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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横溢的大文豪苏轼，一生仕途
坎坷，流离多地。其中，广东惠州在苏
轼的贬谪生涯中有着特殊意义——在
这里，他被贬“过岭”。宋朝有一个传
统：不杀士大夫，官员犯错多采用贬谪
来惩处。其中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过
岭”——贬岭南之地。

官场上的多次受挫，给苏轼的命运
带来痛苦，但并没有局限他的生命向着
更广阔的世界开拓。面对人生起落，他
用智慧和洒脱在逆境中实现人生价值，
惠州就是见证他在苦难中仍旧乐观豁
达的地方。

3月25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赵冬梅
来到眉山，在三苏祠博物馆登上“东坡大
家讲”讲台，带来一场题为《东坡“过岭”：
代际命运与个体选择》的演讲。赵冬梅
教授的演讲，既有宏观又有微观，叙事
与点评交叉，尤其是将苏轼个人的选择
和北宋当时的代际背景进行深度对比，
带领读者领悟、感受、理解身处历史洪流
中的苏轼独特的人生命运形成原因。赵
冬梅特别提到，在岭南的苏轼，作为谪
官，依然保持精神独立和清醒，“没办法
平庸”，对人世间有“忍不住的关怀。”

过岭之后的苏轼已是东坡

绍圣元年（1094年）10月，59岁的
苏轼抵达惠州。虽然黄州（今湖北黄
冈）之后，苏轼的仕途又有上升机会，但
赵冬梅指出，苏轼黄州被贬，是经历人
生第一次巨大考验，心理有了很大变
化。黄州之后，苏轼变成苏东坡。“苏轼
与苏东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它们
指向的是同一个人。”她说。

苏轼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写下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
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对此，一些
人会觉得这是苏轼的“自嘲”，但赵冬梅
说：“我觉得这不是他的‘自嘲’，而是他
真实的自我定位。如果是‘自嘲’，就说
明他还没有真正接纳自己。其实他的
晚年是跟自己命运和解的，是自洽的。”

一个优秀的人，要在社会上成就一
番事业，需要合适的时代和环境，苏轼
也不例外。赵冬梅提到，苏轼生于仁宗
中期（1037年），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1101年），世界观的形成与行为方式的
养成得益于北宋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关
怀提携。在苏轼最年富力强的年纪，经
历王安石-神宗的大变法、太皇太后摄
政（含司马光18个月的短暂执政）、哲宗
亲政3个时期。总体来说，苏轼政治生
涯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北宋“恶性分裂”
时期。这个时期，士大夫群体分裂成为
利益集团，集团利益超越国家的整体利
益，成为影响个人与群体政治选择的决
定性因素，集团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攻
击，甚至水火不容。北宋政治出现“法
家转向”：迎合取代批评，一元取代多
元，功利取代理想，官僚沦为工具，皇帝

走向专制。当恶性分裂出现，士大夫们
沦为权势奴隶，皇帝也不得不与更善于
玩弄权势的集团结合。

参与党争而失败的臣子多被贬谪
“过岭”，这是当时宋朝对大臣非常严厉
的惩罚。

面对一个糟糕的时代环境，一般人
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追随。但苏轼的选
择是拒绝随波逐流，不追随，坚持自
我。一般人“时代怎么样，我就怎么
样”，苏轼则选择“真理怎么样，我就怎
么样。不管时代怎么样，我还是我。”

直面这么恶劣的环境，保持清醒和
独立，是极其冒风险的事情，苏轼也付
出了不小的代价。他被一贬再贬，从黄
州到惠州再到儋州。“当环境变化，一般
人会跟随环境变化，但是苏轼不变。如
果他变了，苏轼就不是苏轼了。这就是
他的命。‘贬谪’中的苏轼，地位向下，精
神却向上，完成了个体生命的拓展、净
化与升华，又教化引导了周边的人。”赵
冬梅说。

对世间有“忍不住的关怀”

像苏轼这样的人，不问“世间事”，
如何忍得住？在岭南的苏轼，作为一个
谪官，他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充分利用
自己的影响力，为百姓造福。他依然有
忍不住的关怀，积极参与广东地方建
设，充分发挥生命的热情。

在宋代，地方的行政机制是“路-
州-县”三级，其中“路”一级共有4个衙
门，分别有4位最高长官。当时广东最
高级别的官员是广州知州兼广东经略安
抚使，苏轼在广东期间经历了两任经略
安抚使，第一任是章楶（jié），第二任是
王古。

在本场讲座中，赵冬梅详细讲述了
苏轼在被贬惠州期间向当地执政者提
出的一些具体举措。苏轼在惠州待的
时间并不长，却做了很多有益的事。

比如，建议、指导博罗县令林抃制

造插秧工具——秧马。秧马是苏轼在
武昌看到当地人使用的一种插秧工
具。使用秧马插秧不用太弯腰，于是他
把秧马的形制记录了下来。等到南贬
到惠州时，苏轼把记录秧马形制的《秧
马歌》给博罗县令林抃看，林抃亲自率
领属下按照苏轼提供的形制做出了秧
马，并进行了改良。

