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走出雷城不远，苏轼就遇
上了连日大雨，桥梁尽毁，水陆皆
不能行。于是，他在途中的兴廉村
（今遂溪县乐民镇乐民城村）净行
院住了下来，并在这里留下两首宝
贵的题诗——《自雷适廉宿于兴廉
村净行院》《雨夜宿净行院》，记录
他夜宿、晨起、泛舟、酒醉的行迹。

苏轼在兴廉村大概停留了两
天，便去往下一个目的地。根据
他在《书合浦舟行》中的记载“自
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
寨。闻自此以西皆涨水，无复桥

般。或劝乘蛋舟并海即白石。是
日，六月晦，无月”，可知东坡先
生在六月三十日便已经从兴廉村
到达了雷州官寨。

据《双村陈氏族谱》记载和当
地流传已久的说法，苏轼在兴廉
村停留期间，与北宋廉臣琼州刺
史陈懽的五世孙陈梦英一见如
故，并结为挚友。当时，陈梦英正
在这里掌教“兴廉学塾”。苏轼为
鼓励兴廉村村民奋发兴学，临走
之时还赠送给陈一方宝砚和七亩
良田作“助贤田”。第二年，陈梦

英便发动附近儒生、乡绅集资，在
村里那座苏轼曾留宿的净行院建
起一所“文明书院”。为铭记赠砚
义举，陈家后在“文明书院”南侧
建有一座“赠砚亭”。

此地现已改名为乐民城村，
走入村中，远远看到一栋白色二
层小楼，这就是文明书院。书院
内，苏轼的石刻像在正中央供奉
着，四周墙上记载的是他的诗文
和事迹。村里人介绍，建于宋代
的这座书院曾几度损毁，现在的
文明书院为民国时期所重修。

夜宿兴廉，留诗作有二伍

近两个月的赶路后，苏轼于
六月五日和苏辙一起抵达雷城。
据《雷州府志》记载，在雷城停留
期间，崇信佛教的苏轼还曾拜访

“雷州第一古刹”——天宁禅寺，并
为寺庙题下“万山第一”的匾额。

《十贤在雷州》一书作者、湛
江市爱周中学教师张春生，和湛
江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许冰
一道，带领羊城晚报记者循着苏
轼的足迹前来探访。天宁禅寺就
坐落在热闹的雷州市中心一隅，
叩门而入，里面却是另外一番景
象，寺院内古木参天、香火缭绕，
环境十分清幽。“万山第一”的匾
额就位于寺庙的正中央。从天宁
寺出来，苏轼又到附近的一处风
景——罗湖游历。据《元一统志》
记载，罗湖因苏东坡的到来而改
名西湖，志书中还引用另一位大
词人秦观的话“坡公所至有西
湖”。罗湖今日虽已无苏轼留下
的遗迹，但雷州人民却在湖畔建

了苏公亭、十贤祠等，以便后人景
仰观瞻，这位文化大家的影响力
非同一般。

然而，雷州并不是此行终
点。短暂停留后，他很快又启程
了。苏轼六月十日抵达徐闻，隔
日便要与弟弟作别，从徐闻“递角
场”登船渡海。绍圣四年（1097）
七月二日，苏轼终于抵达目的地
——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在这
个天涯海角处，生性达观的苏轼
与本地百姓友好相处，深受爱戴。

直到北宋元符三年（1100），
徽宗继位大赦天下。五月中旬，
苏轼接到了酌情迁往廉州任职的
告命。六月二十日，苏轼渡海北
归，有《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
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
冠平生。”他没料想自己竟还有北
归的一天，心情自然十分愉悦。

北归依然在广东徐闻上岸，
苏轼前往徐闻伏波庙拜谒，并乘
兴作有《伏波庙记》。再次经过雷

城，苏轼最重要的活动是与好友
秦观见面。因“元祐党人”之故谪
居雷州的秦观，接到指令放还横
州（今广西横县），也正要启程北
上，二人遂早早相约会面。

为纪念此次相会，苏轼写过
《书秦少游挽词后》，记有：“庚辰
岁（即元符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予与少游（编者注：即秦观，字少
游）相别于海康。”六月二十五日
苏轼辞别秦观，继续北上。

雷城三日，题“万山第一”肆

在遂溪县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
距离乐民城村十来分钟车程
的河头镇双村。那块相传为
苏轼赠予陈梦英的砚台至今
珍藏于此，被乡民奉若珍宝。

