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苏东坡大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苏东坡大传>>

13位ISBN编号：9787801954039

10位ISBN编号：7801954033

出版时间：2006

出版时间：九州出版社

作者：李一冰著,中国台湾

页数：53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苏东坡大传>>

内容概要

　　被林语堂先生赞叹为“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苏东坡，一生融儒、释、道于一体，诗、书、
画俱佳。
他的人格所体现的进取、正直、慈悲与旷达的精神，闪耀在中国千年的历史星空。
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还被誉为“第一千年世界历史的12位英雄之一”。
　　作者李一冰先生是台湾当代著名的苏东坡研究者，他以苏东坡的诗词为主线，参照其他各种文献
资料，用生动写实的笔触，为我们勾勒出东坡充满传奇的一生和不平凡的际遇，使“中华五千年文明
史上第一大才子”苏东坡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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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九　南行　　嘉祜四年(1059年)九月，妻丧终制，老苏决定全家离蜀。
　　轼、辙兄弟这两位新科进士，当然要回京去办理注官手续，两位年轻的媳妇，留在家乡没人照顾
，何况长媳还怀着孕，都必须跟随丈夫同行。
　　老苏自己并非不知故乡眉山风土可爱，只因受够了人情势利的伤害，再也不愿住在眉山看小人得
意的脸嘴。
他从前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为休息之馆”。
诗日：“岷山之阳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鲤鱼。
古人居之富者众，我独厌倦思移居。
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
晴原漫漫望不尽，山色照野光如濡⋯⋯”　　然而，他没有这个能力，在那时候，不过是一个秘密的
心愿而已。
而今夫人死了，儿媳都将离去，一个孤单的老人，没有穷独故里的必要，所以他也决定同走。
　　为了超度死去的夫人，他造了观音、大势至、天藏、地藏、解冤结和引路王者等六尊菩萨像，连
同两副龛座舍予极乐院，在如来堂里供养，作《六菩萨记》，说苏家最近三十年间，骨肉零落，悲忧
惨怆之气，郁积未散，所以他决计要“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后访吴越，适燕赵，徜徉于四方以忘
其老”，也希望菩萨保佑程夫人的魂魄，能够超脱幽阴，遨游于上下四方，如他“游于四方而无系”
一样的快乐逍遥。
　　嘉祜四年十月，他们一家人自眉州入嘉陵江，经戎、泸、渝、涪、忠、夔诸州，下三峡而抵荆州
度岁。
　　初自眉州入江，苏轼豪气凌云地说：“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
”岷江之滨，有凌云寺凿山为大弥勒佛像，高三百六十尺，依山建七层楼阁为庇覆，极是壮观。
他们的船随着奔腾的江流，行过大佛脚下，这一路水平山远，胸襟异常旷荡。
舟过宜宾，行近戎、涪一带，地与多山的贵州接境，沿江遂见不知名的山峦无数，一重一重的夹岸峭
壁，高耸天际。
夜泊牛口渚，才见岸边有三四户人家，疏树寒灯，非常寥落。
船上要补充食物，但这穷荒地方，是无酒亦无肉的，只好向他们买点蔬菜回来，看他们住在“朔风吹
茅屋，破壁见星斗”的家屋里，身上穿的破裤，遮蔽不了双股，饭不满盂，被盖都不齐全。
天生的性情，使苏轼忘怀山川，只注意眼前小民的寒苦，以为他们连这个样子的生活也在过，而且过
得毫无怨言，自忖道：“今予独何，汲汲强奔走。
”，　　过泸州安乐山，听说天师张道陵曾经在此小寓，所以山上的树叶都有纹如道士所篆的符。
苏轼不信这些神话，他说天师早已死了，他的子孙也一样要死，岂能有神力于满山的秋叶。
　　江流两岸，群山壁立，这青年人站立船头眺望，风平浪静，不觉舟行，但见群山去如走马，他举
起手来，想与山上的行人打个招呼都来不及，觉得新奇有趣，作《江上看山诗》：　　船上看山如走
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搓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此诗虽是少作，但已充分显露苏轼做诗已能自由表现他敏锐的观察与丰富的想象能力。
在船上看到山上行人的影子，也想举手和他们说说话，则他开朗与和善的性格完全流露于此。
　　十月小寒，江上下起大雪来了，舟中无事，兄弟学欧阳体做《江上值雪》诗，照欧阳的限制，做
雪诗不得用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的比喻字眼，他们更加设限，不得用皓白、洁素等形容
词。
这虽是一种游戏，但也是一种运用文字的训练。
过忠州后，沿途许多三国时代的名迹，如至鱼腹，游永安宫，登山望诸葛亮的八阵图，看诸葛盐井，
访屈原庙，作赋，抵夔州，吊刘备托孤的白帝城，这些都是宇宙山川与历史人物的交织，怀古吟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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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题目。
