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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智库专家作客龙岗 助力城市文化发展

暑气氤氲着城市，
书香清雅而兀自散发美
艺之韵。近日，深圳市
龙岗区鹤湖品牌系列活
动“美谈——城市美育
讲堂”2023年度第二讲
《我们建构的建筑建构
了我们》在深圳·红立方
龙岗区青少年宫开讲。
主讲人、深圳市建筑设
计研究总院执行总建筑
师、深圳市勘察设计大
师冯果川带领大家领略
了世界建筑之美。

此前不久，该讲坛
首讲《时间缝隙中的精
灵——敬观深圳文物之
美》也在深圳·红立方龙
岗区青少年宫开讲。主
讲人望野博物馆馆长阎
焰带领大家走入时空，
回望过去，拨开厚重历
史帷幔，从缝隙中敬观
文物之美。

“美谈——城市美育讲堂”由
龙岗区委宣传部、鹤湖智库联合
主办推出，是鹤湖品牌系列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定位是汇集文
化名家智慧思想、面向市民的人
文艺术素养培育讲座，今年拟举
办 10场。讲座将邀请智库专家
作客龙岗，开讲诗词之美、自然之
美、文物之美、设计之美。“美谈”
的重要理念，在于以城市的美、文
化、精神和审美作为宗旨，从美的

视角，围绕诗歌、文化、园林、陶
瓷、摄影、设计等众多领域推动城
市文化的发展和审美的培育。

骄奢不忘思己任，躁乏不耐
读书香。“美谈——城市美育讲
堂”首讲《时间缝隙中的精灵——
敬观深圳文物之美》驻足历史一
瞬，呼唤着读者们沉气静心，通过
一件件珍贵的历史遗存，回望过
去，思溯千年时光；而第二场《我
们建构的建筑建构了我们》则将

建筑纳入阅读的范畴，建筑是历
史的记忆、时代的坐标，同时也是
凝固的文化，对建筑的考究便是
品读一座座文化碑石，发掘其蕴
藏的人文情怀与美好生活追求。

以历史为册，将文物作书，
品读文物、赏鉴建筑即是将一枚
枚未经打磨却真实存储着的文
化印记纳入怀中，带领市民读者
敬观深圳文物之美、建构意识的
自我、沉淀阅读之气。

2021年，龙岗区依托鹤湖智
库，凝聚文化名家力量，策划推
出美谈、鹤湖讲坛等重磅品牌活
动，邀请智库专家及国内文化领
域名家大咖，带领市民深入了解
中国考古、诗歌、城市浪漫美
学。此次的“美谈——城市美育
讲堂”是鹤湖品牌系列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今年，还将有 10
余场鹤湖讲坛和美谈活动陆续
开展，为这座阅读之城带去更多
维度的文化、艺术美学体验与更
有深度的品质“书香”之旅。

在“阅满鹤湖”系列中，后半
年的其余品牌活动也精彩纷
呈。鹤湖讲坛是“阅满鹤湖”系

列品牌之一，也是深圳市龙岗区
创新活化利用客家围屋文化资
源推出的高端文化品牌活动。
它以“鹤湖”精神为号召，“聚
贤、共话、知新”，依托鹤湖智库
智慧资源，链接国内外知名学
者大家及行业前沿，围绕时代
热点、城区文化建设重点及传
统文化发展关键点，投石问路，
共同探寻文化发展之新方式、新
格局，在提升市民读者的文化视
野和素养的同时，打造核心前
瞻、形式新颖、面向广泛的文化
阅读活动。

此外，鹤湖名家荐书活动将
在今年 11 月的深圳读书月开

展。活动以线上荐书的短、新、
快形式，邀请智库名家为市民荐
书、与市民共读，带领大家走近
鹤湖智库名家，一起感受阅读带
来的心灵之乐，和美之乐，智慧
之乐。名师大家倾情寄语，以专
业视角，深度挖掘文化宝库中的
一册册好书，无论是自然百科还
是客家研究，不管是数字文化还
是龙岗历史，从接地气的本地文
化聚宝拾遗，到高大上的前瞻科
学试触浅析，为因工作压力和生
活琐事而对阅读踌躇不前的市
民读者们提供一扇文化兴趣窗
口，借名家之声，让品质“书香”
萦绕龙岗。

