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

的遗产。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以深邃的哲学思想、卓越的政

治实践、辉煌的文学成就和丰富的人生体验，在苏氏家族内部形

成了读书正业、孝慈仁爱、为政清廉的家庭风气，也滋养着后世

子孙的精神气质与品德修养。

寓教于名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

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

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苏 洵《名二子说》

为什么会给大儿子取名“轼”呢？苏洵解释说，轮、辐、盖、轸

这些车的部件都有各自的功能和职责，但“轼”却没有具体的分

工，虽然如此，没有“轼”，这辆车就不能称其为一辆完整、完美的

车。“轼”是古代战车前的横木，处在最前端，最醒目的地方。接着，

苏洵感叹道：“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这说明苏洵已经看出了

苏轼锋芒初露，正义直言的性格，就像永远展露在车前的“轼”一

样。但从另一方面讲，“轼”处在车前端的显要位置，要凭借它才能

一览天下。苏轼给自己表字“子瞻”，也是由“轼”引申而来的。

在讲到苏辙的时候，苏洵说，天下的车，经过之后都会留下

“辙”，但在对车论功行赏的时候，似乎与车辙无关，即使发生车

毁人亡这样的祸患，也不会殃及车辙。所以，车辙可处于福祸之

间，平平安安度过。苏辙相较于哥哥来说，性格含蓄，冲淡平和，

善处祸福之间，他表字“子由”也是由“辙”引申而来的。

敬贤修德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

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

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

“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

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

尽了，则已私识之矣。

——苏 轼《范文正公文集叙》

苏轼在乡塾学习期间，表现出很高的天赋。有一天，从京城

来了一个人，把石介写的《庆历圣德诗》拿给乡塾先生看，诗是赞

颂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的“庆历新政”。苏轼偷偷地

凑到先生身旁观看，看了几遍，便把诗背下来了。诗中所称颂的

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苏轼从未听说过，他好奇地问：

“先生，这诗中赞颂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先生见苏轼满

脸稚气，就说：“这个嘛，你还是个孩子，何必知道呢？”苏轼听了，

有点不服气地问道：“先生，如果这些人是天上的人，那我自然不

敢知道他们，但如果他们也和我一样是地上的人，为什么我就不

能知道呢？”先生见苏轼说得有理，不禁称奇，就详细地告诉了他

“庆历新政”和韩、范、富、欧阳四位天下豪杰的经历。苏轼听后，

虽然当时还没完全明白先生所说的话，但心中已暗暗记下这些

豪杰们的故事，并立志今后也要如他们一般成为有贤德的人。

铭砚教子

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

书狱常思生。

——苏 轼《迈砚铭》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苏轼长子苏迈被朝廷任命为饶

州德兴县（今江西德兴市）县尉。这是苏迈第一次赴任，苏轼亲

自为儿子送行，送至江西湖口才分别。临行前，苏轼赠送了一方

砚台给儿子，并题写《迈砚铭》：“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

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意思是用它来学习圣贤

的道理要如饥似渴；用它来习写文章，要不停地进步，时出新意

令人吃惊；用它来记录和治理财务要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它来

书写狱讼公文要时时想着放人生路。苏迈在父亲的熏陶和感染

之下，品行端正、好学上进。“乌台诗案”期间，苏迈一直跟随父

亲，给了苏轼无微不至的照顾和莫大的安慰。苏迈在任江西德

兴县尉时，为官清正廉洁，有政绩。苏轼在《与陈季常书》中说：

“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

（资料整理：朱 玥）

苏门家风 浸润人心

■诗词里的中国节·清明R

清明
杜 牧（唐）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郊行即事
程 颢（宋）

芳原绿野恣行时，春入遥山碧四围。

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

莫辞盏酒十分醉，只恐风花一片飞。

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临安春雨初霁
陆 游（宋）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仲春与暮春之交，正

值清明。《论语·学而》里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清明历经数千年传承，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慎终追远”

这一文化品格的节日。同时，清明也是二十四节气中

唯一的传统节日，一般在冬至后的第 108 天，也就是公

历每年 4 月 5 日前后。此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万物

复苏、春暖花开。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到程颢

“况是清明好天气”，历代文人雅士在这个美丽而深沉

的节日里留下无数动人的诗词名篇。

“清明”作为节气之名，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典籍中

就有记载。《逸周书·时训》载：“清明之日，桐始华。”《管

子·幼官》载：“清明，发禁。”在汉代《淮南子·天文训》中

也记载了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

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清明，之所以后来会演变为

传统节日，与寒食节有直接关系。“春城无处不飞花，寒

食东风御柳斜。”《荆楚岁时记》云：“去冬节一百五日，即

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一直到

宋代，《梦粱录》中仍记载道：“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每

岁禁中，命小内侍于阁门用榆木钻火。先进者赐金碗、

绢三匹，宣赐臣僚巨烛。”古时还有寒食禁火、清明生新

火的习俗——寒食禁火祭墓，清明新火踏青，前者怀旧悼

亡，后者求新护生，两者在文化内涵上有密

切联系，时间上也紧密相连。与清明密切相

关的，还有三月三上巳节。王羲之《兰亭集

序》中描述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流觞曲水”

“一觞一咏”，便是上巳踏青、携酒出游的场景。

一般认为，正是在唐代，清明、寒食、上巳完

成了整合，逐渐统一在了一个节日里。元稹

《寒食日》中提及“今年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

出游”，可见，寒食与清明、上巳之间的界限逐渐

变得模糊。明清之后，寒食与上巳节基本上退出

了历史舞台。

近日，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曹立波在人民

网“人民访谈”中提出，清明时节不仅仅是思念故

去的人，还有寻求团聚、思念家人的情愫。例

如，陆游在《临安春雨初霁》中写道“素衣莫起

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羁旅漂泊的游子

因为清明将近，也颇得些许安慰。清明期间，

人们可以走进陵园悼念故人，祭祀先贤，也可

以郊游、插柳，“风乎舞雩，咏而归”，自由选择

体验春天的方式。在这场与过去和自然的对

话中，人们缅怀生命、拥抱新生。

亦节亦气 风景清明
本报记者 孟 扬 曹怡晴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4 月的川西，眉山三苏祠春意盎

