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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部传记就是一部灵魂史，它记录了传主的生活历程和生命轨迹。
在我国几千年的浩瀚历史长河中，孕育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伟大人物，他们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
特别是那些名垂史册的文学家，他们的文字演化为民族的珍贵财富，而他们的生命体验、思想情怀和
人格魅力。
总能让我们深受感染，引发我们的情感共鸣和无尽思索。
    我们提倡青少年读文学家传记，是因为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欣赏作品。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
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要理解作品，一定要对作者和作者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这样才能与古人为友。
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思想历程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只有
知其人、论其世，才能比较客观地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感受作品的深刻意蕴。
这种鉴赏作品的观念对后代的文学鉴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
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意思是说，不知道古人所处的时代，不可以妄加评论古人的文章；不知道古人身处的环境，也不可
以仓促地评论古人的文章。
知人论世，就是指我们阅读作品，需要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了解作家在经历重大事
件时所联系密切的人物，了解作家的思想性格、心路历程。
    比如，我们欣赏苏轼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对于全词最后一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如何理解？
这个问题，仅仅阅读词作，是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的。
也许苏轼比较达观，善于自我宽慰；也许苏轼愤懑消沉，只好寄情山水。
。
如果我们了解苏轼的生平经历，了解苏轼创作这首词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容易理解这句话所蕴涵的人
生感喟。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时游赤壁所作，当时作者47岁，自觉青春已
逝功名未就，于是就借三国英雄周瑜的年少得意和丰功伟绩来感叹自身的失意，抒写了胸中的怨愤。
所以词作最后一句，诗人以酒祭奠江月反映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诗人仕途坎坷、壮志难酬的悲愤感
慨和精神苦闷的诗意表达。
但同时在自慰自解中，也激荡着一腔追慕豪杰、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之情。
    读优秀的文学家传记的同时，我们也是在学习写作。
学习传记作者“文真事核”的研究精神，学习传记作者“不虚美，不隐恶”的写作态度，学习传记作
者选材剪裁的文法结构，学习传记作者刻画人物形象的生动技法，学习传记作者议论记事“寓褒贬于
记述之中”的独特功夫。
    潜心读一部好的文学家传记就如同与文学家进行一次心灵对话和思想交锋。
优秀的文学家传记作品具有无可替代的审美意义和教育价值，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阶段的青少年
应该读一读文学家传记。
阅读文学家传记，我们可以回溯他们的生命历程，走进他们的情感世界，我们可以在与文学家的真情
对话中体味人生真谛，提升自我的思想境界，从而引导我们对人生、对历史做出更广阔更深刻的思考
。
    从阅读规律上看，青少年对于小说等虚构类文学的兴趣会比较浓厚，随着成长，阅读兴趣将转向传
记等非虚构作品，在青少年的精神断奶期，恰恰需要传记作品的那种直面苦难的精神和闪烁哲理的思
辨。
从这个角度来说，传记作品是青少年的精神钙片，能够阅读传记、喜欢阅读传记可以视做青少年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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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趋于成熟的标志。
    我们这套“走进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作家”丛书，倾注了一大批著名教授专家的心血。
每一位作者，都是活跃在当前学术论坛的领军人物。
他们能俯下身子给我们青少年写书，实在是青少年之幸、国家之幸。
    布鲁克说：“能与现代人同行是好的，若能与过去有智慧的伟人同行也是有益的，这能使我们不受
短暂生命的影响，只看生命中失意、绝望的地方。
使我们走在人生路径上，有前例可循，也使我们不断地学习谦卑，不断得到启发。
”希望青少年读者珍惜大学者的馈赠，能够自主阅读、喜爱阅读、真诚阅读、智慧阅读，发掘伟大文
学家以及传记作者留给我们的无限宝藏。
    编者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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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苏轼，一个璀璨的名字，照亮了中国文化艺术的星空。
他那特立独行的人格，狂放不羁的个性，以及无人企及的艺术成就，都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
文人。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宋文“欧苏
”；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宋诗“苏黄”；他的词与辛弃疾并称宋词“苏辛
”；他的书法，并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流派之一；他的画，虽略逊于以上艺术形式，
但毕竟开创了自成一统的湖州画派⋯⋯
想知道更多关于苏轼的生平事迹吗？
那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阅读苏轼》，一起走进苏轼的生活。

 《阅读苏轼》由朱刚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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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刚
浙江绍兴人，1969年生。
198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97年获该系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学位，此后留系任教，2005年升副教授
，2007—2009年为日本神户大学特任准教授，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宋代文