“鹤湖智库从鹤湖新居开始走
到香港中文再走到红立方，鹤湖智
库到底能给龙岗带来什么？”在近
日“美谈——城市美育讲堂”的首
讲中，主讲人深圳望野博物馆馆
长，考古学者阎焰对这一提问给出
了自己的解释。他表示，鹤湖作为
龙岗核心的历史文化代表，自然而
然成为我们对龙岗智库文化的命
名符号。智库成立以来，除了鹤湖
智库之外，鹤湖讲坛、鹤湖国际海
报节、鹤湖书院等一系列创意文化
活动与高端文化建设都在积极打
造中。智库专家们的视野、学术研
究、成就，从文化顶层设计、政策制
定到文化运营、文化发展建议以及
文化传播等将全方位给龙岗带来
新的发展，未来的龙岗文化已经占
了先机。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客家故
地，龙岗客家文化深厚，传统文化
资源丰富。近年来龙岗大力推进
客家文物活化项目，打造、弘扬传
统客家文化，建设历史文物与现代
阅读交融辉映的文化创新方式，推
动传统客家文化在当今社会焕发
崭新活力。而鉴于此，鹤湖智库与
一系列讲坛、荐书活动将成为对龙
岗传统文化如何走向当下、走向未
来的全面智库支撑，连接客家老屋
旧时光与客家文化阅读新体验，让
更多年轻市民读者了解传统文化，
亦使垂暮之年的各种旧时文化繁
枝重盛。

接下来，除了“阅满鹤湖”品牌
阅读活动，龙岗区还将持续推出
悦·读龙岗系列活动，包括“龙岗大
讲堂”专家讲座、“遇见·阅读”科普
课堂、“一书一世界”户外阅读交流
项目、“乐读龙岗”全民阅读提升计
划、“喜阅龙岗”社区全民阅读行
动。不仅有大型历史文化讲座、以
人工智能和编程等前瞻应用为主的
科普课堂、文旅融合的户外阅读体
验，更有多样化、多层次、多视角的
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倾情呈现给广大
市民读者。今年夏天，以书香为
契，将炎炎烈日化作流火的诗篇，
觅一份专属阅读的甘爽，静心品味
美好生活，共赴“书香”龙岗的盛夏
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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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磨深度阅读品质 打造“阅满鹤湖”品牌

主讲人阎焰进行分享

“ 美 谈
——城市美
育 讲 堂 ”第
二讲现场

携手智库创新传统文化
全民阅读共赴书香之约

文/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陈
骁
鹏

林
海
生

图/

王
小
虎

东坡一生浮浮沉沉，
任过三品礼部尚书，风
光无限，在“乌台诗案”
后结束了政治生涯的风
光，却意外开启了文学
领域上的荣光，十年贬
谪凄惨生活中，他完成
文化人格转变，在黄州
留下了旷世之作《赤壁
赋》和《后赤壁赋》，在惠
州促农耕兴文教，留下
岭南荔枝著名广告词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
长作岭南人”。他架起
中原与岭南文化交流的
桥梁，影响深远，是唯一
一位入选法国《世界报》
“千年人物”的中国人。

广东文化强省建设
大会强调，要聚力实施
“六大工程”，强基固本，
守正创新，奋力开创文
化强省建设新局面。日
前，惠州在惠州博物馆
举办“打造东坡岭南文
化中心”研讨会，邀各方
专家，共议东坡文化活
化之道，共话其赋能城
市品牌之路，旨在推动
东坡文化与岭南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服务文化强省建设。

