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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有一个表哥，叫程之才，是苏轼母亲程夫人的兄长程浚的儿子。程之才自小就和苏轼、苏辙在青神县程家嘴游玩。
苏轼出生前，一姐一兄已病逝，留下长他一岁的姐姐，号称苏八娘，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1050 年，八娘 16 岁那年，嫁

给了程之才，这在古代称为“亲上加亲”的好事，也符合眉山当时“乡人婚姻重母族”的习俗，苏轼也有了姐夫程之才。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程浚横行乡里，擅权敛财，程之才也生性狂狠，对八娘粗暴生冷，动辄辱骂加身。八娘勉力维持，终于

病倒，程家父子却不管不问。两年后，八娘重病去世，年仅18岁。

苏东坡以诚化宿怨
□邵永义

年近六旬被贬惠州
苏轼的母亲程夫人闻讯后，悲

痛欲绝。但身处夫家和娘家的矛
盾中，她只能忍受失去爱女之痛。
而苏轼生性直率、嫉恶如仇的父亲
苏洵却断然宣布，与岳父家断绝一
切来往，永不相认。

苏洵在祖坟侧筑一亭子，写了
《苏氏族谱记》，刻在石碑上，并召
集苏氏族人和乡邻于石碑前，当众
谴责程浚父子多条“罪状”：独霸祖
业、沉迷声色、败坏风俗、淡薄亲
情、丧尽廉耻等，揭露程浚仗势欺
人等恶行。8年后，苏洵仍耿耿于
怀，对爱女的早逝深感自责：“嗟哉
此事余有罪，当使天下重结婚！”

苏程两家也因此交恶。1057
年，程夫人去世，苏洵也不允许程
家人前来祭悼，两家从此结下宿
怨，形同仇人。

然而，在北宋的政治漩涡中，
苏轼、苏辙宦海沉浮，程之才也在
政治风云中渐渐成长为朝廷大臣。

1094 年，苏轼再次从权力的
高处落下凡尘，被贬到惠州。此
时，他已年近六旬，失去了第二个
妻子王闰之，只带了三子苏过、侍
妾王朝云，相依为命远赴贬所。

时任宰相章惇，一直想置苏轼
于死地，他熟知苏程两家的这段宿
怨，打起了“借刀杀人”的算盘。章
惇起用素有悍吏之称的程之才，到
广南任提刑官。提刑，即巡按大
臣，代表朝廷巡察地方，有发奸摘
伏、整肃官吏的大权。广东一带的
地方官素知程之才铁面无私，手段
冷酷，敢作敢为，因而人心惶惶。

苏轼当时的贬所惠州正处在
程之才管辖范围内。与程之才“狭
路相逢”，不禁让人为苏轼捏了一
把冷汗。

惠州地处广东南部，当时属蛮
荒之地。然而，惠州亦有西湖，犹
如一条江横在惠州城外，让曾在杭
州任职的苏轼感觉“仿佛曾游岂梦
中，欣然鸡犬识新事”。苏轼还写
下《食荔枝》，表达自己落拓的心
情：“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
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
岭南人。”

苏轼想让惠州西湖“变为”杭
州西湖。惠州西湖因为无桥，给城
内外百姓带来不便，苏轼想治理惠
州西湖却因“罪臣”之身空怀壮
志。程之才的到来，让苏轼看到治
理西湖的希望。

巧化宿怨筑堤修桥
苏轼听闻程之才赴任后，委托

好友侯晋叔到广州向程之才问候，
借以探听程之才的态度。侯晋叔
回来说，程之才对苏轼目前的处境
非常关心，并无落井下石之意。

于是，苏轼给程之才写了封短
信，表达了对程之才的问候：“长官
来，伏承传道，倘获一见，慰幸可量
……”此时，关注兄长命运的苏辙
来信说，他在湖口见到了程之才的

儿子和媳妇，知道程之才对苏家并
没有恶意，且犹自关怀。

苏轼有了底气，又给程之才写
了第二封信，称其为“老兄”，期盼
相见，但又坦言以罪臣之身，恐不
便相迎，希望程之才出于骨肉亲
情，“不责末礼而屈临之。”

程之才回信说，他对两家陈年
的嫌隙，郁结于心中，苦无机会沟
通，表示甚深的遗憾。苏轼看信大
喜，当即复书：“老弟亦不免如此，
蕴结之怀，非一见终不得解也。”

听闻程之才将于三月初到惠
州，苏轼叫苏过到江边去迎接。程
之才到惠州的第二天，就去看望苏
轼，并带来丰厚的礼品。这对情同
手足的童年朋友、表兄表弟、姐夫和
妻弟，一旦执手于离乡万里的岭南，
身经宦海沉浮，血浓于水的亲情油
然而生。在苏轼与程之才敞开心
扉的彻夜长谈中，冰释前嫌：“世间
谁似老兄弟，笃爱不复相疵瑕。”

