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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农历腊月十九，是苏轼
987岁的“生日”。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里，“东坡大家讲”系列讲座在眉山三苏
祠博物馆迎来了崭新一讲。文化学者
刘墨以《苏东坡和他的朋友圈》为题，带
领线上线下观众一起见识到大文豪苏
轼庞大的朋友圈以及他所展现出来的
为人处世原则和人格魅力。

众所周知，了解一个人，除了定
睛在其本人身上，从其来往的朋友圈
也可窥见一斑。这也是刘墨本次演
讲分析苏东坡重点论述的方向：花费
很大精力去剖析苏东坡与王安石、司
马光、张方平、黄庭坚等人之间的关
系，试图从“他人的角度”更深了解
苏东坡本人。“我发现，从不同的人
那里，可以看到不同面相的苏东坡。
苏东坡就像一颗钻石。只要动一个
方向，就会看到不同的光彩折射而
出。这种丰富性，是令人惊叹的。”
刘墨说。

苏东坡人格光明
不羡慕、不嫉妒、不巴结

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
高。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
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
之世。”当下一些学者也称宋代是“现代
文明的拂晓时辰”。繁荣的宋代，也孕
育了大量的卓越文人。中国古代散文
界“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就有六位赫然
在列。 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苏
东坡。

跟苏东坡本人的影响力大密切相
关，也因宋代印刷术发达的缘故，在中
国古代作家中，有关苏东坡的人生及文
学世界的细节史料，保存得很完整很丰
富，“远远超过李白、杜甫，更不用说与
他同时代的其他人。我们可以知道他
非常具体的信息，有时候会具体到他在
某年某月某日上午见了谁下午做了什
么。”刘墨说。也正因此，我们得以在近
千年之后，窥见苏轼当年拥有过怎样庞
大的“朋友圈”。

900多年前，在通信、交通条件都
很有限的情况下，苏东坡交友之广泛
是令人惊叹的。“我曾做过一个统计，
苏东坡有名有姓的朋友数量大概有
1300个以上。”苏东坡这些朋友五花
八门：皇帝、太后、文士、官僚、厨师、画

家、街头邻居……就像他自己说的：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
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整个天下，到处都是他各式各样、各
行各业的朋友——有的是正人君子，有
的是邪曲小人；有的是生死之交，有的
是匆匆一面；有始终不渝者，也有前善
后恶者。

刘墨说，如果说交友广泛这一点容
易学习的话，那么苏东坡有一点很难学
的，就是“看不到苏东坡的内心有阴暗
面。这一点是生而为人很难做到的。
他的为人风格非常光明：对他人不羡
慕、不嫉妒、不巴结。但是对于自己坚
守的做人原则，他也不动摇、不改变。
这是他人格的稳固构成。这种做人风
格，既讨人喜欢又不讨人喜欢。一方面
他遭一些人不待见，但另外一方面，普
天下喜爱他、爱慕他的人又特别多。丰
富极了，有意思极了。”

苏东坡与王安石、司马光
恩怨纠葛之外，也曾惺惺相惜

苏东坡经历坎坷，一生在现实谷
底和理想云端上下往复。谁在他处
于人生低谷时给他以援手？谁是他
内心深处真正的莫逆之交？在嘉祐
二年（1057年）的同榜进士中，有的
与他共进退，施以援手，有的却坚决
想置他于死地。在他的朋友圈中，有
与他政见不同的士大夫，也有平平凡
凡的普通人。

在苏东坡庞大的朋友圈中，欧阳
修、司马光、王安石是非常重要的三
位。刘墨详细讲述了这三位的政治
观点、个性特色，以及他们分别与苏
东坡的关系。对于苏东坡而言，他一
生中最重要的人，除了父母兄弟之
外，大概就要属欧阳修了——苏洵、苏
轼、苏辙父子之所以能够成就如日中天
的文名，无不得益于欧阳修这位伯
乐。“王安石是变法的领袖，他比苏东
坡大15岁，比苏东坡早中进士15年，
也比苏东坡早去世15年。如果说王
安石偏向于激进主义者，司马光就更
偏向于保守主义者。这两个人的冲
撞非常激烈 ，在当时北宋的政坛犹如
一场地震。苏东坡与王安石、司马光
的观点都有区别，他的观点是牢牢放
在百姓群众的切身感受和利益身
上。”刘墨说。