双村乡贤陈坚体为我们
讲述：“苏轼逗留兴廉村期
间，有一天与陈梦英结伴游
览到如今双村族居地附近
时，说了一句‘斯地景胜，当
有文明之祥’。陈梦英后来
即携家人从兴廉村来此定
居，带着乡民在这里开垦田
地，开枝散叶。至今文明书
院有一首《助友择居》诗说到
此事：‘跋山涉水步踉跄，为
友开基择住场。景胜双村狮
予地，延绵望族世蕃昌。’”

湛江市博物馆原馆长陈
志坚介绍，由于年代久远，清
末社会动荡，那方砚台曾一
度丢失近百年，直到民国年
间，被时任广东省警察局局
长的何荤先生在文物市场偶
然寻得。“当他得知这砚台是
双村陈氏宗族的传世之宝，
又慷慨将其奉还本村。”为了
纪念这桩义举，双村人在陈
氏宗祠庭院中修建了一座

“还砚亭”。
我们在还砚亭等候时，

同行的村干部郑重地捧来一
个胡桃色方形木盒，置于庭
中石桌上。陈坚体将包裹有
红布的砚台小心翼翼地从木
盒里取出，待红布被一层层
解开，我们才得以一睹“宝
砚”真容：只见砚台呈瓦片

状，颜色温润，制式古朴。砚
台正面刻有苏体行书砚铭：

“其色温润，其制古朴，何以
致之，石渠秘阁，永宜宝之，
书香是托。”左下角落款题有

“苏轼”两字，钤有篆书“奇珍”
印章一枚，背面还刻有行书

“元符三年仲秋月制”字样。
双村陈氏宗祠与还砚亭

相对而立，宗祠楼里不仅供
奉着陈氏先祖，还将二楼专门
设为东坡楼，用来供奉苏轼的
牌位，显示出东坡先生在村民
心中至高至崇的地位。

陈坚体告诉记者，受东
坡先生影响，千百年来读书
学习之风在双村尤为兴盛。
为了鼓励后辈勤奋好学，村
里每年都自筹奖金，为每一
名考上大学的孩子颁奖。村
里还专门成立了东坡诗社，
同好者不时聚在一起吟诗作
对，雅俗共赏。

九百多年前的一次蒙冤
流放，让苏轼的足迹遍布雷
州半岛，从此，他便与半岛人
民紧紧联系在一起。那些老
少妇孺皆知的历史掌故，寄
托着半岛人民对生活的美好
希冀，也一次次拨动探访者
的心弦。

尤为重要的是，东坡先
生面对人生厄运时的达观精
神，更是穿越时间的瀚海，无
形中教化着当地民众，让今
天的半岛人民骨子里多了一
份坚毅与乐观。跨越千年时
光，这样的情感联结和文脉
传承更加让人动心、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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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党争，遭一贬再贬壹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
州。”大文豪苏轼发出的这句感慨，
道尽他一生宦海沉浮，也为后人串
起了他从湖北黄州、到广东惠州、再
至海南儋州的贬谪行迹。

说起苏轼在南粤大地留下的印
记，知道惠州的人最多。不过，位于
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是他
从惠州到海南时往返的必经之地，
也与东坡先生结缘不浅。

宋绍圣四年（1097），苏轼由惠
州被追贬为琼州（今海南琼山）别
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六十二
岁的他第一次踏上雷州半岛，从这里登
船渡海。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继位
后大赦天下，苏轼获赦北归，移往廉州
（今广西合浦），又再次经过了雷州半岛。

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候，苏轼仍给半
岛人民带来了乐善、雅正之风。千百年
后，雷州半岛大大小小的村落中，依旧流

传着东坡先生停留驻足的逸闻美事，其中
蕴含的文化精神不断浸润这一方水土。

日前，在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
料委员会与湛江市政协协助下，在
研究者和当地有心人的引导下，羊
城晚报记者探访东坡先生在这方水
土上的足迹。学者的专业考证与村
民的口口相传也许不尽一致，但对于
这位文豪贤达的尊崇一以贯之，他留
给雷州半岛的文化财富弥足珍贵。

名家与南粤 A10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
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

新旧党争是北宋政治生态
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变法派与
保守派的交替掌权让“不合时
宜”的苏轼一贬再贬。宋绍圣四
年（1097），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追
贬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已谪
居在广东惠州的苏轼此时再次
被列入追贬对象名单。