苏轼陪程之才游惠州西湖，指
出西湖无桥给惠州百姓生活带来
诸多不便，并畅谈了自己的治理方
案：从湖对面的孤山脚下筑一长
堤，把西湖划为两片，既抬高上游
水位，灌溉良田千顷，又控制下游
水位，并在西湖与惠州城之间架设
一桥，在惠州东门外的东江上架设

一桥，解除惠州的交通障碍。
程之才感动不已，握着苏轼的手

说：“表弟身处逆境，心系国家百姓，
我难道还能推辞吗？”苏轼真诚地说：

“这也是兄长为国分忧的大业啊。”
之后，苏轼亲往程之才下榻的

三司行衙回拜程之才，会于合江
楼。苏轼以拳拳为民之心，再次向
程之才提出为西湖筑堤修桥，解决
农民饥年生活困难的要求。

程之才赴广东前，章惇曾明确
指示，要他加紧处置苏轼“谤讪先
帝”的要事。不料，苏轼心中牵挂
的，仍是百姓苍生。程之才为了苏
轼“两桥一堤”的宏愿，写信给惠州
知州詹范，督促惠州官府加紧西湖
堤、桥的修建。最终，惠州拨府库三
千万钱，启动了堤桥修建工程。

苏轼还带头募捐，将皇帝赐予
的犀带捐出，又动员弟媳捐出朝廷
所赐的黄金钱。惠州各界闻讯后，
纷纷捐款。苏轼亲任总指挥，“两
桥一堤”这一大型工程竣工后，湖
水清波浩淼，绿柳拥岸，舟楫穿梭
于堤孔，如同画中美景。惠州百姓
把它命名为“苏公堤”，沿用至今。

苏轼以对亲人的坦诚，对国家
的忠诚，对百姓的感情，化解了苏
程两家42年的宿怨，成就了他和
程之才的人生新境界。

古人射箭为何是射柳？
射箭是一项体育运动，这项运动至今都是大

型体育赛事的比赛项目。据传此项运动始于 16 世
纪的英国，不过，也只是“据传”而已。要说，中国
周朝贵族须具备的“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
数”中，“射”是除“礼”“乐”外最重要的一项技能
呢。中国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开始于公元前
1046 年，那便是公元前 11 世纪中叶。不过，我们古
人比赛射箭的标的物不是画有一圈圈同心圆的靶
子，而是——柳。

弯弓搭箭射柳叶，“百步穿杨”最善射

关于射柳的开端，说法不少于三种，有说源于古
鲜卑族秋祭时的驰马绕柳枝三周的仪式，也有称射
柳最初源于契丹人针对女真人的萨满黑巫术，因为
柳是女真祖先保护神的象征，射柳就是射死女真人
的始祖神……各种说法不一而足，都是说此项运动
起源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但最先记载射柳的可
是在《史记·周本纪》中，这是一个春秋时神射手的故
事：“楚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叶百步而射之，
百发而百中之。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这个
神射手名叫养由基，春秋时楚国人。这个人射箭本
领高超到什么程度呢？距离柳叶一百步而射之，百
发百中。旁边的围观者有好几千人，都见证了养由
基的神射水平。

“百步穿杨”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也许有同
学会问，百步穿的难道不是杨树叶子吗，怎么说是射
柳？大家应该知道，古人称杨树，往往指的是柳树。
杨树叶子与柳树叶子大小差别太大了，若养由基百步
射穿的是杨树的大圆叶子，那就愧对神射的名号了。

金人比射柳，不中脱衣服

当然，骑马射箭这种活动，北方游牧民族更加精
通。无他，骑马射猎，这是他们吃饭的本领。辽宋时
期，射柳是辽代贵族的重要祭祀活动，不仅马匹和人
员的配给都有明确要求，而且还有了作为竞赛的基
本结构，这就是奖惩。射中的人有奖励，射不中的人
会相应受罚，不过，处罚比较轻，比如要求射不中的
人向射中的人敬酒什么的。

辽人的射柳风尚也影响到北宋，不过北宋的射
柳活动主要限于军队当中，主要是为锻炼军队的战
斗力。但射柳这种有趣味的活动渐渐在我国北方
地区流行开来，到金人统治时期，射柳活动已成为
端午节的一项习俗了。射柳刚开始是与祭祀求雨
联系在一起，后来便转变为一项纯粹的节日娱乐活
动，再也没有宗教活动种种条框的限制。作为体育
娱乐活动，自然是要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的，金人
射柳的奖惩措施很是特别：凡是射柳射不中的失败
者，必须要脱掉衣服，对此，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古
代的裸奔惩罚。

射柳活动作为端午节期间的重要节俗活动一直
延续到清代中期，乾隆皇帝也留下过参加射柳的一
些记录。清朝后期，端午射柳活动迅速衰落。从清
末到民国以后，射柳活动渐渐被人们遗忘……

据《兰州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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