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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苏东坡可不是什么好活路，原因明摆着：一、这位大宋苏学士人气高得令人咋舌，自宋以来，包括
宋朝当代，为东坡作传追记的名家多多，想在苏东坡身上扯出点另类的新话题几乎没有可能！
就说近代，就有大师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在那儿摆着，书中对东坡先生已经做了近乎全面的定论，
其后扯苏东坡的各位大家名师基本上就是在捡林大师碗里的剩饭再细嚼若干遍而已，虽然有些香味，
但终究淡了许多。
现在子金山就是再加些作料烹炒一番，估计也不易打发难调的众人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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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原因出自内心：子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东坡先生的大作度过的。
曾经多少次因为背诵苏子美词嘴头磕绊而遭家父训斥，有时甚至是几个耳光；又有多少次因为故意顺
口带出几句东坡的名句而引得小伙伴们啧啧连声，尤其是女娃们的羡慕目光，实在令人至今难忘；年
龄稍长之后，又是一本《苏东坡诗词选集》将我的无数个无聊的夜晚变成滋味无限；窘困的时刻想起
了苏子落难的日子而心情坦然，翘尾巴的一瞬间是东坡大作使我羞愧脸红！
　　苏东坡曾令我激动，苏东坡曾让我向往，苏东坡曾使我从心灰中解脱，苏东坡曾诱导我走向文学
的快乐旅途。
　　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苏东坡不需要子金
山为其树碑立传，那座闪光的丰碑其实已经在人们心中竖起了近千年！
　　中国正史中的人物，许多经后人编纂过的名人档案，读之味同嚼蜡，自《史记》之后难得一见趣
史美文，有时竟是些野史笔记读着尚觉过瘾，只可惜猜测臆断居多，有关东坡先生的更是如此。
　　所幸东坡生前勤快，留下了数千篇诗词文章，中国自古有文如其入之说，我们不妨从东坡诗文中
寻找他鲜活的身影，大概这个苏东坡更接近真实，更为妙趣横生。
　　其实不管是谁炒苏东坡的话题，都离不开东坡的那些千古绝唱、旷世文章，那是东坡先生留给地
球人的共同遗产，已经使我们无数人受益终生，肯定还必将惠及我们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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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子金山，一个热爱写作的江湖散人，对中国历史和古典诗词曲赋情有独钟；写史撰文颇有造诣，填词
作赋也有斩获。
混迹于网络江湖，煮酒论剑。
常发惊人之语，令人耳目一新。
又因擅长对联被网友热捧为“天涯对王”。
自侃史以来，备受热捧，“粉丝”队伍呈几何递增，新浪因其博客文章的精辟透彻和疯狂点击量，将
其列入新浪文化名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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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一　先从苏老泉说起二　出生时，山上植物一夜枯死三　常出惊人之语，书法犹如天授四　年轻
时情事方面绯闻不少五　儿子上考场，老子也没闲着六　敢在试卷上开玩笑，只有苏轼七　来去悲喜
两重天八　“一榜觅来苏门两宰相”九　你来“三白饭”，我往“三毛饭”十　吃皇粮不忘寄情山水
十一　与龙王辩理，这活路东坡最爱干十二　与神仙打嘴官司，心诚也不灵十三　东坡偏是个服软不
服硬的主十四　不提拔心仪之人皇帝就不舒服十五　变法失败原因其实很复杂十六　王安石大概只相
信自己十七　妻子的堂妹成了妻子十八　皇帝屁股坐到王安石那边十九　皇帝欣赏“万言书”也没用
二十　在学问上，东坡不给宰相留面子二十一　携伎旅游是东坡的业余爱好二十二　宋朝时高僧和名
妓地位不相上下二十三　为妓女即兴提笔是经常的事二十四　许多和尚成了东坡的至交二十五　做通
判的东坡，还没接触过宋词？
二十六　经常与歌伎在一起，妻子看得开二十七　直接搬到西湖边上办公二十八　鸳鸯被里成双夜，
一树梨花压海棠二十九　王安石罢相出京，天就开始下雨了三十　变法越来越像一场闹剧三十一　密
州穷庙里不会有富方丈三十二　郁郁酒香，隐隐仙气三十三　朝中政敌没忘记东坡三十四　抗洪救灾
最需要万众一心三十五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三十六　苏门四学士，爱跟老师调侃三十七　
并非善类的伟人沈括三十八　才气大得连皇帝都佩服三十九　烧掉大部分通信和手稿四十　天子的心
思谁也不明白四十一　生死关头照样呼呼大睡四十二　皇帝确想放东坡一马四十三　王安石的胸怀气
度四十四　钱、权两损，活得照常潇洒四十五　进得三宝殿，却非烧香入四十六　最思念的堤亲人，
