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王辉 江满 联系电话：028-86611442（夜间） 美术编辑：廖嘉

03
2023年6月3日 星期六要闻·文化

党报热线：962211 网址：http://www.cdrb.com.cn

苏轼与“刀剑”
“一个并不以刀为生的人，似乎却在刀影

的暗示下，抵达了一个词锋凌厉、精墨飞溅的
地域。”书中，蒋蓝写道。“人们也许知道苏东
坡的《却鼠刀铭》，但实际上，他与‘刀’之间有
着更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在《苏东坡辞典》中，一条名叫“东坡的
刀剑往事”的词条，将自称“少年带刀剑，但
识从军乐”的文人东坡“尚武”的“儒侠”形象
展现得淋漓尽致。从描写作为器物的刀剑
出发展开，又道出苏轼的人生故事与深刻哲
思：东坡的刀剑，联结着苏轼、苏辙二人之间
的兄弟情深，刻录着苏轼与郭祥之间千古知
音的珍贵友谊，承载着他“君子可以寓意于
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精神境界。

苏轼与“纡竹”
熟悉苏轼的人，除了读他的诗词，必然也

对他所开创的文人画有所了解。而在苏轼的
画作中，枯木、歧竹、怪石，是他尤其钟爱的题
材。而在《苏东坡辞典》里，一条“纡竹启示
录”，特别将“纡竹”这一品种的竹子单独列出，
深度精解苏轼对其的偏爱。

纡竹的盘曲不直，被东坡想象为是嫩竹
为蛇所伤造成的扭曲。他认为，纡竹“困于
嵌岩”而奋然向上，是其根性所在。“纡竹从
出生起，‘懵懂’之时就已经形成了屈而不挠
的天性，在它的身上，苏东坡仿佛看到了自
己的人生，纡竹于是成为他心目里文人风骨
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具体显现。”蒋蓝说。

苏轼的“反向美学”
在另一词条“天石砚”里，蒋蓝通过叙说

苏轼少年时期拾得“奇石”，被父亲称赞为
“一方天砚”的故事，追溯了苏轼与奇石的
早期渊源。蒋蓝表示，《苏东坡辞典》中关于

“木假山”“天石砚”和“纡竹”的故事，实际上
都体现着苏东坡的“反向美学”。

蒋蓝对于自己首创的新概念“反向美学”
的诠释，不仅仅停留在将其视作苏东坡异于
常人的审美理念，他还将这种审美上升到哲
学的高度，结合庄子“无用之用”的道家精神，
深度刻画了苏东坡“野性”的思想体系。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富）6月2日凌晨，中化云龙有限公司
获签一份新的RCEP原产地证书——这
是由海关签发的四川首份出口菲律宾
RCEP原产地证书，凭借这份证书，该公
司出口至菲律宾的“饲料级磷酸二氢
钙”，将享受到“零关税”优惠待遇。

自6月2日开始，《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对菲律宾正式生
效。这标志着RCEP对15个成员国全
面生效，成员国之间相互实施关税减让，
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进入全面实施新阶
段。成都关区的企业享受RCEP政策红
利范围也因此扩容，将为推动更多的“成
都造”“四川造”出口注入新动能。

成都海关相关负责人称，RCEP自
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以来，成都海
关积极思考，主动谋划，通过编制《RCEP
成员国市场重点商品贸易机会清单》等举
措，引导和推动四川外贸企业抢抓RCEP
带来的新机遇，助力地方政府、外贸企业适
应区域市场更加开放的环境、更加充分的
竞争，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据统计，自RCEP正式生效实施以来，
四川与RCEP成员国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态势。仅今年前4月，成都海关为75家企
业签发RCEP项下证书935份，签证金额
合计74.1亿元，同比增长13.8倍，带动四川
对RCEP国家进出口1107.4亿元，同比增
长6.6%，成为外贸运行中的一大亮点。

6月1日起，成都市中心城区公交
专用车道实施优化调整措施。该措施
实施后，驾驶员的感受如何？道路交
通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昨日，记者进
行了走访调查。