然，游人如织。人们在此感念一代文学大家的旷世才

情，也为“一门父子三词客”读书正业、孝慈仁爱、为政

清廉的优良家训家风深深打动。

踏入三苏祠，古木参天，百年银杏、千年黄葛，透出历史和文

化的厚重。

三苏祠位于眉山市东坡区纱縠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

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居。自元代改宅为祠，于明末毁于兵火，

到清康熙四年（1665 年）在原址上模拟重建，千百年来，三苏祠

始终是历代文人雅士拜谒、凭吊三苏的文化圣地。如今的三苏

祠，占地 106 亩，保存有 16 处古建筑及苏宅古井、苏宅丹荔等遗

迹，陈列有三苏家训家风、生平成就、东坡书法碑刻等，是国内规

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三苏纪念祠堂。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授予三苏祠“文化遗产保护荣誉证书”，称其“为中华文化在

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悠悠古祠，三面环水

三苏祠的主体建筑，是由三进四合院组成的清代建筑群，其

与西蜀园林相融合，形成了“三分水、二分竹”的岛居形式，整座

祠堂构建在三面环水的一座半岛上，坐北朝南，在一中轴线上组

成三进四合院，东西厢房在左右均衡的基础上又有自由变化，从

而形成了不严整对称的格局。

四合院的第一进院落为飨殿和东西厢房。飨殿建筑面积

250 多平方米，为硬山式屋顶，抬梁式梁架，供奉着三苏父子塑

像。步入四合院的第二进，则会见到一个肃穆雅致的园子，园中

有“丹荔飘香”的荔枝树，还有一口苏宅老井。这口老井是保存

至今的苏家遗迹之一，在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祠堂内所有生产

和生活用水，几乎都依赖这古井。

园中另一处珍贵遗存是荔枝树旁的一株古老荔枝树化石

“并蒂丹荔”。据传，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 年），苏轼丁忧除

服，续娶王闰之，即将还京。老友蔡子华等在苏宅庭院内种下

一棵荔枝树，叮嘱苏轼常回家看看。但世事难料，苏轼这一

去，便再也没有回到家乡。“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宦

海 羁 绊 ，万 里 流 放 ，苏 轼 始 终 以

豁 达 面 对 人 生

浮 沉 ，以 热 忱

对 待 百 姓 疾

苦——这样的精神，便是三苏风骨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是父是子，文献一家

在文人祠堂中，意味深长的匾额楹联非常多，三苏祠也不例

外。透过这些匾额楹联，我们能够穿过岁月悠悠，读懂历代文人

名士对三苏父子人品文品与苏门家风的高度赞扬。

在三苏祠前厅门楣正中有一匾，上书“文献一家”。“文献”

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原指典籍与贤者，此处指的是三

苏父子集文学圣贤于一家。跨过前厅，来到飨殿前，人们一眼

就能看见悬挂在正中的“是父是子”匾。这里的“是”，在古汉

语里是“这样”的意思。“是父是子”意为有这样伟大的父亲，就

有这样优秀的儿子。三苏父子家学渊源深厚，苏轼兄弟的成

就离不开父亲的言传身教。当年苏洵考试落榜之后，回到家

中，闭门谢客，整整十年间，父子三人共同学习。飨殿前还挂

有三副对联，其中最有名的当数这副长联：“宦迹渺难寻，只博

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器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天

心原有属，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

风雨共名山。”上联赞誉他们的杰出成就依然雄视千古，不同

凡响；下联赞誉他们的人品气节，以及即便历经磨难依旧能激

浊扬清、保持高尚的可贵情操。

景行行止，墨香依然

三苏祠虽被誉为“南州胜迹古祠堂”，千百年间，却多次遭受

破坏。2013 年 4 月，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0 级地震，距离震中 80
公里的三苏祠受灾严重：16 处文物建筑受损，地面沉降，山体垮

塌。地震“新伤”叠加历史“旧病”，三苏祠建祠以来最大规模的

维修工程由此拉开序幕。历时近 3 年的维修工程按照“原形制、

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修复”的原则，对古建筑进行全面维修，

同时对祠内路桥、山体、水系、植被、人文景点等进行综合整治，

按照“祠堂区恢复故宅家庙，纪念馆现代手法布展”的原则，对纪

念馆展陈改造提升。

在三苏祠主体建筑西侧有一处长亭，名为“百坡亭”。“百

坡 ”之 名 ，取 意 于 东 坡《泛 颍》一 诗 ：“ 散 为 百 东 坡 ，顷 刻 复 在

兹”，寓意出现更多东坡式的杰出人物。亭上的匾额由吴伯箫

题，抱柱联“谟议轩昂开日月，文章浩渺作波澜”，意为三苏父

子经世宏论如日月光耀千秋，文章豪迈俊逸，汪洋恣肆一泻千

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千百年来，不断

有景仰三苏的文人雅士来到古

祠拜谒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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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三苏祠中的木假山堂。

图②：三苏祠中的苏轼雕像。

图③：学生们来到三苏祠参加研学

活动。 邱江涛摄（人民视觉）

图④：三苏祠南大门。

图①、②、④为眉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⑤：清明时节，在浙江省金华市婺

城区雅畈镇一家清明粿老作坊里，经营

者正在搬运刚出笼的清明粿。

时补法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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