最需要的是朋友四十七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四十八　东坡是城东的一块荒地四十九　季常之痛
与河东狮吼五十　喜欢佛经前的那分恬静五十一　斗智，和尚总是胜利者五十二　无中生有苏小妹五
十三　一对传说中的挚友冤家五十四　东坡的道号叫“铁冠道人”五十五　前赤壁赋五十六　后赤壁
赋五十七　赤壁怀古五十八　情绪波动在所难免五十九　“三蕉叶”能盛多少酒六十　东坡菜：鱼系
列六十一　“巡警”汉子也有点鉴赏能力六十二　东坡与朝廷谁也没忘记谁六十三　有多少营伎喜欢
苏东坡六十四　偶然眼病导致调离黄州六十五　和尚旅游团引起极大轰动六十六　十个月的儿子夭折
了六十七　让清高的王安石佩服可不容易六十八　东坡听劝退隐常州六十九　是去是留，要看皇帝一
念之间七十　厌官时飞来一顶乌纱帽七十一　升官之路中的“东坡速度”七十二　命运永远都在变化
着七十三　蜀党、洛党、朔党七十四　高太后将弹劾奏章束之高阁七十五　危机关头，弟弟找到辩护
理由七十六　目标明确的绝地反击七十七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七十八　碧水、绿地、民生一七十九
　三潭印月与苏堤春晓八十　铁笔竟然留住一个进士八十一　蜀党与朔党战成和局八十二　没有诗意
的颍州大雪八十三　正途办不成的事“后门”能走得通八十四　立法执法与偷税漏税八十五　此时如
日中天八十六　左右命运的两个女人都去世了八十七　小皇帝决心玩出个大名堂八十八　一朝天子一
朝臣八十九　旧相识龙王借给他一船风九十　东坡到处有西湖九十一　巫山神女——美妾王朝云九十
二　美少妇与花甲诗人的悲剧九十三　新居“白鹤居”九十四　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九
十五　不可救药的快乐诗人九十六　东西都发霉，人岂能例外九十七　以阳光为食，再不知饥饿滋味
九十八　世事一场大梦，入生几度新凉九十九　太后都是苏门福星一○○　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附　
长眠不知身后事后记　从此惭愧不写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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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先从苏老泉说起国人向来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之宏论，不乏有人以苏氏父子做
为此论的依据，但实际上，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典故形容苏东坡与其老爸苏洵更为确切。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这副对联是四川眉山三苏祠的楹联，清代人张鹏翮所题，上下联简洁
概括了老苏家所创造的宋代文坛一门辉煌！
上联所述的一门父子即苏家的老爸苏洵、儿子苏轼、苏辙，意思是说三人均为填词名家；下联四大家
是指韩、柳、欧、苏四家，四家文章领袖天下，苏门又占其一！
至于文冠当时的宰相王安石，直到明代的朱右弄了个《八先生文集》，老先生才算排上了座次。
后来的唐顺之也搞了个《文编》，也只选用这唐宋八人的文章。
一个叫茅坤的古文家整理后取名《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从此成为定论，没人再能挤进去。
了不得！
唐宋两代排出散文名家八人，老苏家竟然囊括三席，估计除了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
），大概能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附带说明：另外五位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
但此联上联的内容却是在胡侃：要说给宋代的词人排座次，大概排上三百名也未必轮到苏家的老词客
苏洵，从史载到传说都没见这老头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名词。
当然，也可能是撰联人因老苏传下了不少散文、政论精品，也算作了词客。
就算如此，撰联人还是有点偏心眼，那苏洵虽留下了不少能上眼的散论，但真正能称冠古今的却只有
一篇骂架绝唱：《辨奸论》！
此文几乎把老头骂人的功夫发挥到了极致，文风犀利，精彩绝伦，之所以能以骂而功标青史，却是因
被骂的人非同小可：一代文豪、政治大家、后来的当朝宰相王安石是也！
至于老苏与当朝重臣王安石有何过节，后文自然会另篇详述，眼下先给大伙尽量简单的介绍这“三词
客”居首的苏洵，此老的确给中国文坛的辉煌立下了盖世功勋！
先说名气，民国之前中国私塾、官学、教科书的入门之文便是《三字经》，而这苏洵就是被选入中国
数朝小学教材的人物，《三字经》中这样介绍他，“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就像苏轼的别号苏东坡一样，苏洵字明允，这苏老泉就是苏洵晚年的别号。
后人把苏洵称为大器晚成的样板，列入了教科书来告诫后代，这充分证明了苏东坡的老爸苏洵苏老泉
少年时代绝对是个问题儿童，并且可以肯定，从少年到青年的黄金岁月，大都是在与街头的混混厮打
