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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像，北宋李公麟绘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

□朱德泉

今天，2024年1月8日，是苏轼
987年诞辰的纪念日。

宋仁宗景佑三年丙子日(十
二月十九日)卯时，公历1037年1月
8日清晨5点至7点间的某一时刻，
他在四川眉山纱縠行老街一间租
屋中呱呱落地。

(一)

门前万竿竹，院雀杂花丛。
他在慈母“不残鸟雀”的家教

中，滋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
善良，从南轩浮光中“无一个不是
好鸟”，到泛爱天下者“无一个不
是好人”。

堂上四库书，检责计春秋。
他在严父“抄史作论”的家学

中，养成“旧书不厌百回读”的习
惯，从“起坐有如挂钩鱼”的怛然
悸寤，到“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宠
辱不惊。

少年时，他是“别人家的孩
子”———

爱劳动，移根琐细间，“种松
满东冈”。

爱学习，田间牛背上，“卧读
牛不知”。

爱艺术，弹家藏雷琴，品“徘
回不去”之余韵。

爱敦亲，夜雨对床眠，“四海
一子由”。

爱天下，诵范滂大传，立“奋
厉当世”之志节。

(二)

中年时，他是“朋
友圈的好友”———

在文化圈，他的
诗词文赋，如万斛
泉源破圈穿群，滔
滔汩汩间，足供

君“清斯濯缨，
浊 斯 濯 足

矣，自取之也”。
在官宦圈，他的官荣仕隐，如

波峰浪谷跌宕起伏，水流断岸处，
终不改“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
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
看”。

在生活圈，他挥毫枯木竹石
消心中块垒，却意外开创中国文
人画之郁郁山林；他躬耕东坡四
野展倍万自爱，却意外开创东坡
先生之文化语码；他鱼肉菜笋汇
变例例美食，却意外开创东坡宴
之吃货模式。

人终身劳作，却要诗意地栖
居于大地之上。那就：“且将新火
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三)

至老年，他用一生都在诠释，
什么是中国人的积极心理学？

二十二岁时，他顺峡出蜀，在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的山
水间，自警“名声实无穷，富贵亦
暂热”，自省“吾心淡无累，遇境即
安畅”。

四十七岁时，他因贬谪不得
不自耕以糊家口，垦黄州废园、筑
东坡雪堂，高兴地与朋友分享务
农收获，自赏：“种蔬接果，聊以忘
老。”

去沙湖道看田，他于冒雨独
行中自信：“莫听穿林打叶声，何
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在清泉寺的潇潇暮雨中，他
自勉：“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
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两顾赤壁，于惊涛拍岸处，他
自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
流人物”；临“江上之清风”，览“山
间之明月”，他自若：“且夫天地之
间，物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虽
一毫而莫取！”

五十九岁时，他转徙被贬一
路向南，过大庾岭，浩然无毫发顾
虑自白：“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
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随后，他一边“饱吃惠州饭，
细和渊明诗”，一边干“不负吏民”
的民生实事，改良秧马、推广水
碓，还为广州设计了“自来水”工
程，为修建东、西新桥，甚至捐出
御赐犀带，以至于当地百姓由衷

感恩：“父老喜云集，箪壶无
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

西村鸡。”
在“食无肉，

病无药，居无室，
冬无炭，夏无寒
泉 ”的 儋 州 ，他
“不否定，不逃

避，不自欺，不贩卖焦虑”，而是融
入自适，“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
邻”“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不是因为一句“报道先生春
睡美”就被政敌从惠州贬至天涯
海角吗？那么千万别告诉他们，
这里的生蚝很好吃，万一这些

“北方君子”闻讯：“争欲为东坡
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人生逆流，潦倒的流放苦难，
就这样硬生生被过成了诗！

从青春路上，“拙于谋身，锐
于报国”的“汲汲强奔走”，到暮年
途中，“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
合破天荒”的追梦赤子心，他用一
生都印证陆游《跋东坡帖》中的惺
惺相惜：“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
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难怪苏辙读了“快意雄风海
上来”，由衷感佩大哥：“精深华
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

