠州市委
宣传部统筹指导岭南书
院·丰湖书院建设，发挥
全省打造岭南书院的平
台、纽带作用，积极探索
政府、学校、社会共建共
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创新长效机制，常态
化开展文化品牌系列活
动，创造性开拓文化惠民
新途径。惠州学院作为丰
湖书院的承接者，自办学
以来就以“传承丰湖书院
千年文脉”为己任，该校
着力打造推崇文教、跨越
时空的“丰湖书院”文化
品牌建设，广纳各方知名
学者和文艺名家，协力推
动岭南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
丰湖书院打造成为惠州文
化新地标、惠州城市形象
新客厅，助力惠州文化强
市建设工程。

2022 年，惠州学院受
惠州市委宣传部委托，惠
州学院东江文化研究院院
长关建人携团队，深入参
与岭南书院·丰湖书院历
史 文 脉 研 究 ，着 力 打 造

“丰湖讲堂”和“丰湖书院
文化名人学术研讨会”等
品牌，推动岭南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
发展。

“丰湖书院作为岭南 10大书
院之一，与岭南文化的发展同命
运共兴衰，在岭南文化整个发展
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透
过丰湖书院的发展，可以从侧面
看到岭南文化的发展脉络。”惠州
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专任教师、
历史学副教授包国滔说。

据惠州市档案馆资料，宋代社会
上兴起大办书院的潮流，丰湖书院随
此潮流创办。南宋淳祐四年（1244
年），惠州太守赵汝驭在惠州西湖银
岗岭建聚贤堂，以纪念唐、宋以来对
惠州经济文化最有贡献的寓贤陈
偁、苏轼、唐庚、陈尧佐、陈鹏飞、留
正、许申、苏过、陈瓘，以及乡贤古成
之、张宋卿、陈焕十二人，因此得名

“十二先生祠”。聚贤堂的主要功能
是通过对先贤的定时祭祀，体现对儒
家文化道统的尊崇和继承。

宝祐二年（1254 年），惠州太守
刘克纲改聚贤堂为丰湖书院，“以
堂为夫子燕居，塑豫章先生像于晞
是堂。别为十二先生祠于堂之
后。又于其西构六君子堂，其南辟
四斋，又南立三门。简生徒有志向
者讲习其中，以州学教授兼山
长”。至此，丰湖书院在规模、功
能、制度等方面更趋完备，由此开
启了其作为惠州儒学教育重要场
所的历史。

在宋代，丰湖书院不但代表了
惠州书院的最高水平，也是岭南书
院的典型代表之一。中国图书馆
学家杜定友在《广东文化中心之今
昔》中指出，宋代广东正式书院“以
南宋嘉定间之禺山书院、番山书

院、相江书院、丰湖书院为最善”。
清代名士、岭南第一才子宋湘所撰
的丰湖书院门联“人文古邹鲁，山
水小蓬瀛”，也是其历史文化的绝
妙写照。

历史上，丰湖书院虽几经沉浮，
但为惠州、广东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
优秀人才。“古时民间学习的地方主
要有两种：一是书院，二是学宫，相较
于学宫而言，书院更加推崇创新、价
值导向以及文化氛围的渲染。”包国
滔说，这也营造了后来惠州走出廖仲
恺、邓演达、叶挺革命先进人士的文
化氛围，为岭南文化增彩。

进入 20 世纪，丰湖书院先后
成为惠州中学、广东省立惠州师
范学校、惠阳师专等学校所在地，
1993 年成为惠州大学的一部分，
2000 年，惠州大学更名为惠州学
院，迁至金山湖校区办学。惠州
市政府将丰湖原址按清代丰湖书
院风格进行重建，于 2013 年对外
开放。

惠州学院高度重视丰湖书院
文化传承，不仅在校园建有书院
文化区、丰湖园景区和丰湖书院
匾额楹联门楼等景点，而且从丰
湖书院的文化中升华出校训“敦
重明辨，求真致用”和校风“阆苑
储英，人竞向学”，并以惠州文化
研究院、东江大讲堂、丰湖教育论
坛和丰湖书院文化沙龙等为载
体，弘扬教化育人的学府精神，向
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迈进，已
成为广东教育一支重要的力量，
为广东经济、文化建设输送了大
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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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湖书院内部图

8 月 31 日，惠州仲恺高新
区11所新建、改扩建学校投入
使用，新提供约1.6万个优质公
办学位。

日前，惠州印发《惠州市全
民 健 身 实 施 计 划（2021—2025
年）》，提出 2025 年实现城市 10
分钟健身圈全覆盖。

8 月 25 日，文化和旅游部
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惠州
水东街入选。

2022 年女排亚洲杯于 8 月 21 日至 29 日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国队派出以国青为班
底的新老结合阵容出征。其中，惠州妹子王逸
凡作为主攻，并担任队长领衔出战。（林海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