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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提笔写这篇序言时，我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则报道：　　1797年7月，美国一位年轻的父亲为失
足坠崖的5岁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坟墓，因为过分悲痛，夫妇俩决定移居他乡。
在转让土地的契约上，孩子的父亲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无论什么情况，孩子的墓地都不能拆迁铲
平。
　　一百年过去了，这片土地不知被转卖了多少次，但孩子的墓地却完整地保留下来。
在此期间，格兰特总统逝世，政府决定在此地建他的墓地，但他们没有将孩子的墓迁走。
　　又过了一百年，1997年，美国政府决定重修这座总统墓，同时将去世二百年的孩子的墓整修一新
。
　　里根在一次拜谒格兰特总统的墓时，说明了这样做的理由：孩子的墓，属于他的私人领地，谁也
没有理由剥夺他安卧在自己领地的权利。
　　读了这则故事，我浮想联翩，假如同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这里，结果将会怎样？
于是，我突然想到了九百年前的苏东坡。
　　美国加州大学研究东南亚语言文化的学者艾朗若说：“苏东坡不仅在中国，在欧洲、美洲，直至
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文化巨人。
他的诗、画、文章和哲学思想都达到了特殊的高度。
”　　参与中日韩美国际合作项目——《苏东坡研究史》的美国学者唐凯琳博士说：“在西方汉学家
的心目中，没有一个中国传统文人能像苏轼这样得到肯定和重视。
这是因为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个浩瀚渊深的‘苏海’，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
”　　那么，浩瀚渊深的“苏海”仅仅是在诗词文赋方面吗？
看来并非如此。
　　林语堂说苏轼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说他的一生有着对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的朦胧的理想和实际的追求。
　　他敢说“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我即使坐在朝堂之上，也不会改变追求独立的本色)；　　
他敢说“好诗冲口谁能择”(我是有话就得说，有诗就要写，不吐不快，毫无顾忌，谁能阻挡，这是我
的言论自由)；　　他敢说“不须论贤惠，均是为食谋”(人都是平等的，无论是好是坏，都有生存权)
；　　他敢于对皇帝说“我岂犬马哉，从君求帷伞”(难道我是一条狗一匹马吗？
难道我只是为了求得皇帝的一点破布掩埋以终吗？
)；　　他敢于向皇帝叫板：“苛政猛于虎。
水旱杀人，百倍于虎；人畏催欠，甚于干旱⋯⋯是常有二十万余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
”(此等文字，在官场上，谁曾说过？
)　　他敢于上奏朝廷：“天下莫危于入主，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
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其心谓之独夫。
”(这简直是民主的宣言。
)　　这一切，难道不足以说明苏轼的现代精神？
　　他旷达、宽容、正直、诚信、慈柔、坚韧、创新；他提倡独立自由，追求平等；他同情弱者，关
爱他人；他既会为民造福，又会享受生活——这一切难道不正是林语堂所说的现代精神的涵义？
难道不正是“苏海”所包括的内容？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自然地想到了上面的那则故事。
它们的共同处，便是对人权的捍卫，是对人权的尊重。
而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不管他是皇帝还是乞丐、贵族还是平民、大人还是小孩。
然而真正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
　　尽管如此，苏轼是在追求了——虽然，他没有用现代的词汇。
　　一般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多的是专制、等级、仇恨、奴性。
不错，大量充斥的是这些，但是从以苏轼为代表的求真、求善、求美的人们的诗文以及所作所为中，
我们似乎能看到它的对立面：对独立、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虽然他们也许并不自觉，虽然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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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是那样微弱。
——但“苏轼们”的存在，证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并非全是黑夜而没有光明！
