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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T

屡遭贬斥仍豪迈洒脱

历来中秋佳节，文人墨客
定要吟诗作对，以文下酒。而
其中传颂最为广泛的，恐怕要
数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
几时有》。这首词写于北宋的
熙宁九年中秋，地点在山东密
州的超然台上，当时密州城即
今天山东的诸城。

这是神宗执政后执意依靠
王安石改革的第九年，苏东坡
1071年因公开反对王安石的新
法，被弹劾离开京城，到杭州
当了不到三年通判。

1074年底，苏轼从杭州调
密州当知州，农历腊月一日到
密州，就看上了原来筑密州城
在北城边遗留的两个高台，其
中西台经修茸后，他写了《超
然台记》。

1076年的中秋，苏轼来到
台上赏月，此时皓月当空，银
辉遍地，与胞弟苏辙分别之
后，转眼已七年未得团聚了，
站在超然台上，面对一轮明
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
酣，挥笔写下了《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这一千古名篇。

这首词，反映了作者复杂
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苏轼怀
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当时虽已
41岁，并且身处远离京都的密
州，政治上很不得意，但词中

贯穿始终的却是那种热爱生活
与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东坡印记千年不倒

超然台自苏轼之后，历经
朝代变更与兵荒马乱。在如此
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历代贤达
人士曾多次维修。史料记载，
元代重修两次：1322年密州同
知庚伯麟修超然台、苏公祠；

1338年密州达鲁花赤真闾修超
然台，并留刻石于台上。

明代重修五次：1393年由
千户所修；1455年由知县黄武
修超然台并增修慕贤亭；1522

年知县张瑶奉命迁真武神于北
极台，超然台专祀苏东坡；
1579年知县李观光修苏公祠；
1591年知县宁嘉猷修苏公祠。

清代重修七次：1690年知
县修超然台及苏公祠；1721年

知县罗廷璋增修超然台、苏公
祠；1759年知县张师赤修超然
台及苏公祠；1829年修超然台
及苏公祠；1836年知县汪封渭
修超然台及苏公祠；1852年知
县王廷荣修超然台及苏公祠；
1889年修超然台及苏公祠。民
国时期修台二次：1919年县知
事尹祚章修台；1924年混城旅
长毕庶澄修台。

关于台上石刻，也历经沧

桑。据不完全统计，有修台
记、赋、跋、诗、像、竹等石
刻50余方，不过多有遗失与复
刻。随着朝代的变更和混战，
超然台石刻受到了极大损坏。

数字化

再现苏轼密州印记

2007年2月，诸城市决定
恢复重建超然台，并把重建超
然台列入诸城市重点工程。
2007年秋，超然台在整整消失
了60年后又在原址附近开工复
建。整个工程依原有的规模，
按3倍的比例进行扩建。共占
地20余亩，台高10 . 74米，宽28

米，长 1 6 0米，建筑面积为
7 0 0 0余平方米，陈列面积为
3000余平方米，总投资7000余
万元。

2009年超然台重建完成。
新超然台内部陈列以碑刻、字
画为主，展示了苏轼在密州的
活动和传说等，通过文字、图
片、声像以及高科技手段，全
面展示超然文化的内涵。

如今的超然台景点分为
超然台和苏东坡纪念馆两部
分：超然台可沿台东侧的城
墙坡道拾阶而上，进入台上
的垂花门就是苏东坡吟“明
月几时有”的超然台。如今
超然台已成当地中秋赏月的
最佳去处。

谪守密州 豪情不改

苏苏东东坡坡超超然然台台把把酒酒问问青青天天

超然台位于潍坊诸城市内，为北宋熙宁八年(1075)苏轼任密州太守时所建，苏轼的名
篇《超然台记》就是在此所做。1076年的一个中秋，苏轼在此台把酒赏月，酒酣之际，对月感
怀，写就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本报记者 赵松刚

诸诸城城市市新新建建的的超超然然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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