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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思语

林语堂在评价苏轼时说：“像苏东
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
二的……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
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
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
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
毛麟角，不可多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
等人！”信然。

2000 年，法国 《世界报》 评选了
12 位生活在公元 1000 年前后的东西方
人物，称之为“千年英雄”，苏轼是唯
一入选的中国人。“苏轼身上有一些文
人普遍的特征，即使作为法国人，也是
能感受和理解的。”文章作者、时任

《世界报》撰稿人的让·皮埃尔·朗日里
耶这样评价说。

苏轼是罕见的全才，除了在散文、
诗词和书法、绘画等方面的成就，他还
在音乐、茶道、美食方面颇有建树。这
样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文人，伟大又让人
倍感亲切，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世界各国
人民的喜爱。苏轼的一生，是坎坷的一

生，也是快乐幸福的一生。正如法国作
家罗曼·罗兰所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
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
真相并且仍然热爱它。”当许多人为人
生的痛苦所煎熬时，他却能够像清风一
样度过一生。“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
人。”在坎坷而颠簸的命运中，苏轼收
获了快乐而丰富的人生。

苏轼的选择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
的家风传承和家学渊源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

苏轼是苏洵的儿子，是苏辙的兄
长。他的父亲苏洵与兄弟苏辙身上都有
着不同的独特人格魅力，也都取得了堪
称辉煌的文学成就，对中国文化与文明
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他的人生成长也产
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早在学生时代，三苏的诗词我就烂
熟于心。结合这么多年的人生经历，我
日益感觉到三苏是一座蕴藏着永恒价值
的思想宝库，是可以作为人生范本来加
以研究和学习的。

苏洵思想丰富、深刻，苏轼境界豪
迈、大气，苏辙意志坚定、沉稳。他们
各自成就了自身的传奇，光辉闪耀古
今。三苏父子不只在文学方面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他们身上还有很多人性
的闪光点值得我们探究、学习。不论是
待人接物上的风度，还是面对人生得意
或低谷时的态度，现在都依然能给予我
们启示和鼓舞。

世界观是解决我与天地、自然，我
与世界、宇宙的关系，而人生观则是解
决我与他人、我与自身的关系。与他人
达成和解，与自我达到和谐，就是人生
的最高境界。魏晋时有个大名士叫殷
浩，他说前半生以为人生最困难的是

“我与世周旋”，到最后才发现人生的根
本其实是“我与我周旋”。一念起，然
后知善恶，知道光明黑暗分别在哪里，
那我与我的周旋就成功了，我与我的矛
盾就解决了。

苏轼在遇到人生艰难时将精力投入
艺术创作，投入朴质的生活，才慢慢进

阶成一位伟大的意境超然的文学巨匠。
所谓境界，就是一种人生格局和把握世
界万物的思维高度。我们或许达不到苏
轼那么大的人生格局，达不到那么高的
思维高度，但可以学习他看待问题的态
度，把心胸放宽。苏辙与苏轼不同，他
的性格特点在于他的行动力，他的合作
精神。而苏洵的闪光之处则在于不断丰
富思想，充实内心的思考力。

可以说，他们父子三人都是中华文
明历史天空上璀璨的星辰，三苏精神是
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也是我们在世界
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当人生迷茫、踌躇时，三苏精神能
够给予我们人生的指引：“不识庐山真
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我们沮丧、徘徊时，三苏精神能
够带来心灵的激荡：“谁怕？一蓑烟雨
任平生！”

当踽踽独行、失意寂寞时，三苏精
神则是我们可以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源头
活水：“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
□郦波

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6月在三苏祠考
察时强调：“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
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
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苏轼平生涉足之地，无一例外成为
当地文化名片。眉山 （眉州）、黄冈 （黄
州）、惠州、儋州、诸城 （密州） 五地轮
流举办 14 届东坡文化节，黄州“寿苏
会”、惠州“东坡荔枝文化节”、海南

“中国东坡文化旅游大会”……近年种种
东坡文旅纪念活动持续举办，让“东坡
热”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现象级发酵。

东坡出版物和研究文献同样浩如烟
海。从出版人的角度看近 30 年来的样
本，东坡研究大家王水照先生与崔铭合著
的《苏轼传》诗文与生平互文，成为“评
传”范本；而归入“四川历史文化名人丛
书”的潘殊闲、张志烈的《苏轼传》同样
为专家联手，开篇即“自古文宗出西
蜀”，以传主出生地的地利宣示对这一

