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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千古流传的诗词名篇光照古
今，他在几经沉浮的仕途中炼就的豁达
乐观也影响着世人。

或许，正是因为东坡的文学成就与
生活哲学太过迷人，我们也时而会忽
略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显露出的惊人才
干，以及卓绝的治国理念。

3月17日晚，“名人大讲堂”东坡文
化季迎来收官之讲。四川大学文学与
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轼研究
学会会长周裕锴做客名人大讲堂，以

《苏轼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为题，详解
苏轼沉沉浮浮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坚守
不变的治国思想。

提倡温和改革
执政理念上体现出仁爱精神

周裕锴是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
究所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
者、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省
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同时，他还兼
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苏轼研究
学会会长、中华诗教学会副会长。其主
要著作有《宋代诗学通论》《文字禅与宋
代诗学》《石门文字禅校注》等，同时他
也是《苏轼全集校注》三位主编之一。

本场讲座，周裕锴教授主要围绕六
个方面讲解苏轼的治国理念，其一就是
他在政治主张上提倡温和的改革。在
苏轼的政坛生涯前期，神宗当政，起用
较为激进的王安石变法，在社会经济结
构上进行彻底的变革。周裕锴认为，苏
轼与王安石最大的不同，在于王安石是
要剧变，苏轼则主张渐变，苏轼提出的

“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治理主
张，在根源上是不想惊扰人民，坚持温
和地、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

苏轼在执政理念上坚持“仁爱”精
神。在其最早名扬京师的策论《刑赏忠
厚之至论》中，年仅20来岁的苏轼就已
开始反复论证“罪疑惟轻”。周裕锴认
为，从伦理学方面来看，这与现代法律
中“疑罪从无”有相通之处，不以杀戮惩
戒为刑罚的目的。苏轼赞扬推崇的“忠
厚之至”，包含着一种人道主义精神。

苏轼在《石鼓歌》中抨击秦始皇的
暴政：“扫埽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
杻。”苏轼的“仁爱”还体现在对穷苦百
姓的同情。周裕锴说，苏轼跟杜甫不一
样，杜甫诗里有对老百姓的同情，但苏

东坡除了是一大文豪，也是一个官员，
苏轼把对穷苦百姓的仁爱写进诗里，也
落实到实际中。周裕锴举例说，苏轼在
《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中提出“官榷与
民”的主张，批评“朝廷自数十年以来，
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
贫”，主张“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

做官坚持“从道不从君”
廉政上坚持“以不贪为宝”

道义和君王，如何抉择？苏轼在做
官原则上提出“从道不从君”。即不能
屈服于君王个人的权势，而是遵从道义
的原则。“他出仕做官、兼济天下的原则
是不能屈服于君王个人的权势，而是尊
崇一种道义的原则。什么叫做道义？
要看君王的行为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是
否有益处。苏轼是很有人格力量的。”
周裕锴说。

除此以外，“以廉为本”的信念也贯
穿了苏轼的一生，他一直将《左传》中记
载的子罕“以不贪为宝”的故事作为人
生信仰：“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

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
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
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
也。不若人有其宝。’”

“以不贪为宝”的故事对苏轼影响
非常大，其在好几篇诗文里都引用过该
典故。比如《和陶饮酒诗二十首》其十
一：“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
吾君，获此不贪宝。”又比如他在《无题》
中写下：“不贪为我宝，安步当君车。”去
世前两三个月，苏轼还写下《梦中作寄
朱行中》：“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
周裕锴说，“以不贪为宝”，这是苏轼一
生的座右铭。

支撑苏轼廉政的动力来自哪里？
周裕锴认为，其动力不是来自外在朝廷
的制度，而是来自他内在廉洁的精神。

教育理念提倡兼容并包
有科学治理和实干精神

苏轼搞教育，坚持兼容并包，他反
对儒家和佛家之间互相斗争，也反对佛
教内部宗派之间相互攻击。对于学生

的教育更是如此，他尊重每个学生的长
处和个性。

苏轼在《稼说》中写下：“博观而约
取，厚积而薄发。”当时苏轼正在京都任
职，时逢进士张琥归家之前来看望他，
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
浅薄轻率的风气，苏轼特地写了这篇短
文送给张琥，并愿与之共勉。

周裕锴由此也提到，现在有很多家
长很焦虑，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
认为这没有必要，“人生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家长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像苏
轼一样一辈子都在学习，一辈子都在进
取。同时家长也要看看自己是不是还
在学习，要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坚持科学治理的实干精神也是苏
轼留给我们当代的财富之一。苏轼长
期担任地方官，为老百姓做过很多事
情。比如他在杭州治理西湖，疏浚西
湖，修造苏堤。苏轼当时绝不是脑门一
拍就胡乱开干，而是真正进行了大量调
研，将自己变成了水利专家，而他所做
的实事我们现在仍在受益。

新闻链接

“名人大讲堂”定位为普及性、大众化、
浸入式的知识讲坛，力争成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普及传承活动品牌，探索构建符合
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传承体
系。本场活动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
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
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
是名人大讲堂“东坡文化季”的收官之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琴
摄影 陈羽啸

温和改革的政治主张、以仁爱精
神贯穿始终的执政理念、“从道不从
君”的做官原则、“以不贪为宝”的廉政
精神、具有包容思想的教育理念、更有

“实干精神”的科学治理……3 月 17
日，在“名人讲堂”东坡文化季的最后
一场讲座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轼研究学会会
长周裕锴，从六个方面解读苏轼沉沉
浮浮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坚守不变的治
国思想。

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更是历史上
可遇而不可求的旷古奇才，从古至今，

苏东坡拥有不少的“迷妹迷弟”，“苏迷”
遍布世界各地。在本次讲座中，周裕锴
又揭开了苏轼的另一面，让人们看到其
作为一个政治家显露出的惊人才干，以
及卓绝的治国理念，在网络中吸引了众
多网友的观看。

据悉，当日的【名人大讲堂41 苏轼
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直播，在封面新
闻全平台的观看量共计为180.7万，其
中封面直播客户端观看量为112.1万；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视频微博、快
手、抖音、视频号、新浪网、凤凰网、UC
大鱼号、手机百度等网络平台观看量达

到了68.6万。
此外，这场直播还在川观新闻客户

端首屏呈现，四川观察客户端同步呈
现，在这两个网络平台的观看量共计
13.5万。据数据统计，全网共计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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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着较高的热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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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了众多精彩纷呈的文化
活动，其中“名人大讲堂”作为重磅活
动之一，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家
开讲，向观众展示一个立体而鲜活的
苏东坡。

统计数据显示，“名人大讲堂”打造
的“东坡文化季”共四场直播中，总观看
量达到了882.96万。可见无论在人生
的何种境遇之中，人们仍可以与这位跨
越千年永不过气的国民偶像欣然相逢，
从其绚烂多彩的人文故事，领略他留给
当代的东坡精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东坡文化季收官之讲，苏轼研究会会长周裕锴详解“东坡人格力量”

“以不贪为宝”是苏轼一生的座右铭
东 坡 文 化 季

名人大讲堂东坡文化季“收官”

四场直播超880万网友在线领略东坡精神

◀
周裕锴教授做客名
人大讲堂。

▲
东坡文化季收官之
讲：《苏轼以民为本
的治国理念》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