在惠州的一首《纵笔》诗记
录了苏轼惠州的生活日常，“白
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
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

五更钟。”可以看出他虽然年高
体弱，但基本已经适应了当地生
活。然而，就是这首诗成为朝廷
再次追贬他的重要“证据”，认为
他在惠州的日子太过安逸，决定
把他贬去更远的地方。

据苏轼《到昌化军谢表》记
载，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四
月十七日，他接到了朝廷“琼州
别驾，昌化军安置”的告令。两
天后的四月十九日，苏轼即动身
离开惠州。

走到广西梧州时，苏轼得知
被贬雷州的弟弟苏辙也正在报
到路上，并于两天前到达藤州
（今广西藤县）。于是他决定加
快脚步，日夜兼程追赶苏辙。

五月十一日，兄弟二人终于
得以在藤州相见。谪迁路上，他
们幸运地一路同行直至雷州府
城（简称“雷城”，为宋代雷州治
所，与今雷州市位置一致）。苏
轼在《和陶止酒》一诗引言中记
录了此次相见：“丁丑岁，予谪海
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
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至亲
会面对兄弟二人而言都是极大
的安慰，弟弟苏辙有诗《次韵子
瞻和陶公止酒》：“谁言瘴雾中，
乃有相逢喜。连床闻动息，一夜

再三起。”也描绘了他和苏轼见
面后，兄弟二人连床夜话的场景。

根据长期从事流寓文化相
关研究的文史学者张学松的观
点，从行程路线的合理性来看，
苏轼苏辙二人应该是从广西容
州沿绣江到北流（广西境），然后
进入广东，到石城（今广东廉江
县），再走陆路经遂溪（时为海康
县辖）到雷州，这是一条比较近
便的路。

张学松认为：“从廉江到遂
溪，他们应该乘坐高脚牛车，并
且在遂溪县调丰村住了一段时
间。虽然不知道具体停留了多
久，但后来有诗为证，二人到达
雷城的时间是确定的，即当年的
六月五日。”

羊城晚报：经 过 您 的
梳理，苏轼在古代雷州的
行迹更加清晰了。这项研
究如今还有哪些空间值得
进一步发掘？

张学松：苏轼在全国
各地的行迹，除了黄州、惠
州、儋州外，包括密州、杭
州、徐州、凤翔等，也都比
较清楚，唯有在雷州这一
段行迹比较模糊。我们经
过近一年时间的走访调
研，才把他的路线基本梳
理出来，最后形成《苏东坡
雷州行迹考辨》一文发表
在《文学遗产》上。

但要说是全部弄清楚
了，其实也还没有。值得
注意的是苏轼在南迁途
中，他五月十一日从广西
藤州出发，六月五日到广
东雷城，这二十四天的行
程路线究竟是怎么样的，
跟当地哪些人见过面，这
里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发
掘。苏轼这个人热爱大自
然，到哪个地方都要游览
山水，他生活再不如意，也
要到大自然里寻求真趣与
解脱。苏轼抵达雷州城的
路上，除我们文中提到的
外，还经过哪些地方见了
哪些人，还有不少考索的
空间。

羊城晚报：以 苏 轼 研
究为突破口的文人流寓文

化，对于雷州半岛本土文
化发展的重要性表现在哪
里？

张学松：我曾经提出
要打造湛江文化品牌，湛
江文化品牌的一个重要特
色就是流寓文化。雷州文
化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
是本土文化，比如雷剧、雷
歌、石狗等为代表的传承
发展，做得不错，但这些本
身是有局限性的。另一块
就是流寓文化，包括苏轼
在内，宋代共有十位名相
贤臣曾先后蒙冤被贬雷州
或路过雷州，也被称为“雷
州十贤”。这十个人中有
三个做过宰相、两个做过
副宰相，苏轼也做过翰林
大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
书等，他们都是政治家、文
化巨子。而另在唐代、明
清朝，也有一些文化名人
流寓雷州。对他们的研究
可产生国际性影响。

“雷州十贤”等流寓名
人的精神对当地影响是很
大的，但对此的挖掘和作
为文化名片的塑造还做得
很不够。跟其他城市相
比，例如柳宗元之于广西
柳州、湖南永州，韩愈之于
广东潮州，杜甫之于四川成
都等，都还有差距。那些地
方的流寓文化名片就做得
很好，湛江应借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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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访谈
流寓文化

应成为湛江“新名片”