中成长起来的，那绝世骂功看来就是在该时期打下的扎实的童子功。
有句真言是这样说的：只有不合格的老师，没有不合格的学生；以此推论：只有问题家长，绝无问题
子女。
问题少年的制造者其实都是他们的爸妈或者更上一辈的施宠者，别看所有的少年法庭都是由成年人审
判少年犯罪嫌疑人，实际上受审的更应该是成年人！
苏洵这从少年到大龄青年的不争气，责任在谁？
莫非苏洵的老爸——也就是苏轼、苏辙的爷爷常年外出打工，以至于孩子沦落为“留守子女”无人管
教？
实际情况正相反，苏东坡的爷爷苏序，字仲先，粗通文墨，性情豪爽，家境小康，轻财好施，且老实
本分，从未有过在国家公务员铁饭碗里捞饭吃的妄想。
据史载，苏序“晚好为诗，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发于言，比没，得数千首”
。
从至今没发现苏序老先生的一首大作来看，这老先生玩弄诗词最多算是个“票友”，数千首诗竞无一
首传世。
从苏序老先生吟诗“敏捷立成”来看，其人聪明是无疑的，而且极明事理，应该精通儿童教育的真谛
！
这是怎么训导的子女？
这就是苏序老先生的高明之处了，苏序实行的是自然成长理论，强拔高的小苗难说将来成材，树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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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直；望子成龙的父母大多得到的是虫样儿女，让生活自身来教育少不更事的儿子兴许更见成效。
苏序老先生太过理想主义了，儿子在花季之前究竟还是没能明白老爸的苦心，在等待苏洵浪子回头无
望之后，苏序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请个绝对会负责任的人来管教这顽劣的儿子。
措施奇绝：给苏洵找个媳妇！
一则这小子成家后必然会专心立业，二则让儿子又多了位管教：给苏洵找个严厉的老丈人。
婚事很快张罗成了，苏洵的新婚妻子出身官宦之家，娘家姓程，程氏的父亲程文应赠大理寺丞，对管
教不良之徒绝对是业务精通。
果不其然，苏洵的岳父程文对女婿的教导可谓苦口婆心，但是没有用，逆反心理极重的苏洵依然是我
行我素，甚至玩乐不思娇妻。
程文无奈，只好认定自己瞎了眼，误了女儿的终生！
但木已成舟，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也就干脆来个破罐子破摔，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随他怎么
去吧！
从此，冷眼向洋看世界，一脸寒霜对女婿。
谁知苏洵竟没有辜负老爸的苦心，在苏轼、苏辙两个儿子出生以后，苏洵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爸爸了，
可以不理睬包括自己老爸在内的他人，但总得给自己的儿子们立个学习的好榜样吧？
压力产生动力，动力支配了行动，竟然自觉收起玩心，开始发愤读书，决心在科举之路上奋力拼搏一
番，混个一官半职，不说光宗耀祖，也要惠及儿孙。
后来苏洵学业大成，虽然笔下生花没能比得上两个儿子出彩，但能混到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一席之位
，也算千古留了英名！
只可惜苏洵实在官运不佳，从十九岁开始连考了近二十年，也没中进士，一生也没能在科举考试中金
榜题名，最后只能无奈地自嘲：“考进士对我来说如攀蜀道，难于上青天！
但我儿子们偏能如履平地！
”——当然，这话是说在两个儿子同榜登科之后。
世界级的文学大腕中，父子都能挂名其中的唯有小仲马与其老爸大仲马，大仲马以一部《基督山恩仇
记》名扬全球文坛，而儿子小仲马则是以一部《茶花女》一举成名。
据说儿子小仲马在初次感觉到自己的明星身份时有些忘形，骄傲的对老爸大仲马显摆：计功当坒春秋
余，今乃始及桓庄初。
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我生纷纷婴百缘，气固多习独此偏。
弃书事君四十年，仕不顾留书绕缠。
自视汝与丘孰贤，易韦三绝丘犹然，如我当以犀革编。
本篇不是诗词鉴赏，就不详细解读了，但东坡少年时常因完不成家庭作业而被严训是肯定的，到老年
回想起来仍有被挂在鱼钩上的感觉！
这也实在太恐怖了！
没办法，这是当个中国优秀少年儿童的宿命，看来还应该再流传一句：做儿童难，做个神童更难，做
个中国的神童难上加难！
不过子金山是在无谓的替古人担忧，东坡小朋友少年时的书包也兴许不是如想象般那么重，不需要国
家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地下令减负，而且苏洵这“父师”也不是光是动用大棒政策，而是经常以身
作则，给儿子们当伴读。
儿子们日后的成功与老泉的身教胜于言教是分不开的，这点从东坡成名后诗文中多次被追忆。
先说明一下：苏东坡这个字号是后来苏轼被贬黄州时自取的，少年时的苏轼别字“和仲”，弟弟苏辙
别字“同叔”，古人以伯、仲、叔、季为序来表示兄弟排行，“仲”就表示是老二，苏轼这实际的老
大被安排为名誉上的老二，是因为他有个夭折的大哥景先，所以连同弟弟苏辙一块被往下赶了一个排
行。
古代中国文人的“号”是随便自起的，就如同今人的笔名、网名，只要你喜欢，尽管自称就是了，多
起几个也不妨。
