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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的广东惠州，
在阴云之下显出几分朦胧
的美感。此时，来到位于城
市中心的西湖景区，就能看
到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隐
现于树木葱茏之中。走过
苏公堤，再跨过横于平湖与
丰湖之间的西新桥，从西湖
孤山的东麓拾级而上，就能
一路抵达王朝云墓。

近千年前，王朝云逝
于惠州，遵从她的遗愿，苏
轼将爱人葬于丰湖之上栖
禅寺之东南，筑六如亭以
纪念。至此，这位千古大
文豪的“红颜知己”、苏轼
潦倒时期的生命支柱，便
长眠在惠州的山水之中。

苏轼的一生大起大
落，几经起伏，晚年更是一
路被贬至岭南。可在他曲
折跌宕的人生境遇中，王
朝云始终陪伴左右，陪他
走过颠沛流离、潦倒落魄
的岁月，更精心照料着他
的生活起居，鼓励着落入
人生低谷的苏东坡。

如今，在惠州西湖之
畔，在泗洲塔下，再到王朝
云的墓前，走过苏轼与王朝
云曾行经之处，可以联想到
几百年前，两人相伴游湖，
相互扶持着度过在岭南的
清贫时光。

初春的下午，在惠州市
东坡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
教授、博士（博士后）申东城
的讲述中，仿佛能看到苏轼
与王朝云在惠州的情深岁
月。

千古文豪的红颜知己
“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从古至今，在关于苏东坡与王朝云的
轶事传闻中，最为有名的应是那一则“不合
时宜”的故事。在古籍记载中，曾这样写
到：“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
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

‘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
‘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
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
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苏轼与王朝云的初次相遇，始于熙宁
七年(1074年)，彼时已经三十九岁的苏东
坡在杭州通判任上，遇见了年仅十二岁的
王朝云。王朝云虽是歌女，却天性聪敏、善
解人意，让苏轼心生好感。“现在有说王朝
云是苏轼买回家中的，也有说是朋友买来
送给苏轼的，说法不一。相传，王朝云到了
苏家后，就成为了苏轼第二任妻子王闰之
的使唤丫头。”

在王朝云与苏轼相识不过五年后，震惊
朝野的“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捕下狱，险
些丧命，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随后，苏轼
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御史台差人的押解
之下，他与长子苏迈凄凉前往黄州。在被贬
黄州的第二年，也是苏东坡人生旅途最为艰
难的时期，征得王闰之的同意后，彼时十八
岁的王朝云，正式成为了苏轼的侍妾。

“苏轼在娶了王朝云后，心里应该是很
开心的。”申东城说，苏轼曾写下不少诗词，

用以赞赏王朝云的美貌。譬如，苏轼
《朝云诗》曰：“不似杨枝别乐
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
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
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

巫阳云雨仙。”诗中，苏轼
用晋人刘伶元与樊通德的

典故，说明了他与朝云的生死
相依、心灵相通，更赞美王朝
云的美貌。

流 放 的
岁月贫苦动

荡，但有了王朝云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苏
轼自然能够体会到对方的爱意。元丰六年
（1083年），王朝云在黄州为苏东坡生下一
子，苏东坡在欢喜中将其取名为苏遯，“遯”
即“遁”也。对于这个孩子，苏东坡说：“人
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
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可惜天不遂
人愿，苏遯在元丰七年（1084年）病亡于金
陵，王朝云在丧子的悲痛中久难愈合。尽
管如此，她仍强撑着身子，执意陪伴苏轼去
往更为偏僻之地，一路追随左右。

“苏轼人生中的三位伴侣，可以说扮演
了不同的角色。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聪
慧谦谨，知书达理，更有‘屏后听语’的故
事，她可以说是苏轼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深受苏轼弟弟苏辙的
喜爱敬重，他对这个嫂嫂赞美有加，认为其
本性淳厚、贫富不惊。可见王闰之贤良淑
德，是位贤内助。而王朝云，可以说是苏轼
人生的知音，她能够知道苏东坡‘不合时宜
’的性格，更陪伴他走过了艰苦的日子。”

颠沛流离流放岭南
“一生辛勤，万里随从”

广东惠州，在古时是极为偏远的岭南
之地，在中原人看来，这里瘟疫、瘴气流行，
蛇虫出没，更是十足的荒蛮之地。在绍圣
元年（1094年），已近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踏
上了颠沛流离的贬谪路途，这一年他已经
五十九岁了。苏轼郁闷、失望的心情，在
《到惠州谢表》中流露出了不少。虽是不幸
之旅，但好在还有亲人的陪伴，苏轼带着王
朝云与幼子苏过来到了惠州。

苏东坡曾在《朝云诗序》中写道：“予家
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
予南迁。”在惠州的日子清贫，身为罪臣的
苏轼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门生馈薪米，
救我厨无烟”“未敢扣门求夜话，时叨送米
续晨炊”。从这些诗句中，都能看到他在惠
州生活的不易。但好在还有多才多艺的王
朝云，她任劳任怨，悉心照料。不仅与苏东
坡共担祸福，还能诗词唱和，更与苏轼漫步
西湖，沉醉在惠州的山水之中。