她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并非全是吃人！
她也有美好的东西——就像美国那个故事。
　　讲苏轼的书，坊间已经不少。
玉峰以“人生”为线索，将苏轼一生行状与诗文串起来，在讲述时倾注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处处不脱
离生活，常把苏轼作为一面镜子观照现实，是较为独特的。
　　他强调了苏轼“不随”。
所谓“不随”，就是有独立的精神，有自由的思想，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不随权势变化。
苏轼起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某些措施，后又反对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做法。
结果两边不讨好。
在专制社会，文人往往是“随”的多。
宋人刘挚说：“一为文人，无足观矣。
”言虽刻薄，道的却是实情。
但要做到坚持己见，谈何容易！
正因为如此，更显出苏轼的可贵。
君子“和而不同”，这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同样是很重要的。
　　他突出了苏轼的重“情”。
父子情，兄弟情，朋友情，夫妻情。
他批评了当今的种种“无情”、“不情”。
这很有意思。
笔者也以为“人情”两字可作试金石，烛照古今中外，洞察世态人心。
清人张问陶有诗云“好诗不过近人情”，其实好人、好官、好师莫不如此。
这是很简单的标尺。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所言凡近人情的往往是真的，善的，美的；凡不合人情的往往是伪的，恶的，丑的
。
不爱父母的人，何以爱天下？
连齐家都做不到，何以治国？
苏轼一生不失赤子之心，充满了亲情，友情，爱情，同情。
玉峰拈出这一点发挥，我以为非常好。
为倡导“和谐”社会，不必用什么深刻的大道理说教，让青少年从小懂人情，惜亲情，肯同情，做人
便庶几可矣！
就这一点而言，宣传苏轼的“情”，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启迪作用。
　　《说苏轼》还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
比如谈苏轼被贬黄州，不说他如何受苦，却说他如何自我修炼，脱胎换骨；谈苏轼到惠州，不说他如
何遭难，却说他如何善于制酒造屋，享受人生；谈苏轼在海南，也不说他如何食无肉居无所，却说他
如何兴办教育，送医送药，为民造福。
玉峰将苏轼波澜起伏的人生浓缩在短短的20集讲述中，娓娓道来，有声有色，雅俗共赏。
　　近年来常有朋友和学生问我对于易中天《品三国》、刘心武《说红楼》、于丹《论语心得》的看
法，我没读过他们的作品，很难判断。
但我想只要态度真诚，而不要总是以导师自居；只要不故意违背事实，为某些成见鼓吹，起“帮忙”
、“帮闲”作用；只要坚守道德底线，不宣扬权术、歌颂暴力、不诲盗诲淫，误导人心，不以丑为美
颠倒是非，不装点山林逢迎冠盖；那么，正不妨如钱钟书所言：“卿用卿法，我行我素”，愿意听的
不妨听听，不愿读的也可以不去读。
我同意易中天先生的那句话：即便孔子在今天也不会拒绝利用电视的。
正如南宋时有人抱怨科举，朱熹却说，“就是孔子生于今天也要参加考试”一样(梁章钜《制艺丛话
》)，这是时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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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年一代有机会熟悉孔孟，了解李杜、苏辛。
宣传“常识”，或与历史某些细节有所出入，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节目，真的形成发表不同意见的风气，并促使有些人真的去读一点书。
形成一点自己独立的见解，凡事有“不随”的习惯，则真正是“善莫大焉”。
　　赵志伟　　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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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苏轼人生”，是以作者作客上视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时制作的《天地一文人——
苏东坡》节目为底本，全面讲述北宋大文豪苏轼丰富多彩的一生。
作者以苏轼人生脉络为主线，结合苏轼在各个时期的文章、诗词，比较系统地分析了苏轼的政治立场
、哲学思想、文学成就、艺术修养以及他对后世的影响。
    第二部分包括“苏轼轶事”、“苏轼诗词”、“苏轼短文”、“苏轼哲言”。
作者从苏轼的作品和后人的辑录中精心挑选了这些内容，并加以注释和评析，以便于读者更全面的地
了解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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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玉峰，1947年生。
