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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一生漂泊奔走，踏遍碧海青
山，但每一处都是迫不得已的奔赴，唯
有宜兴是他自主选择的还乡之地，在无
数诗词中记录、怀念、表白让他魂牵梦
萦的桃花源。

位于丁蜀镇蜀山脚下的东坡书院
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东坡书院保留
了“东坡买田处”“讲堂”“似蜀堂”等匾
额，郭沫若、邹韬奋等知名人士都曾在
此讲学。宜兴楝树港有一株树高丈余、
树冠最大直径可达8米的千年海棠，相
传由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亲手栽植的一
株海棠。

明代宜兴人徐溥以苏东坡的《楚颂
帖》为蓝本摹刻上石，如今人们所见到
的《楚颂帖》的众多版本，皆以此为范
本。值得一提的是，摹刻上石的《楚颂
帖》至今还保留着，在宜兴城中一所老
宅里。苏东坡与宜兴的实物复刻品还
包括蛟桥题额手迹、天远堂题额手迹、
苏轼田园界碑以及碧鲜庵碑等。

宜兴文化学者，南京大学明史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宗伟方为苏东坡
与宜兴学术研讨会悉心整理出苏东
坡的宜兴朋友圈、阳羡归、溪山行、阳
羡买田、苏轼与宜兴大事年表、苏轼
描写宜兴的重要诗词等珍贵史料，此
举获得了与会专家学者的赞同。宗
伟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研究
苏东坡，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苏东坡
的文化意义，不是狭义上为苏东坡足
迹标注 IP。建议宜兴方面今后安排
召开全国或者全世界范畴的苏东坡
学术研讨活动，建议宜兴要成立相关
机构，搭建平台。器以藏礼，物以载
道，背后的道是精髓。发掘苏东坡遗
迹遗存，要重规划，不能一哄而上，一
哄而散。”

据了解，宜兴将在今后持续开展高
质量课题研究，精心筹备宜兴首届东
坡文化节，打造“以文会友，以旅相邀”
的节庆盛会。实施推广“东坡有约”书
画诗词交流、“东坡夜读”阅读分享等
群众文化活动，让东坡文化进一步充
盈群众精神生活、涵养城市气质。在
城市规划建设中融入更多东坡元素，
打造东坡口袋公园、东坡主题雕塑等
景观节点。搭建“苏轼+”模式传播体
系，全面提升宜兴东坡文化影响力、认
可度。 （晚报记者 何小兵）

宜兴：用“苏轼+”涵养城市气质
专家学者探讨“宜兴是苏东坡第二故乡”

12月3日，苏东坡与宜兴学术研讨会在陶
都半岛酒店举行。

宜兴，堪称苏东坡的第二故乡。据考证，苏
东坡至少九至宜兴。他数次上表朝廷请求卜居
宜兴并得准许。经初步统计，苏轼有百余篇诗
文涉及宜兴山水、人物、风土人情，并留下数十
处遗址遗迹。从宜兴湖 的单家巷到蜀山脚下
的东坡书院，从蛟桥题碑到闸口海棠，为
宜兴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
精神财富，也影响着世世代
代宜兴人的精神风貌。

与会专家学者全
程围绕“苏东坡与宜
兴”主题阐述各自
主张，会场上建构
了种种苏东坡与
宜兴的历史场
景。在茶歇区
域，苏东坡 32 世
孙、常州市苏轼研
究会顾问苏慎一边
聆听苏轼琴词作品
《醉翁吟》，一边品尝阳
羡雪芽，愉快地与古琴演
奏家邵芸菲等人合影。

“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杰
出代表，苏东坡‘阳羡买田’这一举措，不仅
为宜兴锦上添花，极大地提高了宜兴的地域美
誉度和文化感召力，同时也使宜兴成为历代文
人墨客的向往之地，更重要的是，他为中国人的
人文精神和生活哲学提供了新的路径和高度，
影响深远，历久弥新。”这场学术研讨会由宜兴
市人民政府、南京大学共同主办，南京大学党委
宣传部部长孙乐强作为主办方代表发言。

全国18座城市一共留下了500多
处苏轼遗迹，其中宜兴与之关联的元素

不在少数。对此，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教
授周绚隆表示：“如今多个城市在做苏东坡的

IP，体现了对苏东坡文化遗产的传承。文学对于一
个地方的塑造、传播可以不断增色。”南京大学中国
思想家研究中心、文学院教授周群表示：“明清时期
文坛有苏东坡的影子，宜兴陈维崧及阳羡词派将苏
东坡文化大大发扬，这是一个魂，这是一个脉。是非
常宝贵的资源，挖掘的空间非常大。”

“苏东坡是文人、书法家，身份标识很多。他选
择归隐宜兴，折射出宜兴山水美，君子多，这是对宜
兴非常高的评价。”作为宜兴乡贤，中国传媒大学艺
术研究院教授蒋志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蒋志琴
还谈到，苏东坡选择终老宜兴是一种君子之乐、恬淡
之乐，抛弃名利，进而进行道德创造，艺术创造，让自
己进入艺术世界，不同于平庸的人生。

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南京大学特聘教授范
金民眼里的“买田阳羡”有着当时的现实意义。范金
民说：“我是研究历史的。他为什么要在宜兴买田？
有着多种原因。阳羡溪山好，风土人情美，风景好，

‘阳羡溪头米胜珠’。还有他喜欢种竹种橘，适宜之
地。苏东坡是饱学之士，北宋以来，当时江南宜兴等
地开始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中心，他是有前瞻性的，他
当时看到了这种趋势。”

“宜兴是苏东坡人生履历最重要的城市，其他城
市是他被贬之所、被流放地。宋徽宗时，苏东坡获赦
北还，欲终老宜兴，年老体衰病逝于常州。宜兴是当
时常州所辖县，苏东坡一生到常州14次，其中至少
有9次到达宜兴。宜兴是苏东坡的精神家园，很可
惜苍天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宜兴文化学者，南京大
学明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宗伟方表示。

“陈维崧的词里有苏东坡的阳羡遗踪。”华东师
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钟锦表示。当天的论坛上，钟锦
与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昌强分别就东坡精神与
阳羡词派的渊源作了深入阐述。

苏东坡的《楚颂帖》讲述了苏东坡在阳羡买田种
橘之事。论坛期间，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刘清泉以
《楚颂帖》为例，从书简、诗词、书法等角度论述了苏
东坡买田阳羡不仅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既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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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书法帖苏东坡书法帖。。

东坡书院东坡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