“我们都知道王朝云是歌女出身，吹拉
弹唱样样精通，于是在惠州，就演绎出了很
多故事。”申东城描述了一则两人相处的趣
事，王朝云在惠州时，常会弹奏乐器大白，吟
唱苏轼所作的《蝶恋花》，每当朝云唱到“枝
上柳绵吹又少”时，就不胜伤悲，哽咽到唱不
下去。东坡问是何缘故，朝云说：“妾所不能
竟（唱完）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因这
首词所写是春景，东坡开玩笑说他正悲秋，
而朝云又开始伤春了。“其实王朝云那么悲
痛，也是对自身这种悲惨境遇的感触。而在
王朝云病逝之后，苏轼就极少听这首词了，

也不怎么来西湖了。”申东城说。
在惠州的日子虽然缺衣少食，但苏轼

仍关注民生，不仅帮助当地民众提高生产
力，更到处搜罗药品为人治病。“王朝云的
心肠也非常好，有说法提到她常去照料生
病的患者，后人也因此感念王朝云。”更有
传言说，王朝云正是在照顾感染瘟疫患者
的时候，不幸染上了瘟疫。

绍圣三年（1096年）的仲夏，岭南闷热
难捱，染上瘟疫的王朝云，不幸因病去世，
年仅三十四岁。在临终之时，她吟诵着《金
刚经》的“六如偈”而逝，因为在幼子去世的
打击后，王朝云潜心修佛。而佛教中的“六
如”，以梦、幻、泡、影、露、电，喻世事之空幻
无常。“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到王朝云的人
性之美，更能看到她的豁达与通透。这与
苏轼的思想也有契合之处，也愈发能明白
他们之间的心意相通了。”申东城说。

对于当时的苏轼而言，朝云的离去是
一次沉重的打击。在悲痛之中，苏轼将王
朝云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之东
南，筑六如亭以纪念。苏轼在亭柱写下楹
联曰：“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
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在王朝云去世后，苏轼写下《惠州荐朝
云疏》：“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王朝
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王朝云所给予苏
轼在生活、精神上的陪伴，是他贬谪路上的
支撑和慰藉。

“在惠州时，苏轼写了很多关于朝云的
诗词作品。我想，他与朝云朝夕相处于这
样的环境中，他更多的是得到了一种来自
家庭的情感上的温暖。”申东城说。

后人做“朝云会节”以铭记
“朝云墓上去烧香”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在苏轼的
笔下，惠州西湖的美沁人心脾。如今，朝云
墓仍在孤山南麓，远眺着这一湖碧水，在近
千年的岁月中凝望这座城市的变迁与兴
盛。申东城说，朝云墓历经朝代更迭，历代
都有维修，至今墓葬保存完好，又在1984
年再次重建。“相传历史上这里曾遭匪患，
可是土匪也敬重苏轼人品，连着对与他有
关的事物存有敬重之意，他们到了朝云墓
之后未加损毁，而是绕王朝云墓而去。”

申东城还提到，在古时更有在朝云诞
辰来朝云墓祭拜的民俗，流传了上百年，称
之为“朝云会节”。因每年的农历十二月初
五，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侍妾王朝云诞日，
惠州城内未婚女子习惯拜祭朝云，汇集于
惠州西湖王朝云墓前，祭祀祈福、补种梅
花。据介绍，清代惠州名士江逢辰的诗句

“士女倾城补种花”，描写的就是“朝云会
节”的情景。

“很多女子来拜祭王朝云，也是希望能
像她一样秀外慧中，才情俱佳。”申东城解
释道，在江逢辰另一首诗《惠州西湖棹歌》
中也写道：“六如亭路多垂杨，红菱翠藕开
野塘。郎坐船头妾船尾，朝云墓上去烧
香。”而这样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
期，可见惠州民间对苏东坡以及王朝云的
怀念，这是东坡文化在惠州的一种延伸，更
是当地人们对东坡精神的认可和喜爱。

从钱塘到惠州，从侍女到爱妾，从相识
到情深……苏轼与王朝云是人生知己，是
患难与共，更是生死相依。从昔日杭州西
湖畔的初见缘起，到惠州西湖旁的生离死
别，一切看似巧合又像是命运使然。那个
最懂苏轼“不合时宜”的女子，最终葬于惠
州西湖旁的松林之中，二十余年的相知相
伴，也化作了西湖上的一缕云烟，飘散在了
这座城市的空中。

那个最懂苏东坡的女子
以及两人患难与共的惠州岁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雨心周琴
广东惠州报道

王朝云墓旁的朝云塑像。周彬 摄

王朝云墓历代都有修葺。周彬 摄

疗愈人生之地

广东惠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