上午10点，记者首先来到东城根
上街，该条道路实行公交车道取消措
施。在现场，记者观察到地面的“公交
专用”标识已被清除，地面上只留下了
些许的印迹。“我在这附近上班，每天
一到上下班高峰期，路就会变得特别
堵，但是旁边的公交车道又没什么车，
现在取消公交专用道后，相比以往确
实感觉堵车的状况有所缓解。”市民陈

先生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又乘坐出租车前往府

青路二段进行走访，地面上的“公交专
用”标识同样已被清除。那么，作为时
刻与道路交通有着密切联系的出租车
驾驶员，他们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出租车驾驶员何师傅告诉记者，
公交车道进行优化调整后确实方便了
广大市民出行，作为出租车驾驶员会
时刻在道路上行驶，交通的变化能够
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对于公交专用车
道优化调整措施的实施，何师傅表示
很满意，希望接下来能够对更多的道
路进行优化调整。

对于部分公交专用车道启用时间
调整方面，记者前往锦兴路、新光华街
等道路进行了走访，发现这些道路的
公交专用车道都新增了醒目的标识、
标线，启用时间已经调整为工作日 7∶
00-9∶00，17∶30-19∶30。

“我昨天发现公交车道上多了很
多私家车，听亲戚们聊天才知道，是调
整了公交车专用道的启用时间。”附近
商店的李老板说，调整公交车道启用
时间后，这样不仅能降低道路交通压
力，公交专用车道也能得到充分利用。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何良 张
伟进 文/图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世芳）6月1日上午，省政府参事室、
文史馆捐赠《成都世界大运会颂》作品
仪式在成都大运会执委会集中办公区
举行。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崔志伟、省政
府文史研究馆馆长王元勇和市政府咨
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毛志雄出席仪式。

《成都世界大运会颂》是省政府参事
室、文史馆为支持成都大运会博物馆建
设专门组织馆员创作的，旨在表达资深
专家颂赞大运、书赠大运、热盼大运的浓
厚情谊。作品由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四
川大学教授何崝撰文，省政府文史馆资
深馆员谢季筠书写，主要描写大运会世

界大学生齐聚蓉城参赛交流的盛况，赞
颂大运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作
品为八尺横幅，用行楷书写，在继承传统
用笔和结构中融入书法家个人风格，是
成都大运会博物馆难得的珍贵藏品。

位于东安湖体育公园的成都大运
会博物馆是大运会筹备的重要项目，被
国际大体联誉为“杰出的大运遗产”，预
计在大运会开幕式前正式开馆。毛志雄
表示，希望有更多机关单位和社会力量
参与到大运会博物馆建设中来，为博物
馆捐赠更多更有意义的藏品，为成都举
办一届精彩、圆满的国际体育盛会尽一
分历史的责任。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依林） 6月2日，2023年“六五”环境
日四川主场活动在成都举行。本次活
动紧紧围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这一主题，结合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生态环境共建共保、迎大运等工
作，精心策划畅享绿色发展、守护绿色
家园、启程绿色时代等活动内容。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钟承林代
表 17 家主协办单位在现场发出“筑牢
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四川倡议，并
联合启动了“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
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3四
川行动。与往年不同，本次活动首次聘
请 5 位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他们分

别是省作协主席阿来，生态学家印开
蒲，四川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
何健，成都观鸟会理事长沈尤，成都市
女企业家协会会长、阿拉善SEE生态协
会天府项目中心主席米瑞蓉。据了解，
这是四川参照生态环境部做法，经过推
选，最终从文化、教育、科技、传媒、社会
组织等领域遴选出 5 位颇具影响力的
代表，为生态文明建设再添“智囊团”

“生力军”，示范引领更多人参与生态文
明建设。

此外，本次活动还揭晓了第六届四
川“最美基层环保人”“绿色先锋”，以榜
样的力量来带动社会各界积极实践、主
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案件回放
未获许可“挖矿”

