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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东西南北宦游，苏轼留在

了四方百姓的生活里。

或许是经历过太多“老僧

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

题”般的物是人非，苏轼并不是

一个轻易说不朽或者永恒的

人，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或许也终

将如雪泥鸿爪一样。然而，苏

轼最终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却

远比他曾经设想的要多得多。

苏轼的痕迹，留在四方百

姓的三餐四季里。苏轼一家

在眉山古纱縠行的故居三苏

祠，从2022年6月到2025年4

月底，已累计接待团体超过

6000批次，游客总量达420余

万人次，三苏祠博物馆在2024

年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成为

远近游客争相打卡的精神地

标；在杭州，由苏轼主持堆筑

的西湖苏堤，成为中国人关于

春天最浪漫的想象之一；由他

发明或者经他改良的元修菜、

东坡肉、酒酿蒸生蚝等，至今

仍活跃在中国人的餐桌，带给

人奇妙的味觉体验。春花秋

月，苏轼已离开我们900多年，

但又似乎从未走远。

苏轼的痕迹，更留在中华

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里。不

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年农历十

月十二日，作为张怀民被苏轼

叫醒的纪念日，在青年中悄然

风行，借此赞美《记承天寺夜

游》中的苏张友谊，以及那种

说走就走的生活态度；他的

《黄州寒食帖》被奉为“天下第

三行书”，推动着中国书法审

美趋势的变迁；那些倾注了他

太多豪情的《水调歌头》《念奴

娇·赤壁怀古》，更是已经直接

与人们对月亮的审美相连；《范

增论》《晁错论》《思治论》阐述

的治乱之思，也依然启迪着今

天的政治文明与社会治理。

苏轼是文化偶像、士人楷

模、艺术大家，也是一位深情

的丈夫、亲切的兄长、忠贞的

友人。当残酷的现实驱使他

东南西北飘零时，他仍能将信

念牢牢扎根心中，过

好自己的生活。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始终

乐天，并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救济斯民，

或许就是苏轼用尽

一生，留给我们最宝

贵的人生财富。

据“天府新视

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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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轼的人生地理里，黄州惠州

儋州，构成贬谪三部曲。林语堂这样

评价：“他最大的魅力，不是让内心被

环境吞噬，而是超出环境，以内心的

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苏轼是不可

无一，难能有二的人间绝版。”

一生漂泊，却用苦难点亮心灵地

图。为官早期的苏轼，或许只算得上

“万人如海一身藏”的众多好官之

一。但经历乌台诗案的九死一生后，

贬谪黄州的巨大打击，却使他成长为

千年以来独一无二的苏东坡，“清风

徐来，水波不兴”“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让人生烦恼，化作天

地的一缕青烟。到了“儋耳”（今海南

儋州），没有房子，他就自己用土坯和

茅草盖；没有粮食吃，就自己种竹

芋。把苦难过成歌谣，《六月二十日

夜渡海》里，他写道：“九死南荒吾不

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一蓑烟雨，此心安处是吾乡。“竹

杖芒鞋轻胜马”的苏轼，在黄州城东

的坡地上种菜，在惠州教人用秧马插

秧。到了儋州，他又开始做教育，教

化当地人。如果生活太苦，那就自己

找糖。在黄州制“东坡肉”，大快朵

颐。被贬岭南，蛮荒之地，却能发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的小确幸。东坡羮、东坡豆腐、羊蝎

子、烤生蚝、东坡蜜酒，他用美食抚慰

心灵。善书画，他发明了成语“胸有

成竹”，开启文人画的新传统，书写

“宋四家”的新风尚。

遨游天地，自由自在，一次次失

意中，愈加看见苏轼乐观豁达的心境，

以及不为外界影响的内心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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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南北中的苏轼“地理学”
□成博边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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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寻找苏轼，你需要一份

中国地图。
以山川河湖为底，东

西、南北与四方，构成了苏
轼生命中的三个阶段。透
过苏轼“地理学”，我们可以
看见文化的强大创造力与
生命力。

早在900多年之前，来
自长江头眉州（今四川省
眉山市）的苏轼，就曾顺着
滔滔江水一路东下，在长
江尾的杭州践行他关于为
政、为民与为文的理想。

一段东西行，是“在地”
亦是“远行”。

翻开苏轼的人生地图，
从中国西部的眉州到东部
的江浙，引领他去往未知远
方的，是莫问前程无问西东
的天下情怀。

眉州潜学，汴京成名，
颠沛的人生，志气入怀。从
幼时听母亲程氏讲授《后汉
书·范滂传》，初有人生目
标，到归读欧阳修所撰的

《范文正公墓志》，为“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精神感动，从西向东
看苏轼，眉州才子的魅力，
更在于他始终未退去的“人
性温度”。他的眼眸里，装
着万千百姓的四时烟火。

眉山月照浙江潮，东西
行中勾勒“民者，天下之本”
的坚守。苏轼曾两度前往
杭州为官。治西湖、建堤
坝、修石塔，造就了如今的
苏堤春晓、三潭印月。造医
院、兴水利，救人无数，让家
家户户都用上了甘甜的湖
水。在徐州，到任不久的苏
轼就遇洪水冲城。他临危
不惧，喊出“吾在是，水决不
能败城”，稳住了全城人
心。“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
走尽余王尊”，这般以诗言
志，让人敬佩。

一段东西行，贯穿其中
的民本思想，更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士大夫精神的
典范，是“居庙堂之高则忧
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