学学会副秘书长，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事唐宋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兼及佛教艺术与禅宗。
著有《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百家一说》《新译苏辙文选》(合著)《宋代文学通论》《苏轼评
传》《苏轼诗词文选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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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中国的作家、诗人，多半有官员身份，就是所谓的“士大夫”。
不过，同样是士大夫，在唐朝以前和宋朝以后，却有性质上的重大变化。
唐朝以前的士大夫多为门阀贵族，宋朝以后则以科举出身的进士为主。
    几乎所有民族的历史，都会经历贵族社会的阶段。
中国最典型的贵族社会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有限的几家贵族以联姻的方式组成集团，把持朝政
。
如果你有幸出生于这样的家族，那便是血统高贵，有上进心的人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上进心的
人仅凭血统也可以做官，继承其世袭的特权。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制度下，贵族是不怎么害怕皇帝的(他们最怕的是军阀)。
那皇帝虽然至高无上，但为了维持统治基础的稳定，在面对拥有巨大的庄园经济和其他社会资源的贵
族时，也必须以理智的方式与他们妥协，朝堂上则表现为虚心“纳谏”。
这当然会令“暴君”很不开心，于是著名的“暴君”隋炀帝便发明了一种叫做“进士科”的考试制度
，通过考试来获取他所需要的官员。
唐太宗虽然比隋炀帝显得更善于“纳谏”，但他也继承了隋炀帝对进士科的重视。
等到武则天称帝，遵守封建礼教的贵族们都反对她“牝鸡司晨”，而血统不太高贵的进士们却容易支
持她，只要能获得提拔，他们不怎么在乎皇帝的性别问题。
所以，武则天就大批地提拔进士。
唐代中叶的“安史之乱”以及乱后产生的割据军阀，持续地摧毁着门阀贵族的势力，中唐以后的朝廷
，基本上就靠进士出身的官员来维持了。
这样，从比较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唐朝的士大夫阶层就处在“门阀士大夫”向“科举士大夫”转变
的交替期，而宋朝以后，便完全进入“科举士大夫”的时代。
    相比于门阀贵族，科举士大夫对皇帝和朝廷是更忠心的，他们从考场起家，为“天子门生”，受到
皇帝委任，是“朝廷命官”，其中相当一部分并没有显赫的家世，得不到家族势力的支撑，其荣辱沉
浮全听朝廷之命，只能与朝廷同呼吸、共命运。
这是一个职业官僚的阶层，朝廷依靠科举制度不断为这个阶层换血，保证其活力。
宋元以来，凡政治活动、经济决策、法律裁断、军事指挥、文化创造⋯⋯在中国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
，科举士大夫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精英。
所以，杰出的科举士大夫几乎是全能的：既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学者、诗人，或者还是军事家和
外交官，等等。
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带有许多与其身份相对应的特征，可以称为科举士大夫文化，也就是一种精英文
化。
    当然，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并不同步。
汉族产生了科举制度后，其他民族还处在贵族社会乃至更原始的阶段。
元朝蒙古族和清朝满族入主中原，给中国的统治阶层再次带来贵族，情形变得更为复杂。
相对来说，宋朝特别是北宋，为汉族科举士大夫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单纯的环境。
雕版印刷术的及时出现，使北宋士大夫的创作能大量传播后世，而范仲淹、王安石的政治学说，张载
、程颢、程颐的哲学，司马光、范祖禹的史学和欧阳修、苏轼的文学，就足以代表这种精英文化全面
繁荣的灿烂景观。
尤其是苏轼，在经学、史学、诗词、文章、书画、医学、宗教、政治、水利等几乎所有领域，都达到
了一流水准，如此全能的“通才”，堪称精英文化极盛的象征了。
    苏轼(字子瞻)确实是个科举的“骄子”。
他出生于北宋第四个皇帝宋仁宗的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出生不久便逢过年(公
元1037年1月19日为正月初一)，按当时的算法，过了年就是两岁了。
到嘉祜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时，算是22岁，实际上只有20足岁。
他的家乡四川眉山离京城开封府相当遥远，父亲苏洵(字明允)也是个有名的文人，但一辈子都没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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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而苏轼与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却考运亨通，第一次赴考就金榜题名。
    一般来说，考运不好的人，总是对考题或评卷方式充满意见，强调其间大有不够合理乃至埋没真才
之处，苏洵也不例外，他多次指责当时的考官太注重声律、对偶之类的技术性规范，而不顾文章内容
是否杰出。
苏洵的传记作者为了肯定他的写作水平，也大抵赞同这样的指责。
但这并不说明当时的科举真的一无是处，比如欧阳修只比苏洵大两岁，面对的科场规则完全一致，但
他却顺利考上进士。
苏洵有个哥哥叫苏涣，兄弟俩所受的教育应该相差不大，但苏涣也考上了进士，而且这位伯父对幼年
的苏轼、苏辙很有激励作用。
轼、辙兄弟是苏洵亲手指教出来的，既是儿子也是学生，他们的一举登科，让苏洵几乎无话可说。
当然，在苏洵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激嘉祜二年的主考官欧阳修，他对于文章的见解与苏洵颇有
相同之处，所以具备鉴赏苏氏文章的能力。
这大致也符合事实，但另一方面客观地说，苏洵虽是著名的文章家，其诗赋却并不出色，而诗赋正是
当时科举考试中最受重视的体裁，自隋唐以来就是如此。
与他的情况不同，轼、辙兄弟在写作上非常全面，尤其是苏轼，几乎兼擅所有的体裁，而且在诗赋上
极具天分，对诗赋的爱好也贯穿终生。
后来王安石主持科举改革，要废除诗赋的时候，苏轼还强烈反对。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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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是一位豪放的词人，一位大诗人，一位散文家，一位大书法家，一位创新的画家。
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政治家，一位史学家，一个厚道的判官，一位人道主义者。
他是一位工程师，一个美食主义者，一位瑜伽修行者，一个爱酒好茶的人。
他的性格复杂而又简单，他的经历幸运而又坎坷。
他就是他，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苏轼。
    现在，就我们一起翻开朱刚的这本《阅读苏轼》，一起走进苏轼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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