除了苏轼兄弟之外，还有寇
准、秦观、李纲、李光、赵鼎、胡
铨、王岩叟、任伯雨，因为这一群
人的到来，宋代雷州半岛迎来了
与本土文化完全不一样的中原
文化，极大促进了雷州文化的发
展。“敬贤如师，嫉恶如仇”的半
岛 人 民 ，敬 称 他 们 为“ 雷 州 十
贤”，还在雷州西湖湖畔修建十
贤祠以示纪念。

当地中学教师张春生在乡
土教材《十贤在雷州》中，对“十

贤”与雷州半岛的渊源作了梳理。
在十人当中，要数寇准来雷

州的时间最早。寇准原为宰相，
1022 年 被 贬 为 雷 州 司 户 参 军 。
他为人刚直足智 、为官清正廉
明，深得雷州百姓爱戴。在雷州
期间，他修建真武堂，教书传艺，
使乡民的子孙也能读书；讲授天
文地理，破除歪理邪说；传授先
进生产技术，促进经济发展；传
播中原文化，向当地人传授中州
音等。在此生活了 18 个月后，

寇准在雷州病逝。
在“十贤”中，曾官至枢密直

学士的王岩叟较为特殊，只有他
一人生前从未到过雷州半岛。
王岩叟跟雷州产生关联，是因为
1097 年，在他去世四年后，被追
贬为雷州别驾。而雷州半岛人
民 之 所 以 将 他 也 纳 入“ 十 贤 ”
之列，是因为他为官期间的刚
正 不 阿 、仗 义 执 言 ，由 此 可 以
看到雷州半岛人民对能人志士
的推崇。

延伸 永志不忘“雷州十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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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来到位于遂溪县的调
丰古官道遗址，只见古官道位于
一块巨大的黑色玄武岩石坡上，
千百年前的车辙依然清晰可见，
两道并行的古车辙呈纵深分
布。仔细查看，周围还有深深浅
浅的牛蹄印。苏轼兄弟二人乘
坐高脚牛车经过的场景仿佛就
在眼前。

作为遂溪南北要塞“三十里
官道”的一部分，调丰官道是古
代南下雷州府城，北上遂溪郡的
必经路段。千百年来，这条官道
成为官方物资运输、信件传送、
官员谪迁的要道。

宋建隆四年（963），朝廷在
调丰村北面设茅亭驿站，以供来
往官员歇宿饮马。大量贬谪官
员曾在茅亭驿站留宿，其中就包
括苏轼兄弟二人。据《千年石官
道记》（遂溪岭北乡调丰村石官
道碑）：“苏东坡自惠贬琼，经此
道宿村中景兰阁，故阁前遗有东
坡井、东坡塘，遐迩驰名也。”

清乾隆年间，茅亭驿站重修
为书院，并获进士、翰林编修陈
昌齐题字“景兰阁”，称谓就一直
保留到了现在。如今，这座两百
多年的建筑更显古朴，门前的东
坡井也依旧泉水清澈，四季不涸。

在遂溪县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带领下，记者从调丰村继续
南下，不远处就是苏二村。走进
村内，这里明清建筑竟多达百余
座，村民三五成群在古树下乘
凉，怡然自得。在古村落的四
周，则是茂密的荔枝林。当地传
说，苏二村原名荔枝村，因村里
自古盛产荔枝，苏轼在南迁路上
也曾慕名前来，然而此时却已过
荔枝季节。北归路上，苏轼再次
进村才如愿吃上荔枝。荔枝村
因此改名苏二村。

不过，也有学者考证，按苏
轼南迁北返的大致时间来看，他
经过苏二村的时间与民间传说
里荔枝应季的情况不大相符。
因此，“苏二”或意指“二苏”，即
理解为苏轼、苏辙一同来过更为
合适。

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孙磊
报道：记者10月26日从傅雷翻译
出版奖（以下简称“傅雷奖”）广州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十五届傅雷翻
译出版颁奖典礼将于11月18日在
广州举行，11月19日，还将举办相
关活动。据悉，每年傅雷奖评选出
两部译自法语的最佳中文译作，文
学类和社科类各一部，2013年起设
立了“新人奖”，以鼓励年轻译者。

本届傅雷奖共收到参评作品
46部，其中社科类35部，文学类11
部。从于勒·苏佩维埃尔的诗集《陌
生的朋友们》到聚焦数学的历史文
化读物《世间万数》，从法律史学家
让-路易·阿尔佩兰的《法国私法