苏轼还建议王古建设广州的自来
水系统。苏轼经过广州时，看见当地大
部分居民饮用的是苦咸水，城中时常发
生瘟疫。而白云山蒲涧山上的滴水岩
有大量水源，于是苏轼建议王古用竹子
做的水管接引蒲涧山水到广州城，改善
居民的饮水。王古听从了建议，兴建了
这一引水工程，使广州居民在近千年前
就喝上了“自来水”。苏轼还建议广东
提点刑狱使程之才修盖惠州营房。针
对当时惠州的诸军很多人没有营房住，
苏轼做了非常细致的调查，给程之才提
出了非常切实可行的建议。讲到此，赵
冬梅说，苏轼不光有理想、有道德，还有
办法，“这是一个多么有本事的人。”

赵冬梅提到，在做这些具体的事
时，苏轼处处替人考虑，不光为老百姓
考虑，还能为那些没把事办好的人考
虑。“苏轼表现出对人性的深刻体察和
对人性弱点的包容，也是一般人达不到
的。白居易笔下有一个江州司马，也是
一个谪客，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形象，哭
得青衫湿 。”她说。

在“路”一级的官员中，有一个人跟
苏轼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就是广东提
点刑狱使程之才，苏轼的亲表哥、前姐
夫。苏洵在《自尤〈并序〉》中表达了对
程氏父子的高度不满，并在女儿去世后
与程家绝交，苏轼也与表兄程之才断绝
了关系。苏轼来到广东后，两人见了
面，前嫌尽释，断绝42年的关系得到恢
复，重修旧好。在本场演讲中，赵冬梅
特别分析了苏轼写给姐夫、表哥程正辅
（程之才）的信件《与程正辅》，为大家解

读了字里行间苏轼与这位表哥通信忐
忑又真诚的心情。

很多人因苏轼而连接

赵冬梅讲到，自贬惠州后，苏轼的
诗文之中再也没有哀叹自己命运的贬
谪之叹，表达出的都是非常乐观积极
的状态。他在惠州白鹤峰上买地建
房，把家人接过来，他的爱妾朝云最终
也葬在惠州，但苏轼心中其实一直都有
北归之望。

自绍圣元年接到贬谪命令，从定州
（今河北定州）出发前往惠州的路上，苏
轼的诗文中不断提到“北归”这个词。绍
圣二年（1095年）9月19日，宋哲宗在开
封明堂祭祀天地，随后发布了大赦赦
文。苏轼收到大赦命令后，曾经给程之
才写信，表示希望大赦颁布之后能稍微
往北方去一点。但早在8月21日，宋哲
宗在赦文颁布前1个月左右就有诏书，

“应吕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数及赦恩叙
复”，即吕大防等，包括苏轼在内，未来的
大赦是不把他们包括在内的。

赦文颁布后，绍圣四年（1097年）
4月，苏轼再次遭到贬谪，从惠州贬到
了儋州。当年4月17日，62岁的苏轼
把跨越南岭到白鹤峰与他团聚的家人
留在了惠州，带着小儿子苏过前往海
南岛。

关于苏轼，不能不提他与王安石之
间在关于国家具体治理方面观点不同
的所谓“新旧”之争。在本场讲座中，赵
冬梅提到，其实苏轼在政治上的真正理
想并不能用简单的“新党”或“旧党”来
概括，“苏轼最真实的想法是，面对国家
的难题，大家来一场心平气和的头脑风
暴，取旧法和新法的优点。”

少年苏轼读《汉书》被范滂正义凛
然、视死如归的故事所感动，就跟母亲
程氏说，他将来如果做范滂那样的人，
母亲觉得如何？程氏的回答是，你要是
能以范滂为榜样，我就不能以范滂母亲
为楷模吗？

赵冬梅认为，从这个对话可以看
出，这对母子是承接了中华源远流长的
文化中对精神不朽的信仰。

苏轼为何是苏轼？赵冬梅从他的
家风家教找到一些密码。苏轼生长在
眉州，自然环境很好，生活稳定，家庭比
较殷实，当地有读书的传统。上一辈士
大夫的精神世界给他很大的营养。生
命得到了丰厚滋养的苏轼，成长为一个
丰富的人、全方位的人。这样的人，并
不把做官当成唯一的生命目标。他还
有其他很多的兴趣、爱好，有很深的精
神世界追求。他追求真理和美好，这个
美好包括美好的食物、艺术等。在讲座
的问答环节，赵冬梅再次赞叹，苏轼是

“一个可爱的人”，近千年之后的人们，
很多城市的现代人，因为苏轼，可爱的
人也被连接起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3月25日，赵冬梅教授在三苏祠博物馆深度讲解苏轼“过岭”。雷远东 摄

代际命运与个体选择如何形塑一个大文豪？
北大教授赵冬梅深度讲解苏轼“过岭”

3月25日，“东坡大家讲”迎来第一
季收官之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赵冬
梅教授以《东坡“过岭”：代际命运与个

体选择》为题，围绕苏轼被贬谪至惠州
这一时期的事迹，深入解析苏轼。

当天的直播，封面直播客户端观看
量达到177.9万。同时，直播还在封面
新闻的微博账号等平台进行了播出，全
网观看量共计205.7万。

2023年3月，“东坡大家讲”正式
启航。截至目前，“东坡大家讲”第一季
的12场讲座，全网的总观看量已突破
2000万人次，共计为2069.8万。

如今，在春和景明的仲春时节，“东
坡大家讲”第一季暂时落下帷幕。接下

来，“东坡大家讲”第二季将全新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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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200万观众走进苏轼的岭南岁月
直播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