东坡作为北宋大文豪，爱游
玩山水，喜用笔墨颂风光，善将
情怀藏于笔墨间，细数其在惠州
创作的500多件作品，此类作品
比比皆是。

历史上，因远离庙堂，文教
欠发达，惠州是执政者让重谴之
人历艰思咎之地，因而又名“蛮
貂之邦”。

“乌台诗案”后，东坡被贬至
惠州，本应郁郁寡欢的他到惠
后，却发出“珍产骈南荒”的惊
叹。寓惠900多天，写下诗、词、
文、信、书画等 587 首（篇、幅），
山水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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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惠
州西湖。东坡所到之处皆有西
湖。东坡在《赠昙秀》中将丰湖
误作西湖，此后，文人雅士采风
唱和，将错就错称之为西湖。后
成就了“天下西湖三十六，惟惠
州足并杭州”的美名，也为惠州
西湖风景区成为国家5A级景区
奠定了文化基础。

东坡之后，不少文人骚客慕
名而来，把酒言欢，吟诗作乐。在
张友仁《惠州西湖志》所收录的

1400多首诗词文联中，题材内容
涉及东坡的约占 1/3。同时，东
坡写下“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
澜”名句，“玉塔微澜”成为西湖
十景之一，且影响了惠州近千年。

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副院长、教授，惠州市东坡文化
协会常务副会长申东城表示，被
贬惠州期间，东坡一点实际权力
都没有，于是他主动“和陶渊
明”，调节自己的情绪，开阔自己
的心胸眼界，学习陶渊明的一些
思想，更加注意观察身边的山川
风物，用心去体验生活，忘却烦
心事。

如若仔细梳理东坡文墨，可
发现东坡是个名副其实的“吃
货”。其存世作品涉及食材、食
品、食事之作多达1200多篇，不
仅如此，他还留下了代代相传的

“东坡”菜肴，其中以“东坡”命名
的菜肴有60多道。

“口福是人生的一大追求。”
凤凰卫视主持人、著名文化学者
王鲁湘表示，当年东坡被贬岭
南，在惠州第一次吃到了鲜荔
枝，这是他认为的人世间最好的
美味。他转念一想，万里迢迢被
贬至惠州是值得的，随即将被
贬谪的苦闷抛掷脑后。“东坡人
生的豁达起源于惠州。”王鲁湘

说，苏东坡“在困苦间寻找人生
的意义与欢乐”，才作出“日啖
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的名句；将无人要的羊脊骨制
成美味，坦然发出惹得“众狗不
悦矣”的自嘲。

惠州民俗专家林慧文介绍，
除烤羊脊骨外，苏东坡真正吃过
的便有盘游饭、谷董羹，还自制了
烤芋头等美食，均有据可查。东
坡与惠州美食间也有不少趣事，
相传他第一次食田螺时不懂吸
吮，无从下口，只好用竹签挑着
食，虽然费劲却食得津津有味，成
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语佳谈。后
人还流传着一条歇后语：苏东坡

食田螺——慢慢挑，足见其虽在
困苦中却自得喜乐的心境。

“东坡就是著名的美食家，
目前不少城市都十分注重对东
坡饮食文化的挖掘、研发和宣
传。”来自江苏的东坡宴非遗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龚剑锋说，东坡
热爱惠州的美食，惠州美食也颇
有地方特色，具备开发东坡宴的
基础和条件，值得深入挖掘。

在 6 月 21 日的惠州“品荔”
东坡家宴品鉴会暨东坡文创潮
玩产品发布会上，惠州也公开发
布东坡美食相关旅游路线，立足
打造惠州东坡家宴、东坡荔枝等
惠州文旅新IP。

惠州是现存“苏迹”最多的
城市之一，东坡文化是惠州文化
甚至是岭南文化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孤山、苏堤、朝云墓和白鹤
峰等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甚至
世界“苏粉”到粤必打卡之地，

“如何活化利用，更大程度激发
东坡文化 IP,如何出圈？”一直备
受关注。

一直以来，惠州都在致力于
讲好惠州与东坡的文化故事。
位于惠城区滨江东路的东坡祠，
原为东坡亲自筹建的住所，自
2020年 1月份开放以来，吸引来
自全国各地的“苏粉”，东坡祠内
陈列的 300 多件（套）展品带着