　　至夔府而后入峡，首过瞿塘，两岸峭壁对耸，上入霄汉，仰视天如匹练，中贯一江，是乃三峡的
大门。
苏轼形容峡门的形势：“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
萦纤收浩渺，蹙缩作渊潭。
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
”群山逼阻水势，水又反激起来，狂噬山脚，水石相激，造成危险的涡流，势欲吞舟，而一舟微茫，
前途难测。
　　过了瞿塘，经滟灏堆，全系崩山碎石积成，出水数十丈，夏秋涨水时，水又高出堆上数十丈，苏
轼有赋。
以后便是巫山，巫山是峡中一大县，但山隘诡怪如石门关，仅通一人行，为天下之至险。
过了巫峡，便是归州新滩，此处因山崩石裂而成，所以又称新崩滩。
不但水流湍急，白浪汹涌，而且水中暗伏锐石，船触上石礁，立即沉没，每年舟毁人亡于此者不可胜
计，为峡中最险之处。
轼诗：“扁舟转山曲，未至已先惊。
白浪横江起，槎牙似雪城。
番番从高来，一一投涧坑。
”大鱼都被浪冲到滩上，暴鳃而死。
他们在新滩遭遇了大风雪，被迫停航三日，船上什么事也没有，只能到附近村落去走走，走到一个叫
龙马溪的地方，买到了酒，父子三人就蹲在船舱里喝闷酒。
　　经黄牛峡、扇子峡，登蛤蟆培，而至下牢关，夹江千峰万嶂，奇形怪状，不一而足，欧阳修《下
牢津诗》所谓“入峡山渐曲，转滩山更多”者是也。
再过三十里，则已见江南的一片平原，舟甫出峡，人人额手称庆，如得更生。
　　至夷陵，这是欧阳修曾被谪居的小邑，他们专程往访了欧阳所筑的至喜堂。
过荆门十二碚，皆高崖绝壁，■岩突兀，以险固得名。
十二月八日才到江陵驿。
　　三苏父子自眉州舟行，至荆州出陆，水路一千六百八十余里，舟行六十日，过郡十一，县三十有
六。
　　这六十日中，舟中无事，父子三人共做了一百篇诗赋，合为《南行前集》。
苏轼作集叙(因避父祖名讳，所以他们父子写序，都作叙或引。
)首述作文的态度日：“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
⋯⋯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
文之意。
”——这是苏氏文论中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念。
　　南行集没有传本，今从三苏联集中寻绎出来，得苏轼之作四十二篇，苏辙二十三篇，附老苏所作
及各赋共七十二篇，散失者已逾三分之一。
　　苏氏一家在船舱里闷了两个月，亲历三峡之险，实已筋疲力尽，到得荆州，已是十二月中旬。
腊鼓频催，凋年急景，行路也不方便，所以就在荆州住下来，过了年再走。
　　苏轼因当地的风土见闻，作荆州十首，其第一首日：“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
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
江侵平野断，风卷白沙旋。
欲问兴亡意，重城自古坚。
”　　这是苏轼的少作，饶有杜甫秦州杂诗的风貌。
　　嘉祜五年(1060年)正月初五，他们从荆州启程，陆行赴京。
经浏阳，渡汉水而至襄阳，苏轼作古乐府《野鹰来》、《上渚吟》、《襄阳乐》三首，又去南阳城南
二十里登访了诸葛亮的隆中草庐，拜观了武侯的遗像。
　　过唐州(今河南批源县治，宋属京西南路)，太守赵尚宽正在发动戍卒，招揽流民，共同从事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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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陂、疏浚召渠的水利工程。
这项工程做好了，足以灌溉民田数万亩，而且使濒临饥饿线上的流民和淮湖一带失业的老百姓来参加
工作，可以用自己的血汗和力气分到陂渠附近的荒地，耕种落籍。
　　在那个“民以食为天”的社会里，农田水利工程的重要固不必说，而化荒地为良田，收游民为自
耕农，此于安定社会方面的贡献，又岂仅增产而已。
苏轼对赵太守这项工作，敬佩万分，他虽是一个过路的旅客，不能亲执壶浆箪食帮助赵太守迎劝四方
的来者，独为《新渠诗》五章，代赵侯告于道路，即如现在布告。
其中一章说：“侯谓新民，尔既来止，其归尔邑，告尔邻里；良田千万，尔择尔取，尔耕尔食，遂为
尔有。
”　　继续行程，二月至许州，始识范文正公(仲淹)次子纯仁，时任许州签判，范苏订交自此。
时正春光明媚，苏轼往游许州西湖，但见游人如鲫，提壶携酒，非常热闹，而苏轼却想着欢游背后却
有人寒饿。
诗言：“⋯⋯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
颖川七不登，野气长苍莽，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
”　　过汝州，游颖考叔庙。
至尉氏，大雪纷飞，酷寒入骨，苏轼独留驿所，取酒解寒。
忽然，有一来自北方的旅人狼狈进来，头戴的竹笠上已经积雪盈寸，下马登堂，面色苍黑，冻得全身
僵硬，苏轼现成有酒，就邀他过来同饮。
主人持杯未举，那来客却已顾不得客气，斟满大杯，一倾而尽。
其时，外面风狂雪暴，“千门昼闭行路绝”，如临世界末日，而驿所里这两个同是风雪中的旅人，则
酒暖颜酡，相与笑语不绝，一直喝到天黑。
次日天明客去，　　苏轼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见他横策上马而已。
　　大苏自荆州陆行京师，途中做诗三十八首，小苏《栾城集》中仅存七篇，两共四十五首，后人编
为《南行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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