“文化巨星”的认领；朱刚的 《苏轼十
讲》源自讲稿，用东坡文本串起了其奇崛
一生，学术理性与人文深情互现，斩获文
津图书奖；夏葳的《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传》是传统出版社和网站跨界合作的
典型案例；新近陈舞雩的《诗酒趁年华：
苏轼传》 又可作为新生代的文学解读标
本；甚至日本众议院现任副议长海江田万
里在法学、财经专业外也有关于苏轼的论
著《逆境生存力》，算是对这位千年巨人
的海外回音……

回数经典，当然有始终绕不过去的林
语堂 《苏东坡传》。作者在通读东坡札
记、1700首诗和他的800封私人书简后，
选择的体例是浅显的扫盲读本：面向二战
后美国，旨在扭转对中国人拘谨、木讷、
缺乏幽默感的刻板印象，推出一个中国的
性灵符号和形象大使。“林传”以东坡丰
富有趣的灵魂、温暖的人性、伟大的人文
精神为后来者打样，从此成为传主不可或
缺的特征构成。

近 10 年在拥趸中奉为神品的李一冰
心血之作 《苏东坡新传》 更近于“诗
传”。它以东坡生平和创作为脉络，一一
对应，翔实严谨。好在坡公表达欲旺盛，
诗文书画多体裁创作形同图文博客，一生
交游资料详尽，让读者得以了解他聚散无
常的朋友圈。

海南人心目中的东坡不是一个普通的
过客，他的渡海而来更像一场海南的奇
遇。在海南陆续接纳的超过 200 位官员
中——其中不乏名相忠臣、王室宗亲，
唯苏东坡是一个格外特异的存在。林语堂
先生说，中国人每每提起苏东坡都会发出
会心一笑，而海南人面对苏东坡的笑容当
更加意味深长，有尊崇、欣赏和感念，也
有无奈、包容和苦笑，他是久仰的文豪、
可敬的师长，也是顽皮的友邻、淘气的至
亲。海南万里，是东坡不意投奔却终于身
心系之的乡土；暂缘三年，东坡影响更深
入海南人文的血脉和基因。

苏东坡在海南的三年奇缘虽未在各种
传记中缺席，但海南人心目中始终有一本
理当更充实的大传——对东坡与海南的彼
此成全会有更为充分的呈现和解读。三分
功业，东坡是在流放的末站完成了自我人
格的磨砺与完善，更促成了琼崖人文的中
兴与质变。

在经过《又见繁华：苏州传》的合作
后，我们将海南出版人的这一“私心”诉

之刘传铭老师。传铭老师却慨然领题，并
以我们始料未及的速度完成了《苏东坡大
传》（以下简称《大传》）的写作。

传铭老师在《大传》中并未沿袭“林
传”“新传”等诸多版本通用的时间轴线
性叙事。它以“孤岛不孤，不归为归”
倒叙开局，从渡海前后追溯东坡一生逆
旅的因果缘起，推演其明月前身，从放
逐终点回放从前。《大传》的篇章组成逻
辑与此同理，旨在“维系叙述思绪和气
场格局的完整，进一步探索传主精神的
内在层次”。

作者的自述更精准描述了创作初
心：“苏轼是神一样的存在，然而他的全
部生命又是在宣示着：人之应该为人，
人之所以为人。检讨历史人物传记写作
的得失 （包括苏东坡、王安石等这类传
主的书籍），由于先入为主的‘英雄主
义’（叙事方式），无一避免地会陷入宏
大叙事和称颂过度的偏颇。然而不谈时
代何论历史，不谈国家何论个人。跳出
这一悖论怪圈的办法，唯有‘叩其两端
而执其中’，在国家和时代、家族和个人
的全方位观照下，力争还原客观真相并
恰如其分地叙述个人作用才是解决问题

之关键。”
“林传”关于东坡“无可救药的乐天

派”以及拥有“蛇之灵动，鸽之温顺”的
白描流传甚广，而通读《大传》后你会发
现：东坡并非一个仅凭超凡脱俗的学养情
趣就能摆脱人间苦痛，凌驾于时代的穿越
者，恰恰是一个遍经平凡人世的起落、困
窘、磨难和摧残，但在穷途末路仍时时绽
放人性之光的哀乐中年。

与诸多前作有别，《大传》有对传主
行状和事略的写实记述，更有对其精神和
魂魄的写意探究。它提供了一种别样的阅
读体验：引领读者跟随揣摩东坡的心路历
程，更期冀读者的神思与东坡直接对话，
实现互动。

《大传》发掘了东坡“和陶”诗的历
史地位和在海南诗文中的比重。如东坡自
述，“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
老渐熟，乃造平淡”，东坡的艺术风格在
海南完成了终熟：雄奇瑰丽仍在，但更多
为旷达淡泊。对平生所著，东坡自己最珍
视的是三大经学论著 《易传》《论语说》