在刘墨分析看来，王安石和司马光
之间根本的冲突在于，作为经学家的王
安石是理想主义者，从富国强兵的角度
要救国家于贫弱，因而节省钱物无济
于事，所以不妨大胆试验；而作为史学
家的司马光则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认
为，养民乃治国之本，夺民所有，官未
必富而民乃先贫，远不如培养本源，徐
徐取用。也有史学家认为，王安石的
新政，代表南方知识分子开明进取的
精神，司马光则代表北方人物稳健和保
守的传统。而刘墨认为，追溯到二人的
学术理念，则是经学与史学之异。如果

说在变法运动中，王安石在左，司马光
在右，苏轼则居中偏右——这三人同属
神宗时期彪炳史册的人物，彼此都曾惺
惺相惜。

刘墨特别提到，与普通人物的来
往，最能体现出苏东坡的个性。比如从
苏东坡在儋州与当地百姓的交往细节
当中，可以看到他能做到“平等待人并
且让普通人也能感受到他的温暖。这
是难能可贵的。”

从光明的人物身上
获得力量、滋养和启示

日光之下，不存在完全没有缺点
的人，苏东坡也不例外。刘墨提到，苏
东坡爱给人起外号，有时候也会在给
别人取外号的时候，无意中触碰到人
家的痛处，把握不好刻薄与幽默之间
的界限。

在众多关于苏东坡的阐释中，人们
往往都会强调苏东坡豁达、超越、淡然、
洒脱的一面，“但其实苏东坡也有焦虑
的一面，他也会感到肉身的疼痛，感受
到刻骨的孤独，也曾灰心到甚至想到自
尽。我希望自己走近的是一个真实的、

‘鲜活’的苏东坡。”
“他承认人生是有限的，人是有限

的。在这种有限性的前提下，如何实现
生命的超越，这是苏东坡给我们非常重
要的启示。”刘墨说。

刘墨的专业是做历史研究。做历
史研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将对象客体
化，但他希望自己在研究苏东坡的时
候，“不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历史人物的
标本，去做冷冰冰的分析。而是将之当
成鲜活的存在，跟自己的生命是相连
的，悲喜是相通的。每当我夜深人静沉
浸在与苏东坡有关的史料中时，我始终
希望苏东坡其人其事——他的身影、他
的生活、他的爱好、他的喜怒、他的内心
情感，以及他的艺术世界——能够在我
的阅读与写作中‘活’起来，成为我生命
的养分。”

刘墨说，他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
有一个明确的宗旨在于，从中汲取到
一种力量、一种滋养、一种启示，就像
让一缕阳光洒进幽暗的房间一样，

“让自己被这种光所朗照，让自己也
光明起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摄影雷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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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如何拥有庞大的“朋友圈”？
文化学者刘墨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开讲

1 月 29 日，农历腊月十九，位于
眉山的三苏祠博物馆热闹非凡，庆祝
苏东坡 987 周年诞辰的“寿苏会”在
此举行。作为“东坡故里”，眉山一直
保留着“寿苏”传统，自宋代起，历经
元、明、清和民国时期，已有九百多年
的历史。

当天下午，“东坡大家讲”系列讲座
继续开讲，邀请到文化学者刘墨以《苏
东坡和他的朋友圈》为题，带领线上线
下观众一起走进大文豪苏轼的社交网

络。讲座中，刘墨细细道来苏轼的“朋
友圈”，有的是生死之交，有的是匆匆
一面，也有始终不渝者……而整个天
下，到处都是苏轼各式各样、各行各业
的朋友。

在东坡诞辰当日开讲，为东坡这
位全民偶像“庆生”，自然少不了众多

“苏粉”的参与。当天的【东坡大家讲
｜苏东坡和他的朋友圈】直播，在封面
新闻客户端的观看量为146.4万。此
外，在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视频微

博、手机百度等平台的观看量为42.7
万。据数据统计，全网观看量共计
189.1万。

2023年3月，“东坡大家讲”正式
启航，首期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
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李贵开讲。随
后，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罗宁，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
深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莫砺
锋，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莫林虎，复旦
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等也先后登上

“东坡大家讲”的讲台。截至目前，
“东坡大家讲”的十一场讲座，全网总
观看量已经突破了1800万人次，共计
为1864.1万。

随后，“东坡大家讲”还将继续
邀请全国范围内知名苏学“大家”，
围绕苏东坡的政治理念、家风家教、
人生哲学和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普
及性讲座，展现更为全面立体的苏
东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文化学者刘墨在眉山三苏祠解读“东坡的朋友圈”。

在东坡故里为东坡“庆生”

近190万网友“打开”苏轼的“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