“苏粉”们与东坡实现千年对话。
4月30日，“永远的苏东坡”

艺术展演暨惠州市博物馆藏东

坡文献史料特展全国巡展启动，
借助广东省博物馆流动博物馆
平台推向全国，目前已走进江苏
常州等地，以此吸引更多人关注
东坡文化，认识惠州、爱上惠州。

东坡作为惠州的文化 IP，深
入挖掘“东坡寓惠”特色文化内
涵，实施东坡文化传承工程，焕
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活力，成
为这座城市的重点工作之一。

6 月 21 日，“打造岭南东坡
文化中心”研讨会在惠州市博物
馆举行。现场，惠州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局长钟亮表示，东坡

“汲传统之精华、综各家之学说、
融自身之实践、开时代之生面，
千年文脉贯通古今”，给惠州留
下了无比丰厚的文学、文化和家
风家教等宝贵遗产，是华夏儿女

的共同精神财富。
钟亮介绍，惠州是东坡修身

齐家、东坡文化成熟之地。惠州
将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标准抓
好东坡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通
过“两载体、两品牌、四基地”建
设，打造岭南东坡文化中心：以

“白鹤峰”为载体打造岭南东坡
文化中心地，以西湖为载体打
造东坡人文旅游胜地；创立寿
苏会、东坡粉丝大会两个东坡
文化品牌；建设岭南东坡学术
思想研究基地、东坡生活美学
体验基地、东坡家风家教传承
基 地 、东 坡 文 化 艺 术 创 作 基
地。让东坡文化在惠州可观、
可感、可知，为“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贡献惠州力量。

在“打造岭南东坡文化中心”研
讨会现场，专家学者们就惠州如何
深入挖掘“东坡寓惠”特色文化内
涵建言献策。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
副社长、副总编辑，岭南文化传播
研究院执行院长胡泉：

5月份，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成立
了岭南文化传播研究院，将坚持“政
府主导+企业运作+市场参与+媒体
专家策动”的模式，建立联动机制，调
动多方社会力量，特别是媒体和专家
智库参与，保证文旅高质量的持续发
展。惠州文脉团队也将继续走深走
实与基层群众联系沟通的渠道，在惠
州文化强市建设报道及调研、文史
文脉挖掘梳理、文化对外传播、新媒
体产品和文化交流活动上下功夫，
为惠州进一步整合、凝练以东坡寓
惠文化为代表的悠久深厚的地域文
化资源，在粤港澳“人文湾区”中找
准“惠州定位”出谋划策、汇智聚力。

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
长、教授申东城：

历史上，韩愈任潮州刺史只有
短短八个月的时间，以民为本为潮
州人所歌颂。潮州有很多人文景点
因他改（命）名，有韩江、韩文公祠、
韩山师范学院等知名的地标，民众
谈及韩愈故事，皆是信手拈来。东
坡寓惠期间，大力推行水利事业，
筹建“两桥一堤”，也为民众办了很
多实事。惠州可以通过打造地标的
形式，让大家通俗易懂地知晓“东
坡是谁”“与惠州有何关系”。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
眉山和惠州两座城市都是因为

苏东坡而闻名。传承东坡文化首要
的就是保护，要做好东坡文化遗迹
和文物的保护；其次是挖掘，要进一
步加强对东坡文化遗产和文物的研
究，这是传承东坡文化最基础的东
西；最后是传播，可以开发更多文化
产品，面向世界讲好东坡故事。

惠州文史专家严艺超：
普及东坡文化应该从娃娃抓

起。比如，创新学生教材形式，眉
山曾推出了《少年苏东坡传奇》动
画片，这样的做法值得借鉴。民间
有大量的“苏迷”通过才艺展示反
映东坡寓惠的生活状态。这些才艺
表演都能转化成短视频产品，打造
一个东坡小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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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大咖谈

惠州山水因东坡名扬天下

在惠仍可窥见东坡豁达精神

实施东坡文化传承工程

▶位于惠州东坡祠的东坡雕像，
吸引不少“苏粉”前来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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