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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苏东坡的异代粉丝，对他真
有狂热的热爱。在阅读苏东坡时，读到
关于他在黄州开荒种地的信息，心里就
感到很酸，很想帮助他。假如我拥有穿
越本领，我一定毫不犹豫穿越到北宋黄
州去，帮苏东坡开荒种田。”

2月24日19:00，南京大学人文社科
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代文学学
会会长莫砺锋应邀来到成都，在阿来书
房登上“名人大讲堂”，做了一场名为“苏
东坡的现代意义”的精彩演讲。

莫教授以《卜算子》《后赤壁赋》《定风
波》等苏东坡的诗词文章及其弟弟苏辙的
诗词文章为线索，讲述了苏东坡在多个领
域的卓越表现。莫教授也自然引申出苏
东坡给现代人带来的种种有益启发。

假设一个“负面清单”
反推苏东坡的历史贡献之大

苏东坡活了66岁，在他的生命来
到2/3的时候，44岁那年，也就是北宋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8月初的
一个晚上，苏东坡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
大危机。他当时的身份是朝廷钦犯，暂
时停留在长江一艘船上。官船从湖州
出发，沿着江南运河北行，从镇江进入
长江。东坡在船中看到金山寺，9年前
他在这里写过“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
直送江入海”的诗句。此刻他望着翻腾
的江水，便起了投江自杀的念头。

当然，那天晚上苏东坡没有跳下
去，一方面因为他作为朝廷重犯，被严
加看管，没有机会。另一方面，他那个
不好的念头只是闪了一下，很快就回心
转意了。“历史没有如果。不过，我们倒
是可以姑且假设一下，如果在那个夜
晚，苏轼跳江了，那么他的生命将会被
砍掉1/3，少活22年。这个事情对我们
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史会产生什么影
响？”莫教授说。

莫教授随后就给大家开了一份“负
面清单”，“假如苏轼只活到44岁，那么
在我们的古文宝库中间，包括《赤壁赋》
《后赤壁赋》在内的1500多篇古文就没有
了；在我们的诗歌宝库中，包括《荔枝叹》
在内的1600多首诗就没有了。在我们
词的宝库里，包括《念奴娇》《大江东去》在
内的200首词也不存在了。他在黄州写
的《寒食帖》和绘画《枯木怪石图》也要消
失了。被收入《苏沈良方》的450个药方
就要消失了。在杭州的西湖上美丽的苏
堤也没有了。东坡肉也没有了……大家
想想看，这么一推想，可见这个人对于我
们的历史贡献是如此之大。”

苏东坡发表政见
皆从对国家有利和真理出发

在谈到苏东坡“作为政治家的高风
亮节”时，莫教授先是讲述了北宋后期政
坛上最大的政治事件就是新党和旧党的
斗争，新党以王安石为首，要推行新法、
要改革、要变法。旧党以司马光为首，主
张要保守、要持旧、维护旧的。两边斗得
非常厉害，势不两立。那么，这个时候，
苏东坡这个人的基本立场是司马光这一
边的，但是苏东坡的态度又不像司马光
那么固执。他既看到了王安石急于推行
新法的缺点，也看到司马光全面推翻新
法也不合适。苏东坡的观点比较通达平
正，比较稳妥。“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在
朝廷里发表政见，完全是从他自己的真
诚思考和判断出发，从对国家有利和真

理出发。他不是看上司的眼色，不是看
宰相怎么说、皇帝怎么说。”莫教授说。

但也因为这种按照真理去实话实
说、仗义执言的品行，再加上苏东坡才
华太高容易遭致羡慕嫉妒恨，导致苏东
坡在汴京待不长，宦海生涯中不断被贬
到地方去。甚至他还因为发表一些关
于国家治理的观点，被朝廷千里追捕，
抓到汴京进入大牢，在牢里待了130多
天，差点面临死刑危险。“这是什么品
质？我认为这就是他作为政治家的高
风亮节。”莫教授感慨道。

苏东坡在很多地方任职时政绩卓
著。莫教授举例，苏东坡在浙江杭州当
知州时，想办法通过科学手段为西湖疏
浚，修筑堤坝，形成长效机制（他离开以
后，老百姓为了纪念他，把这条堤称为

“苏公堤”，现在简称“苏堤”），以至于到
现在还发挥重要作用。“杭州西湖现在
是世界闻名的游览景点，我觉得跟苏东
坡的贡献也分不开。苏东坡爱搞工程，
但他搞的工程不是面子工程，不是追求
任期的短期效益，而是真正为一方百姓
的长久利益着想。”莫教授说。

一个非常勤奋的天才
苏东坡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一般人在某一个方面有所成就，已
属不易，但苏东坡在立德、立言、立功三
个方面都有非凡表现。“甚至他在文学
评论上都是天才。我们这些研究古代
文学的人都知道，要想提炼出一个好观
点来非常难。但苏东坡评价王维就用
八个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特别了
不起。当时很多人想把自己写的东西
给苏东坡看，他很敏锐，黄庭坚形容苏
东坡几乎用鼻子一嗅就能判断文字写
得水平如何。”虽然这是黄庭坚的幽默，
但莫教授坦言，“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就
是一个天才人物”。

