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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死，葬我于嵩山
下，子为我铭。”这是苏轼
弥留之际给弟弟苏辙的遗
言。

公元1101年，苏轼被
贬海南后遇赦北归，行至
江苏常州，溘然长逝。

其弟苏辙遵苏轼遗
嘱，于第二年闰六月，将苏
轼遗骨由常州移葬于河南
平顶山郏县，名为苏坟。

苏轼葬此十年后的
1112年，苏辙卒于颍昌
（今河南许昌），也葬在这
个地方，称“二苏坟”。

又过了238年（1350
年冬），郏县尹杨允拜谒苏
坟，见只有“二苏”葬于此，
就说两公子的学问是他父
亲老泉先生教出来的，而苏
洵的遗骨却葬在老家四川
眉山，与这里相隔数千里，
不方便他们的灵魂交流，于
是就从眉山取来老泉先生
的遗物葬于两公冢之间，始
称“三苏坟”。

早春二月，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寻路东坡”
报道组来到河南平顶山郏
县三苏园，将从眉山带来
的家乡水土转交苏辙33
代后人、平顶山市三苏文
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苏明奇先生。

每逢清明和东坡诞
辰，全国各地的苏氏后人
都会聚集到三苏坟进行祭
拜、凭吊。也有人带来过
眉山的土，但据苏明奇会
长介绍：“从眉山带来家乡
的水，我是第一次见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吴德玉张杰纪陈杰
河南郏县摄影报道

心安埋骨之地

河南郏县
54年前苏辙次子墓被发现

确认三苏葬郏事实

《宋史》有云：“轼三子：迈、迨（dài）、
过，俱善为文。”

说的即是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字维
康）、苏迨（字仲豫）、苏过（字叔党）。

苏轼次子苏迨曾在广东任职，他的儿
子苏箕就生在南雄珠玑巷。如今广州车陂
村的晴川苏公祠所说的苏公，就是指苏箕
——苏轼的孙子。

除了广州，广东的顺德、惠州、东莞、新
会等地都居住有苏轼的后裔，每年的清明、
重阳，他们都会到苏家山以及苏轼的埋葬
地河南郏县祭拜。

除了广东，苏轼后裔比较多的地方还
有江苏的宜兴、无锡，浙江的奉化、慈溪，河
南许昌等地。

北宋崇宁年间，苏辙决定到颍昌（今许
昌）终老，筑室于颍水之滨，自号“颍滨遗老”。

许多年后，当地村民在村中墓地挖出
一通石碑，上书“始祖苏英”等字样。据考
证，苏英为苏辙第七世孙，元代人，在许昌
苏桥繁衍至今，后裔遍布许昌、长葛、禹州
等十几个村。

三苏园里除了有三苏坟，还有苏仲南
夫妇墓，苏仲南系苏辙的次子苏适（kuò），
号仲南。

苏仲南夫妇墓位于三苏坟东南方向，
1969年，当地生产队在浇灌农田时发现了
被水冲开的苏仲南夫妇墓穴，发掘出来的
墓志铭上写着“……宣和五年十月晦日，合
葬于汝州郏城上瑞里先茔之东南巽隅
……”，后经苏学界专家考证，确定了三苏
葬郏的事实。

“河南的苏氏后人大部分都是苏辙的
后代，都有老家谱，上面说得很清楚。”苏明
奇少时曾随父亲来过三苏坟，因为种种原
因，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苏辙后人。

十几年前看到家谱得悉此事后，他开
始学习书法、致力于研究三苏文化。2013
年，苏明奇发起成立了平顶山市三苏文化
研究会。

布衣东坡望向故乡
造福百姓是他最大功绩

郏县三苏祠和墓总体格局由坟院、广
庆寺、三苏祠三部分组成。

“一门三学士如天如日如月，四海五大
家无左无右无前”，三苏园入口处的这副对
联昭示着后世人对三苏成就的评价。

园内有一尊座高3.5米、像高4.2米的苏
轼塑像，手执诗书的苏轼面向西南，略带惆
怅，形态逼真。“这是望向家乡眉山的方
向。”苏明奇说。

苏明奇对三苏雕像很有研究，去年坡
公诞辰985周年时，他撰写了一篇题为“苏
轼的画像与雕像”的文章。

据他研究，苏轼的室外大型雕塑，主要
分布在全国十八个苏轼纪念地，题材多以苏
轼与当地的政绩、功绩、文化有关，如四川眉
山、河南郏县、湖北黄冈（古称黄州）、杭州西
湖、江苏徐州、山东诸城（古称密州）、海南
等，都有苏轼的大型石质或铜质像。