1967年毕业于上海教育学院。
现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写作学会副会长，上海语文学会理事，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上海诗词学会会员。
多次参加高考语文试卷命题。
长期耕耘在教学一线，有独特的教学风格，对语文教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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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苏轼人生　第一集 天赋人生　第二集 奋发人生　第三集 不羁人生　第四集 坦荡人生　第五集 潇洒人
生　第六集 造福人生　第七集 苦难人生　第八集 圆通人生　第九集 悲悯人生　第十集 风光人生　第
十一集 安详人生　第十二集 幽默人生　第十三集 慈柔人生　第十四集 和美人生　第十五集 旷达人生
　第十六集 美味人生　第十七集 歌吟人生　第十八集 艺术人生　第十九集 智慧人生　第二十集 圆满
人生苏轼轶事　第一集 少年英气　第二集 试场风光　第三集 初露锋芒　第四集 造福一方　第五集 乌
台诗案　第六集 生命冼礼　第七集 元裙党争　第八集 封疆大吏　第九集 洒脱岭海　第十集 魂还天地
苏轼诗词苏轼短文苏轼哲言苏轼生平扫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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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苏轼人生　　第一集天赋人生　　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一个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的夜晚，
树立在北宋首都开封瑞礼门外一块有几个人高、一人多宽的巨碑被响雷一击为二。
第二天，朝堂上惊恐万状，宋徽宗用颤抖的声音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宰相蔡京、童贯噤若寒蝉，不出一声。
这块碑是宋徽宗亲手誊写刻石的。
碑由皇帝亲笔书写，可见碑的意义重大。
　　那么这块碑到底写了什么内容，为什么要立，又是怎么立起来，怎么会被击碎的？
　　一、元袥党人碑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从海南岛受命回来的苏轼，在常州去世
。
第二年政局又发生了变化。
担任右相的蔡京上书，把在宋哲宗元祐占年间（1086——1093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309人列为奸党，
由宋徽宗亲笔御书，并下令在全国各地刻石立碑，并且规定这309个奸党的后代永远不得为官，已经做
官的必须罢免。
今后皇家子女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人的后代通婚，已经订婚的要立即取消。
他们要把元祐党人世世代代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也就是说，他们要把反对党一网打尽，斩尽杀绝，并使他们千年受辱。
　　可是时隔不久，碑就被雷击碎。
蔡京、童贯之流闻讯，仍疯狂地叫嚣：碑可断，碑上人的名字永远磨不掉！
但皇帝闻讯，认为是苍天示警，心中恐惧了。
他不断自言自语：雷劈碑，不知吉凶如何？
　　终于，在朝野的一片恐惧声中，皇帝下旨将全国各地的元禧党人碑全部拆毁。
　　这309人的黑名单上有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还有范仲淹的儿子范仁纯。
而列在黑名单上第一位的就是苏轼。
　　有趣的是，接下来的100年中，上了碑的人的子孙，都以碑上有自己的祖辈父辈的名字为荣。
　　而事实上，这些碑上的名字之中，有的并不配享有这种荣耀，因为当时立碑的小人出于私利，把
不是元祐党人的仇家的名字也擅自列入。
所以，这个309人的黑名单上其实也是鱼龙混杂，好坏兼而有之。
　　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轼身后的名字越来越响。
原先政府严禁印行流传苏轼的诗文、手迹，勒令民间销毁，而此刻苏轼的手迹、诗文却突然身价百倍
、千倍，禁得愈严的，传得愈多愈快。
这也许正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
　　随着皇帝给苏轼平反，一顶又一顶的桂冠又戴到了苏轼的头上，什么太师、文忠公，皇帝也开始
收集苏轼的书画诗文。
据说，宋孝宗读苏轼文章时热泪盈眶。
　　有一个记载说，有人甚至用五万钱购买苏轼为人题匾的三个字。
有一个叫梁师成的太监，用三十万买下颍州桥上苏轼写的碑，拓了一千张拓片，然后便把碑推到河里
隐藏起来，以高价出卖拓片，大发其财。
　　当时，北方金朝入侵中原也以苏轼的书法、字画为战利品，与徽钦二帝一起用车运到塞外。
　　苏轼的弟弟苏辙做外交官出使西夏时，人人都问他哥哥怎样？
“谁将家谱流域外，何为逢人问大苏”。
谁把我们的家谱拿到外国去的，以至于到了外国，逢人就问苏轼怎么样了。
　　九百多年来，苏轼诗文书法几乎成为读书人家必藏的珍宝、必学的范本。
研究苏轼的人、著作、文章不计其数，历代文人以苏轼为榜样。