史：从大革命到当代》到让-伊夫·
塔迪耶的《普鲁斯特传》，今年入围
傅雷奖终评的作品一如既往地体现
了中国当代法语译界的多样活力。

2009年，在以北京大学燕京
学堂院长、法语系博雅特聘教授
董强为代表的中国法语界学者的
支持下，法国驻华大使馆设立了
傅雷翻译出版奖，旨在促进法语
文学及学术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
传播。自创立以来，该奖项得到
了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
奥、莫言等众多文化界名人的支
持，推动着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
交流。傅雷奖组委会主席董强在
介绍这一奖项时提到，傅雷奖是

中法友谊的结晶，是两国文化交
流、文明互鉴的呈现。

法国驻广州副总领事李杰明
表示，没有译者和出版方的努力，
由法语书写的书籍，难以与中国
读者见面。他说：“此次在广州举
办傅雷翻译出版奖，除了遵循颁
奖典礼举办地在使馆和各领馆间
轮换的这一原则外，也是借此机
会向在岭南地区的译者致敬。其
中有瓦雷里和蒙田作品的译者梁宗
岱先生，也有普鲁斯特、巴尔扎克和
雨果作品的译者郑克鲁先生。”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本届傅
雷奖评委会主席由记者兼作家蒲
皓琳担任。她毕业于巴黎政治学

院，在中国生活了 40 年，凭借其
对中国的报道，获阿尔伯特·伦敦
新闻奖，并于2010年获得法国荣
誉军团骑士勋章。除了常任评
委，上届傅雷奖的两位获奖者顾晓
燕和刘楠祺也将参与终评。此外，
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和作家王威廉
作为特邀嘉宾参与此次傅雷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法语
图书的引进大国。十年来，中文
一直高居法国出版界版权转让语
种榜首。2022年，双方签订的转
让合同达 1300 份。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也加入到了译者的队伍当
中。在本届傅雷奖的十位入围译
者中，“80后”“90后”占到了8位。

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典礼
将于11月18日在穗举行

在天宁禅寺，苏轼留下“万山
第一”四字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实习生 苏梓涵 通讯员 任海虹 图/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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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相遇，感悲喜交加贰

千年官道，遇一代文豪叁

（紧 接 A2）省委、省政府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
决策部署，把实施“百千万工
程”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头
号工程”，将产业振兴作为重要
切入点抓牢抓实，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推动粤东粤西粤北
地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要
坚持强县促镇带村，大力发展
县域经济，高水平推进中心镇、
专业镇、特色镇建设，提升乡镇
联城带村功能，更好统筹县的
优势、镇的特色、村的资源。要
加快构建体现广东“三农”特
色、展现广东比较优势的现代
乡村产业体系，做好“土特产”
文章，因地制宜发展粮食蔬菜、
茶叶南药、文旅康养等乡村特
色优势产业，聚焦“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加快发展农产品深
加工，大力发展现代化海洋牧
场，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培优培强农业龙头企业，建
立健全多元化联农带农机制，
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
接。要大力推动产业有序转
移，高标准建设承接产业转移
主平台，积极探索“反向飞地”
等跨区域产业合作，推动乡村
产业融入现代产业体系中。要
强化财政、土地、金融等资源要
素保障，抓好农村改革，推进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优化产业发
展空间。要充分发挥政府、市
场、社会各方面力量，扎实开展
对口帮扶协作，深入实施“千企
帮千镇、万企兴万村”行动，汇
聚起全社会强大合力。希望省
政协和各位政协委员继续大力
关心支持“百千万工程”，多提
宝贵意见建议，为加快推动全
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突
破作出更大贡献。

林克庆感谢省委、省政府
对政协工作的高度重视，并对

系列提案办理工作取得的成
效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省
政协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制度优
势，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职能，继续为深
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建言献
策、凝心聚力，更好把人民政
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政协智慧和
力量。

会上，有关民主党派和提案
者代表发言，省农业农村厅、省
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
然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负责同志汇报提案办理工
作情况。

省领导陈良贤、温国辉出席
会议。

（李凤祥 符信 严嘉文）

“宝砚”相赠，启后世师表陆

（本期由湛江市政协 协办）

雷州西湖边上的苏公亭与苏公像雷州西湖边上的苏公亭与苏公像

调丰古官道遗址，古官道上
还有两道深深的车辙

双村还砚亭双村还砚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