莫教授也提醒大家注意，苏东坡如
此杰出，并不完全因为他有天才，还因为
他有过人的勤奋。苏东坡极其热爱读书，
兴趣广泛，很多事情思考得非常细致，甚
至参与解决过北宋时代广州的自来水运
输技术问题，“这个人一辈子都在思考，都
在学习，真正的叫活到老学到老。所以，
苏东坡作为一个天才，同时还非常勤奋，
加起来才成就了后来的东坡。”

苏东坡是天才。天才的成长往往也
需要一个不俗的家庭成长环境。莫教授

在回顾苏东坡所受的家庭教育时，特别
提到苏东坡少年时代受到母亲的优良教
育。少年苏东坡曾跟他的母亲程夫人一
起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传》。东汉政
治上最大的问题是宦官专政。范滂反对
宦官专政，所以被朝廷逮捕起来判死刑，
杀掉了。《后汉书》里记载，范滂被逮捕临
出门告别母亲，范母大义凛然，赞成儿子
正义的做法。所以，苏东坡的母亲读到
那里很感动，10岁的东坡就在旁边问，
假如他将来做范滂，母亲同意不同意？
母亲马上说，你要是能做范滂，我为什么
不能做范母？

苏东坡带来的人生启示
身处逆境依然努力焕发光彩

很多人提到苏东坡，就会夸奖他很
旷达。莫教授说，其实刚被贬到黄州
时，苏东坡的心情肯定是委屈、苦闷
的。他将自己比喻成春天夜晚的孤
雁。但也正是在黄州这段时间，“他的
生命焕发出特别的光彩。他的各项艺
术境界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莫教授用《定风波》的写作背景故
事，来阐述苏东坡当时表现出的乐观坚
韧的精神状态，“苏东坡45岁那年被贬
到黄州，不久就开始开荒种地。可惜他
那块荒地太贫瘠，收成欠佳。于是朋友
们劝他凑钱去买一块肥沃的地。朋友告
诉他，在一个叫沙湖的小村庄里，有一块
水田要出售，劝他去相田。他47岁那年
的三月初七，在两个朋友的陪同下去相
田。田没有买成，途中还遇到风雨，但却
促成千古名作《定风波》的诞生：莫听穿
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
轻胜马……”

莫教授还提到，在北宋时代，被贬
到海南岛的人还能活着北归是罕见的，

“这也跟苏东坡的精神强大有关系。虽
然他生理上的健康确实很受影响，但是
精神上并没有被摧毁。”

由此，莫教授总结说，苏东坡在人
生逆境中照样有进步、有创造、有光辉，

“我们作为普通人，总会在人生的某个
阶段遇到一些挫折。问题的关键不在
于我们能不能规避这种境地，关键在于
我们处于这种境遇时采取什么样的人
生态度。苏东坡的人生态度，对我们今
天依然有巨大的启发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摄影 徐瑛蔓

东 坡 文 化 季

资深苏迷莫砺锋聊苏东坡

超260万网友围观
苏东坡，作为北宋时期巴蜀大地走出

的旷世奇才，近千年来拥有无数的粉丝和
追随者。2月24日，就有一位自称是“骨
灰级苏东坡粉丝”的著名学者，来到“名人
大讲堂”的舞台开讲。当晚，南京大学人
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代
文学学会会长莫砺锋，以“苏东坡的现代
意义”为主题，为到场观众呈现了一个全
面而立体的苏东坡。

从古至今，苏东坡拥有不少的“迷妹
迷弟”，“苏迷”遍布世界各地。所以关于
苏东坡的讲座内容，自然在网络中也是热
度满满。当日，【名人大讲堂｜著名学者
莫砺锋全面讲述“苏东坡的现代意义”】直
播，在封面新闻客户端中观看量为121.5
万。同时，在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视
频微博、凤凰、新浪、视频号、抖音、快手、
手机百度等网络平台，观看量达到了
125.2万。数据显示，该场直播在封面新
闻全平台的观看量共计246.7万。

此外，《直播丨苏东坡的现代意义》在
川观新闻客户端首屏呈现并全网推送，四
川在线网站同步发布，在川观新闻客户
端、四川在线网站观看量18.3万。在四
川发布客户端、四川观察客户端的播放量
为3.9万。据统计，全网共计268.9万网
友观看了本场直播。

据了解，“名人大讲堂”在2022年迎
来全新升级，首次设置“主题季”，精心设
计举办了考古季、司马相如季，以每期超
百万的网络观看量，保持着居高不下的热
度。2023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十九），
苏东坡986岁的农历生日这天，“东坡文
化季”系列活动启幕。众多精彩纷呈的文
化活动来袭，向东坡先生送上诚挚的“寿
礼”。“名人大讲堂”作为重磅活动之一，未
来还将邀请更多名家开讲，向观众展示一
个更为立体和鲜活的苏东坡。

此外，封面新闻推出的“寻路东坡——
大型人文采访活动”，作为“东坡文化季”
的重要组成内容，也在持续报道中。封面
新闻派出9路记者，前往眉山、开封、徐州
等9个对苏东坡人生意义重大的地方，还
原东坡完整的人文故事。可见，无论在

“名人大讲堂”中，还是在新闻报道里，人
们可以与这位跨越千年永不过气的国民
偶像欣然相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莫砺锋教授登“名人大讲堂”精彩阐述“苏东坡的现代意义”：

苏东坡身处逆境，生命依然努力焕发光彩

莫砺锋教授全面解读苏东坡的现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