苏轼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志士。
更值得夸耀的是，2000年，法国举行了世界名人评选活动，评选世界千年英雄人物，评出l2个世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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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我们的苏轼名列其中。
　　那么，苏轼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二、苏轼素描　　我们先看一幅李公麟为苏轼画的像。
苏轼，人长得比较高，大概有一米八左右，有人叫他“长公”。
他弟弟个子也高，但是偏瘦，苏轼高而结实、健康。
当时有人写诗称苏氏兄弟“颀然仲与叔”，颀然是形容高高的样子。
仲是老二，叔是老三，苏轼原先还有一个哥哥。
　　苏轼脸形较长。
传说中的苏小妹与他开玩笑，说他“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
　　他有一双修眉，不浓。
　　苏轼脸上胡子不多，属于三缕清须一类，他的学生秦观与他开玩笑：君子多乎哉。
苏轼马上回敬：小人樊须也。
这都是《论语》中的句子，都是谐音。
多乎哉，即多胡子。
君子多胡子，那么胡子少的苏轼便是小人了。
所以，苏轼回敬他，小人才是大胡子呢！
樊须原本是孔子的学生，“樊”音同“繁”，繁须，就是大胡子。
可见秦观是个大胡子。
他们师生之间互相调笑，关系是十分随便的。
　　苏轼穿着也喜欢与众不同，他自己设计了一种帽子，后来人称子瞻帽，高统，像现在的大厨师戴
的。
　　穿衣倒很随便。
下放劳动时期，就更是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有时打赤脚，有时穿木屐。
据说，当地老百姓看了都哈哈大笑，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好事者还曾为他画了一幅《蓑笠木屐图》，很滑稽的。
　　他整天乐呵呵的。
　　这是苏轼给自己画的一个自画像，大家看看，与李公麟画的比比看，如何？
　　苏轼到了老年，越来越慈祥，更有沧桑感，更美了。
　　公元1037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在四川眉山的一个小镇上，一个叫毅纱行的街坊，传出了一个
男婴嘹亮的啼哭声。
人们纷传苏家又添了大胖孙子。
传说这一天，眉山周围的草木突然失去了往日郁郁葱葱的光彩，凋谢了。
当时，人们觉得莫名其妙，多少年后，等到这个人中了进士乃至这个人去世后，眉山的草木突然又繁
茂起来了，人们纷纷议论，说那是因为眉山山川之精华钟于这孩子一身。
　　这孩子，就是苏轼。
当时他还不叫苏东坡，“东坡”是苏轼44岁那年被贬黄州时自己起的号。
三年以后母亲又生了一个儿子。
在东坡12岁、弟弟9岁那年，父亲苏洵给他们兄弟俩取了名：哥哥名苏轼，字子瞻；弟弟名“苏辙”，
字子由。
这名字是他父亲煞费苦心给他们取的。
苏洵即有名的苏老泉。
《三字经》里有这样几句话：“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诗书。
”后来他们父子三人，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三苏。
在唐宋八大家里，他们一家就占了三个。
在八大家六个宋代名额中，他们家占了一半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苏老泉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名二子说》，对两个儿子的名字进行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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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非常了解儿子们不同的个性特点。
“轼”是车子前的扶手，是车子上的装饰物，父亲发现大儿子性格外向，处处好表现自己，希望他能
有所掩饰，不要太外露，留给世人一个美好的形象；“子瞻”，则是要他能站碍高，看得远，洞察万
物，不要在乎一时一地的得失。
“辙”是行车时在地上留下的车轮印子，小儿子性格内向，往往不起眼，起名辙，一方面是对他的肯
定，一方面也是希望他顺应自然，万事由天；“子由”的“由”的意思也正是如此。
　　关于苏轼的成才，除天分特高之外，我以为有两个原因。
　　首先，当时社会风气重视文化。
宋朝对文人是非常看重的。
文人的待遇很高。
宋真宗为了鼓励读书，亲自写了《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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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说苏轼》作者从苏轼的作品和后人的辑录中精心挑选了这些内容，并加以注释和评析，以便于
读者更全面的地了解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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