大多古时文人都有诸多个“号”，这玩意儿不像如今的车牌号码般需要花钱竞买，是不收费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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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需要到户口原籍派出所备案。
例如南唐后主李煜给自己起的字号就多得让人眼晕，清代大画家石涛曾号：清湘道人、苦瓜和尚、大
涤子、瞎尊者等等，字号多得就连郑板桥都看不下去了，曾专文指责。
不过古人字号多也难比今人，据我所知，现在的网友们给自己起的字号或“马甲”早就能令古人们瞠
目结舌了，好像在“天涯”网站就有个哥们儿给自己注册了两万四千多个“马甲”，估计能申报吉尼
斯世界纪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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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终于收笔了，长出了一口气！
却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相反，一种另类的沉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其实，这种沉重从动笔不
久便泛起心头，此后越来越挥之不去，越来越沉重，险些使子金山中途辍笔。
数月来几乎一直生活在北宋后期那个独特甚至似乎荒唐的年代，这样说还是不大全面，应该是生活在
北宋之后的明清各代更准确些。
这当然是由于写上面这些文字的原因，说句实话．本书是部差点没能完成的文章：写作的后期差点想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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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苏轼，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承担苦难最多的人，一天到晚颠沛流离，他却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样的文人我不说是偶像，他们是我千古心有戚戚焉的朋友。
　　——北师大教授、《心得》作者  于丹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
、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
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
　　——著名散文作家  余秋雨苏轼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他把他的文学，他的政治，和这个国家
，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黎民百姓，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自有文学以来，自有诗人作家以
来，从跳汩罗江的屈原开始，就在血管里流动着这种忧国忧民的基因。
　　——著名作家 李国文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
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
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
、琼州的一段⋯⋯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
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
——国学大师  钱穆苏轼的意义和价值，似不宜仅限于文学领域。
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
他的人生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一种典型。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苏轼传》作者 王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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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百家讲坛》主力作者酿出的一坛苏东坡好酒。
《东坡》是奇人子金山最得意的写史力作。
幽默：轻松文笔细品千古奇和苏东坡的风流故事；翔实：真实详尽再现旷世诗人不可救药的快乐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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