《书传》，唯三部经解使他“方觉此生不虚
过”，诗词文赋反以“何足道”视之。三
部经解最后一部 《书传》 正是在儋州完
成，可以说东坡是在海南实现了平生学术
的功德圆满。

对东坡来说，当时的海南算不得上佳
的晚年休养地，但是成为了他暮年修炼
地。与海南的三年奇缘是他才华与学识
的圆熟期，也是思想和心境修真渡劫的
大成期。

在苏东坡的贬谪与流放地理中，黄
州、惠州、儋州三地先后成为了他用一生
逆旅与宇宙对话的坐标，细推物理，贯穿
哲思。在黄州他的感悟是“盖将自其变者
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
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如 《大
传》所评，“自悟悟人的逸兴遄飞”，触角
几乎探向相对论；而通过研读东坡在海南
的《试笔自书》小文，《大传》的发现则
显然比“林传”更为高远：“吾始至海
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
得出此岛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

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
生孰不在岛者？譬如注水于地，小草浮其
上，一蚁抱草叶求活。已而水干，遇他蚁
而泣曰：‘不意尚能相见尔！’小蚁岂知瞬
间竟得全哉？思及此事甚妙。与诸友人小
饮后记之。”

“林传”只看到东坡的随遇而安，
但 《大传》 始终让传主“人之应该为
人”，注意到东坡的悲切凄然，以及自
怜后的自洽，凄然后的释然。依据“人
之所以为人”的立传出发点，我们能发
现东坡自我身份的确认比黄州时期更上
层楼，《试笔自书》 小文既有天文视
角，也有微距视角，几乎为东坡人生末
段22年的写真：在身历中参悟，在起落
中沉淀。

以此视角观照，或许海南从不曾真正
容纳东坡，能容纳他的只有天地，但海南
偏偏成为了接纳他垂老投荒的天地一隅，
使其在此完成了在天地和物我间、宏观与
微观间的自由穿梭，最终形成自己独立的

“东坡时空”。
《大传》这本书编罢，总是想起书中

对东坡“挖井人”的定位。东坡初抵琼
州府，考察风物人情之余即寻找洁净
水 源 ， 终 于 城 墙 东 北 角 掘 得 “ 金 粟
泉”。《居儋录》“古迹”一节也有“坡
井”记载：“尝夜与诸生王霄携瓢泼汲
水于此。”

更忆起东坡载酒堂设帐授徒，敷扬文
教，曾经的“功名真空”海南，自东坡别
后，弟子姜唐佐、符确始开先河，有宋一
代中进士12人，中举人13人；至明代海
南中进士62人，中举人达593人，至清进
而有探花，琼崖文化盛时竟有“海滨邹
鲁”之称。《琼台记事录》述评：“宋苏文
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
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始之。”

感谢传铭老师，让我们可以承接“琼
崖文库”丛书整理《宋苏文忠公居儋录》
的初心，“文化自信”当有海南篇，一卷

《苏东坡大传》 饮水思源，遥献千年前
挖井人。

（作者系海南出版社总编辑）

饮水思源一卷书
□谭丽琳

西瓜是名副其实的“水果之王”，由于个
头大、产量高、种植普遍、味道甘甜等因素，成
为世界上销量最大、消费最多的水果。

西瓜又称水瓜、寒瓜、夏瓜，原产于非
洲。早在4000 年前，埃及人就大量种植西
瓜，后来逐渐北移。最初由地中海沿岸传到
北欧，后来再南下进入中东、印度等地。公
元四五世纪时，又由西域传入中国，所以称
之为“西瓜”。

西瓜性喜光照和炎热，对土壤环境的适
应性较强，在沙土、黏土、酸性红黄土、沿
海盐碱地均可栽培。但是，最适合在含盐量
较低的土壤环境中生长，当土壤中的含盐量
低于 0.5％时，西瓜才能正常地生长和发
育。同时，西瓜对土壤酸碱度的适应性也较
强，在pH值5—7的范围内都能正常生长，
但是在中性的土壤环境中更适合生长，如果
土壤的酸性较强，就要施加石灰、草木灰等
碱性的肥料进行适当中和……因此，通常情
况下，西瓜长势较好的地方，其土壤环境也
良好。

西瓜属葫芦科，是一种双子叶开花植
物，瓜秧的形状像藤蔓，叶子呈羽毛状。结
出的果实是假果，属于植物学家称为假浆果
的一类。西瓜的形状多为椭圆球形，也有圆
球形、卵形、圆筒形等多种形状。果实外皮
光滑，多数呈翠绿、黄绿、墨绿色，也有少
量黑色的外皮，上面通常有细网状或条状等
花纹。果瓤大多数为红色，黄色次之，也有
极少数果瓤为白色的“三白西瓜”（白皮、
白瓤、白籽）。果瓤比较脆嫩，肉质分紧肉
和沙瓤，甘甜多汁，含水量高，特别爽口，
很适于在酷热的夏天消暑解渴。