郏县三苏园里是苏轼的中年布衣像，
面朝西南方向，朝着老家四川眉山的方向，
很传神。苏明奇解释：“之所以把东坡造成
布衣像，是让苏轼作为老百姓的身份和大
家在一起。因为他平时为大家做了很多事
情。造福老百姓，是苏东坡最大的功绩，所
以老百姓咋会不喜欢他呀？！”

数年来，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园区
也由原来的总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扩建
到如今的总占地面积680余亩。“郏县政府
对三苏园这几年的保护投入很大，苏家人
也很感激。”苏明奇说。

不要争论后人是否正宗
要看为国家作了多少贡献

“人生为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
坡”。当下，许多人将苏东坡奉为精神疗愈
的偶像。苏明奇说：“苏东坡一生中对苏家
最大的影响就是‘记恩不记仇’。你看，无
论他跟谁，包括迫害他的人，无论王安石还
是章惇，尤其是章惇把苏东坡弄得一贬再
贬，最后，苏东坡都跟他们和解了。”

1094年，宋哲宗亲政后，起用坚定的改
革派章惇为宰相，重启改革。

章惇曾经遭到反对派的排挤和打击，他
上台后，便利用推行新法任免官员，对曾经
反对过他的官员进行报复。他把已去世的
宰相司马光的牌坊拆了。同时，因为苏东坡
以前反对过变法，章惇便毫不手软地把苏东
坡贬至惠州，后又贬至海南。

没想到，章惇也有失势的一天，被贬至
岭南雷州，恰好是当年苏辙被贬谪之地。
这对苏轼兄弟而言，本该是大快人心之事。

章惇的儿子章援是苏轼的门生，章援
去拜访老师苏轼，大概想到父亲与老师之
间的过往，章援很惶恐，不知道老师是否会
念及与父亲的新仇旧恨，于是先写了一封
信探口风。

苏轼回信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
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
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
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意即：往日的恩
恩怨怨再说何益，还是把眼光放在未来。

胸襟坦荡的苏轼，还将自作的《续养生
论》一篇及养生药方随信寄赠，希望章惇借
此颐养天年，让章援放下心来。

言及此，苏明奇再度感叹：“我觉得以
德报怨——记恩不记仇，是苏东坡对俺苏
家人最大的影响，对下一代的学习也有很
积极的意义。”

在多次的苏氏宗亲会上，苏明奇都强
调了这一观点：“孩子们要好好向昨天学
习，不要记恨。有的人总喜欢争论，哪儿的
后裔正宗不正宗或者说这个正宗那个不正
宗。我的观点是，不要说啥正宗不正宗，要
看你给苏家作了多少贡献？你给国家作了
多少贡献？如果你败坏苏家的名声，就算
你姓苏，苏家也不会认你。我一直秉承着
这个观点。”

以德报怨，是苏东坡留给后人最大的影响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徐语杨 李雨
心）3月 1日，由封面新闻倾情打造的

“东坡表情包”，正式在微信上线。
东坡表情包一共有16组，以东坡

先生为原型，融入了苏轼的经典名
句和形象，并结合了一些较为通

俗的流行语。打开这组表情
包，呈现在网友眼前的，是

头戴纱帽、身穿长衫的苏
东坡，并配以俏皮可

爱的动作。
比如，他一

边手执折扇不

停摇摆，一边耸动着肩膀发出“呵呵”的
调侃。其实，早在近千年前，苏轼就把

“呵呵”这个词用得得心应手。据综合统
计，他所著文中“呵呵”出现了40多次。

又比如，他手里端着东坡肉，发出
“走！干饭”的呼唤，“吃货”本性一览无
余。众所周知，苏轼酷爱美食，东坡肉、
东坡鱼、东坡肘子、东坡豆腐、东坡羹、东
坡饼、东坡酥……都是他的美食发明。

还有，微醺的他举起酒杯“把酒问青
天”，正应了他“爱酒如痴”的人设。此外，
他还会干劲十足地撸起袖子，表示“加油
干”；他也能飘飘然站立于山水之间，一副

“看开点”的豪迈豁达……
所以别犹豫，直接扫描下方二维码，

即可下载这套表情包。或者进入微信-
我-表情，搜索“苏东坡的处事之道”，也
能下载这套表情包。还在等什么？拿起
手机打开微信，一起来“斗图”吧！

封面新闻“东坡表情包”上线

扫二维码
领取表情包

河南郏县三苏园中的东坡布衣像。

苏辙33代后人苏明奇祭拜先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