挖矿挖上法院，这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一切的起因要从2020年说起。

2020年10月30日，为盗采成都市
新都区新繁街道一建筑工地砂砾石，杨
某安排肖某对该场地2米围板进行拆
除，并使用5米围板重新打围。2020年
11月16日至18日，在未取得采矿许可
证情况下，杨某指使肖某安排挖掘机进
场采挖砂石，联系吴某安排运渣车司机
在打围场内即时实施砂石转运堆放。

经过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生效刑
事判决认定，杨某、肖某、吴某构成非法采
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并处罚金。

案件审理
依法判决“填坑”

判决生效后，成都市检察院向成
都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3
人按照专家咨询意见修复方案将案涉
地块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
状态和功能，确定不履行修复义务时
应连带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
153万余元，并在成都市级媒体公开赔
礼道歉，连带承担专家咨询费3万元。

在昨日的法庭审理过程中，诉辩
双方围绕杨某、肖某、吴某是否应当承
担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如何认定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及如何承担生态
环境损害修复连带责任等焦点进行了

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
在法庭主持下，公益诉讼起诉人

与3人当庭达成调解协议，按照修复方
案，将案涉地块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
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同时承担专
家咨询费，并在成都市级以上媒体公
开赔礼道歉。

在庭审的最后，审判长谢立新进行
了法庭教育：“非法采矿行为对矿产资源
的破坏具有不可逆性，希望通过此次庭
审，提高广大人民群众保护生态环境、共
建美好生活的意识，希望大家能够自觉
抵制非法采矿等损害环境的一切违法犯
罪行为，行动起来，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
播者和模范践行者，携手守护绿水青山，
促进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晨迪 胡瑰玮

颂赞大运 书赠大运
《成都世界大运会颂》捐赠仪式在蓉举行

2023年“六五”环境日四川主场活动
在成都举行

成都法检“两长”同庭 共护绿水青山 RCEP对菲律宾正式生效
“四川造”出海再添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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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辞典》6月8日发布

辞典式传记写作
解锁东坡先生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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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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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在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昨日
上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围
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主题，公开开庭审理
了一起非法采矿生态环境保
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经过审
理，双方当事人当庭达成调解
协议。

本次庭审由成都中院副院
长谢立新担任审判长，成都市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胡立新担
任公益诉讼起诉人。另外，庭
审现场邀请了市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公益诉讼志愿者，西南
财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四川
旅游学院学生及媒体代表共50
余人旁听，并通过央视网、腾
讯、百度、法院庭审直播系统和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视频号等多
个权威平台线上同步直播。

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据不完全统计，近50年来，现代人为苏东坡所作的各类传记多达50余种，
相关书籍更是数不胜数。不久前，由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日报社编辑蒋蓝和青神县作协主席邵永义共同编创的新书《东
坡与竹》出版，该书因填补苏轼与竹文化研究的空白而备受关注。就在6月8日，又一本由蒋蓝所著的《苏东坡辞典》将全新
发布。该书以辞典式传记写作，集结80多个东坡关键词，用物品、地名、事件等与苏轼相关的词条展开讲述，串联他的一
生。这本《苏东坡辞典》，将解锁一个怎样的东坡先生？

在《苏东坡辞典》这本百科全书式的传记
里，蒋蓝用“文曲星下凡”“东坡赤壁”“画扇制
案”等80多个词条，从一地、一事、一物中展开，
结合对宋代历史文化的赏析，讲述苏东坡的种
种经历，完成了一次对苏东坡重大地缘关系、
人生事件、性格嬗变、写作突变的全方位生动
描摹。

为何选用“辞典”这一形式来为苏东坡作
传？蒋蓝表示，现如今已经出版的苏轼传记
中，基本可分三大流派，包括以张志烈等主编

的《苏轼全集校注》为代表的学术谱系类传
记，以林语堂《苏东坡传》为代表的文学传记，
以及文化普及类传记，不同类型的传记多达
五六十种。

由此可见，要为苏东坡这样一位“全民
偶像”作新传，要别出心裁，写出新意，让人
获 得 独 特 的 阅 读 体 验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为此，已经研究和书写苏东坡多年的
蒋蓝不断搜集新的文献、史料、研究和书籍
资料，从中发掘出鲜为人知的典故和全新