清代诗人、著名学者、曾被嘉庆皇帝誉
为“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的

《四库全书》 总编纂纪晓岚，在 《咏西瓜》
一诗中有“凉争冰雪甜争蜜，消得温暾倾诸
茶”的形象描述。宋代民族英雄、著名爱国
诗人文天祥也写过一首《西瓜吟》：“拔出金
佩刀，斫破碧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
晶。下咽顿消烟火气，入齿便有冰雪声。”
把切瓜的动作、吃瓜的情景和消暑的效果描
绘得栩栩如生，给人以如临其境的感觉。

西瓜的营养价值特别高。不含脂肪和胆
固醇，含有大量的葡萄糖、苹果酸、果糖、蔗
糖、膳食纤维、蛋白氨基酸、番茄素、胡萝卜
素、丰富的维生素C等营养物质，以及钙、磷、
钾、镁等矿物质，是一种富有营养、纯净、绿
色、安全的食品，又是夏季重要的解暑果品。
不仅瓜瓤的味道很好，瓜皮还可以凉拌、腌
渍，制作蜜饯、果酱（西瓜酱）等加工品。其种
子西瓜子的含油量高达50%，可以用来榨油、
炒食，或者作为月饼等糕点的配料，在营养和
味道上都属上等。

西瓜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西瓜性
寒，味甘，入心、胃、膀胱经，具有清热解
暑、生津止渴、利尿除烦等方面的功效，对
治疗肾炎、糖尿病和膀胱炎等疾病有辅助疗
效，并能主治胸膈气壅、心闷不舒、口鼻生
疮，同时具有防中暑、解酒毒等功效。饮酒
后，适当地吃些西瓜，就能起到防醉、解酒
的效果。西瓜中所含的糖和盐不仅能利尿，
消除肾脏炎症，而且食用西瓜后尿量会明显
增加，可以有效地减少胆色素的含量，并能
使大便通畅，对于治疗黄疸病也具有一定的
作用。民间谚语说：“夏日吃西瓜，药物不
用抓”。这就说明西瓜防治疾病的范围很
广，对人体健康很有补益。

西瓜中的蛋白酶能把不溶性蛋白质转化
为可溶性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增加肾炎病人
的营养。西瓜子仁能清肺润肺、和中止渴、
帮助消化，并能治疗吐血、久嗽。西瓜的籽
壳可以治疗肠风下血和血痢。西瓜皮被中医
称为“西瓜翠衣”，具有清热解暑、泻火除
烦、降低血压等方面的作用，对贫血、咽喉
干燥、唇裂，以及对膀胱炎、肝腹水都有一
定的疗效，并且能用来治疗肾炎水肿、肝病
黄疸、糖尿病。食用鲜嫩的瓜皮，还能增加
皮肤弹性，减少皱纹，增添光泽，使人变得
更加年轻。饮用新鲜的西瓜汁，也具有类似
的效果，使人的肌肤更加亮丽，充满活力。

西瓜虽然营养丰富，甘甜可口，但食用
时特殊人群要有所节制。例如产妇的体质比
较虚弱，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西瓜属寒性，
吃得太多会导致体内过寒而损伤脾胃。肾功
能有问题的病人也不要多吃西瓜，如果吃得
太多，就会因摄入过多的水分，又不能及时
排出，从而造成水分在体内储存过量，导致
血容量增多，容易诱发急性心力衰竭。另
外，由于西瓜含糖量很高，吃西瓜会导致血
糖升高，糖尿病患者更要节制，以免加重病
情，甚至会出现代谢紊乱而导致酸中毒。

隔皮猜瓜，历来被认为是很为难、没把
握的事。在选购西瓜时，许多人最头疼的就
是不知道怎样辨别生瓜和熟瓜。有些人买瓜
时，只顾外表好看，回家切开后，才发现是
生瓜，瓜没吃成，反而心生闲气，更添烦
躁。看来，不仅是“人不可貌相”，买瓜也
是这样。在这里，告诉朋友们一个简单的方
法。可以一只手平托西瓜，另一只手轻轻地
拍打，或者用食指和中指弹，声音清脆的一
般为生瓜，声音沉闷的一般为熟瓜。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即使是种瓜、买瓜、吃瓜之类的小事，也能
学到营养、药学、文学、人生等多方面有用
的知识呢！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水果之王说西瓜
□崔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