他是天生的乐观派，如今网
聊常用的“呵呵”，在他的文集中
至少出现过四十几次。

以笔烧灰饮学者，人生不过
一呵呵。

漫道为何不快乐，只因未读
苏东坡！

(四)

他的生命是有限的，怆然定
格于公历1101年8月24日，农历建
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归
途中的常州，终年66岁。

他的功业是不朽的，岂止于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的自题画像。在我看来，他最大的
功业，就是创造了文学史上横无
际涯的“苏海”：200多万字的著
述，其中包括诗2700多首，词300
多首，以及 1 4 0 0多篇公文、书
画……他的文脉、人格，温度、力
量，深深影响着此后中国人的思
维方式、表达方法、价值方略，令
他身后的中国人，世代活在苏门
创造的叙事中、语境里，并深刻影
响着世界。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
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
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
例证。”

他的一生，是一部濯古来新
的文本书写史。

仅以他对成语的使用与创变
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就约有2000
条，其中，原创成语178条，一篇百
字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衍生
8条成语，达30多字，《前赤壁赋》
衍生成语19条，达70多字。

在六起五落的全生命周期，
“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
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
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王
小川说，“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
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
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
因’。”

他的生前身后，是一部星火
燎原的文化传播史。

印刷术的不断革新和商用，
使得苏轼借助“内容+载体”的双
优成为“现代印刷畅销书的第一
人”，也给“乌台诗案”搜集他的黑
材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在宋代，苏轼是一个文化现
象，宋人对他的为文为人存在一
种复杂的心理情结，爱护心、崇
敬心、仿效心、归附心、仙化心、
忌恨心交织。朝廷曾三度毁禁苏
轼文集，甚至把他刻上《元祐党
籍碑》“扬恶”，但人人心中自有

“一座丰碑”，越黑、越禁反而越
广、越红，以至于“大苏死去忙不
彻，三教九流都扯拽”，以至于宋
高宗时不得不为其平反并追赠
太师，宋孝宗时再加追谥“文
忠”。

至清代，苏轼已经成为一个
传播的现象级“爆款应用”，人们
把当朝时尚的生活方式冠之以

“东坡十六观”推广。
他的生生不息，是一部开放

包容的文明接受史。
“苏东坡是我国文化史上一

位罕见的全才，人类知识和才华
发展到某方面极限的化身”，王
水照认为，“几乎从苏轼生活的
时代开始，就自然形成了一部长
达九百年的苏轼接受史……”

从北宋神宗朝开始，苏轼的
作品流传到高丽，其后对王氏高
丽、李氏朝鲜文坛形成深远影
响。自南宋起，苏轼著述就传播
到日本，墨迹《黄州寒食诗帖》等
激发了日本文人举办“寿苏会”
的热情，从而让东坡生日腊月十
九这一天，成为东亚汉文化圈纪
念苏轼的重要时间点。

美国学者唐凯琳说：在西方
汉学家心目中，没有一个中国传
统文人能像他这样得到肯定和重
视，因为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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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年前，林语堂先生用英文
撰写的《苏东坡传》，为这位他心
目中最理想的文人一口气贴了
19个标签，使这位“古老东方的
现代人”自西方风靡至整个现代
世界。

24年前，人类第二个千年到
来之际，法国《世界报》选取影响
世界千年文明进程的12位历史人
物专版推介，苏东坡成为唯一一
位入列的中国版“千年英雄”。

他为什么成为全民偶像、世
界现象？

我以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每个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到自
己的对标，找到他文学书写下的
那个“自我”。

“人间有味是清欢。”
他告诉我们，人应该怎样活

着？
人应该怎样面对所遭遇的顺

境逆境、悲欢离合、阳光风雨……
人应该怎样用一辈子修炼生

命意识、生存智慧、文化人格……
年少不懂苏东坡，读懂已不

再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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