关键词，又以采用开放性辞典式写作的世
界经典著作为灵感，决定为苏东坡编写一
部辞典传记。

与传统的传记写作方式不同，在《苏东坡
辞典》里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多元的、不确定
的、开放性的辞典式写作。“辞典式的写作，既
是向中国古代笔记的致敬，也承袭了一种古希
腊哲人的‘思想断片’写作方式。”蒋蓝阐释
道。“断片”，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书写形式。早
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许多哲学家使用断片形式

表述其思想。“断片是对思想、
事件的深犁，既是生命的切
片，又是对思想在场
的无限贴近。”蒋
蓝说，“这样的
辞典式、断片式的写
作，逾越了叙事的惯
常，恰恰也是一种对
于苏东坡思想自由
性的体现。同时，
也开门见山地彰显
了东坡人生的来
路与去向。”

苏东坡何以成为一个在世时就享有“名人
效应”，至今仍然备受推崇的文人？谈到对于
苏东坡的理解，以及东坡文化的当代价值，蒋
蓝表示：“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苏东坡是中国历
代文人中，最具人民性的一位。”他表示，“苏东
坡的足迹历经了中国70多个城市，纪念东坡先
生的点位达500多处，这足以窥见苏东坡身上
的人民性。”在《苏东坡辞典》里，词条虽然分
散，故事虽然独立，但贯穿整部书籍的核心思
想，都离不开苏东坡的“人民性”。

“老百姓最关心的从来不是苏轼的文学
艺术成就有多高，而是他所做的惠民实事。”

蒋蓝说，在把超凡脱俗的文人才气化为为民
请命的民本情怀这一点上，东坡与竹的系列
典故就让他感触颇深。“以‘竹’为例，我们知
道苏轼是把中国竹文化推向崭新历史高度的
一个代表人物，但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并
非仅仅爱竹、咏竹、画竹，而是将竹用之于
民。”在《苏东坡辞典》中，“卓筒井”“治理河
道、再淘六井”“惠州西湖泯恩仇”三个词条，
便讲到了苏轼利用竹子创新和改良水利工
程、改善当地民生的经历。

蒋蓝介绍，北宋庆历年间，卓筒井技术在
蜀地出现，而苏东坡作为一名文人，却对此有

着高度的敏锐观察，还专门写下一篇《筒井用
水鞴法》，成为后世研究中国钻井史不可或缺
的史料。后来，任杭州通判时，他将这种技术

“横向推广”到当地，以竹管导引西湖水，创造
出中国最早的城市引水管道系统。在惠州时，
苏轼得知广州老百姓所饮用的都是又咸又苦
的劣质水，有损健康，他便推荐实施了用大竹
管接引离城20里山泉的简便易行的引水工程
计划。这就成为有史以来岭南地区第一套自
来水系统工程。

“苏轼是人民的苏轼，更是人类的苏轼。”
蒋蓝认为，苏东坡的“人民性”，并不局限于中

国，而是能够
延 伸 至 世 界
的 范 围 。 在

《苏东坡辞典》
全 书 当 中 ，蒋
蓝也多次引入
西方作家、诗人、
哲学家对苏东坡
哲学、美学、艺术
立场的阐释，展
现出一个“世界
的苏轼”，形成
一场穿越时空的
共鸣和对话，为解读苏
东坡打开了全新的视角。

《苏东坡辞典》中
鲜为人知的苏轼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实习记者 王茹懿 受访者供图

辞典式写作 发掘出苏轼鲜为人知的典故

世界的苏轼 苏东坡的“人民性”贯穿整部书籍

锦兴路的公交专用车道新增了醒目的标识、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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