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广告处 电话 65369288 传真：（8610） 65003109 总编室 65369316 经营部门 65369405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周一至周四1元/份 周五1.5元/份 周六1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

听到“东坡不幸海南幸”的说法，细一品咂，所言有
理。一生流放三次，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艰难。儋
州，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后的一个流放地。一首《雨夜宿净行
院》，诉尽苏子感伤——

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然而，对儋州来说，苏东坡的到来却为幸事。在儋州，他教

诲黎家子弟，使椰林深处书声琅琅。儋州州守张中和黎族读书
人家黎子云兄弟共同集资，在黎子云住宅边建一座房屋，既可
作苏东坡及其幼子苏过的栖身之处，也可作为以文会友的地
方，苏东坡以“载酒问字”的典故为房屋取名“载酒堂”，“我来
踏遍珠崖路，要览东坡载酒堂”，后世便演变为东坡书院。

东坡书院就在中和镇东郊，朱砂红色的围墙苍朴古拙。
桄榔林中有如此门庭，汉黎两族之融合可见一斑。

书院门前有一方塘，据传，坡公与好友黎子云常在此垂
钓，故得名东坡塘。进入书院大门，便是载酒亭，亭中悬挂

一横匾题为“鱼鸟亲人”。“敛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温。”落
寞时，苏东坡常以鱼鸟自娱。

载酒亭后为载酒堂，这里便是苏子讲学的地方。“华夷
两樽合，醉笑一杯同”，在这里，东坡以诗书礼教转化黎民
风俗，变化其人心，从此海南才有了考中进士的历史。有诗
赞道：“谪居儋耳有三秋，轶事繁多史籍留。劝导庶民兴学
馆，写成经义教名流。”姜唐佐就是苏轼培养出来的佼佼
者。从载酒堂来到后院，我们看到了东坡祠，从碑文上得
知：东坡祠，俗称大殿，其前身就是“桄榔庵”，是后人将
其移建到这里的。

走出东坡祠，复回院中，欣赏两棵高大的古树：一棵芒
果，一棵凤凰，枝叶繁茂。儋州人讲：“饮水思坡老，甘泉
育后英”，苏子对后人来说就像这两棵参天大树一样，芒果
挂枝，其香四溢，人皆采掇；凤凰花开，其干挺拔，那风吹
不倒雷打不断的枝干，顶天立地，其赤如火，即使在天涯海
角，也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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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也是那个时代的弃儿。

苏轼(1036—1101），号东坡居士，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他的出现划亮了宋朝

文化的天空。

20岁时走出故乡眉山，在京城（河南开封）赢得功名利禄，从此一脚踏入官场。然

而，苏轼为官颇不顺利，一生可谓颠沛流离。人言“文章憎命达”，在坎坷历尽的人生

里，苏轼将深厚的人生意味和历史意味投诸山水，即使在人生失意落魄的岁月中，他的

足迹仍遍及大江南北，最北到达过燕赵平原定州，一路南下，辗转各地，经过山东密州

（今山东诸城）、湖北黄州（今湖北黄冈）、安徽颍州（今安徽阜阳）、江苏徐州、浙江杭

州，最南谪居于海南儋州……他的诗词文章也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山水烟渚，

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是景致成就了苏轼，还是苏轼成就了一个地方？千百年后，我们选择沿着他的诗词

地图求索，只因心静而更加深沉，追逐着东坡的脚步，时而陷入哲人般的幽思，时而奔

腾着大江大河的气概。从北至南，从东向西，东坡文化洒满九州大地：平顶山的三苏

墓、常州的东坡公园、杭州的苏公堤、眉山的三苏祠、惠州的白鹤峰东坡故居、儋州的

东坡书院……我们在一次又一次与清风明月、历史陈迹的交汇中产生共鸣，在一次又一

次与山川方物的对话中窥见了一位千年大文豪的内心波澜，一步步走近千百年前那个被

贬谪的生命的源泉。

1036年12月19日，在西南蜀地的眉山县城诞生了中国
“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20岁时他随父亲赴京赶考，从此
这个他生活了20年的地方成为他再也没能回去的故乡。但
他的到来与离开都为这座小城留下了永远的文化印记。

我们乘车前往眉山的途中，高高低低的山峦不断后
退，不时出现的溪流小河蜿蜒盘行，在稀稀落落的雨中，
更显出几分蜀地独有的钟灵毓秀。

这里就是眉山，坐落在岷江边上的一座宁静的小城，
盆地与丘陵为伴，青衣江与通惠河相守，用“人杰地灵”
形容这里再贴切不过。从眉山走出来的文人墨客数不胜
数，南宋诗人陆游赞眉山为“千载诗书城”，但是只有苏轼
成为如今眉山的文化代表，以苏东坡来命名已成为眉山人
的一种习惯：东坡区、东坡湖、东坡公园、东坡鱼、东坡
国际文化节，苏东坡已经渗透到眉山人的生活中。

我们沿着东坡湖行走，水面甚是开阔，湖的西岸屹立
着一座仿古建筑，名“远景楼”，这便是苏轼《眉州远景楼
记》 中的主角。远景楼始建于北宋，却两次惨遭毁坏，现
在的远景楼是2004年建成的仿宋代风格的建筑，青瓦、白
檐、褐柱彰显着典雅古朴，与两旁的“超然阁”与“醉月
阁”浑然融合。细雨拍打着湖面，烟雨蒙蒙中，一楼一湖
之景犹如海市蜃楼。遥想当年东坡企盼能在远景楼“登临
览观之乐，山川风物之美”，如今，我们登上有着13层高的
远景楼，凭栏远眺，岷江如白练穿过郁郁葱葱的眉山城，
这般秀丽风光，还真让人有“酒酣乐作，援笔而赋之”的
东坡情怀呢。

在眉州最不能错过的便是他童年故居，现在的“三苏
祠”。我们沿着眉山市中心的纱縠行街一路南行来到三苏
祠，一探这座有着典型四川特色的古典式园林。三苏祠总
建筑面积有6.5万平方米，亭台楼榭、绿水红墙，有着“三
分水，二分竹”的“岛居”之称。

我们从南门进入，只见祠内古木扶疏，茂密的竹林压
低了身子，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拱形竹洞，遮天蔽日。石板
路与脚步摩擦发出特有的“哒哒”声，让本是清幽的古祠
愈发静谧。上三级垂带式台阶进入正殿，摆在殿中的是三
苏父子石像，神态栩栩如生。在披风榭，有一处苏轼半卧
的石像，头带学士帽，长须飘逸于胸前，神情怡然自得。
走在三苏祠内，随处都能激起吟诗的冲动，一口布满青苔
的古井，一座在水一方的抱月亭，一条曲折迂回的百坡亭
长廊，好似藏满了诗趣与古韵。

旅行小贴士：
眉山境内没有机场，距离成都双流机场40公里，游客

可以选择乘飞机到成都，再转乘大巴或火车抵达眉山。

苏轼游迹①

眉山出世
段 然

苏轼游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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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追寻他的足迹，来到杭州。
苏东坡曾两度到杭州做官，分别任通判和太守之职，前后约五年时间，

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公元1071年，为避开汴京政争的漩涡，他主动请求
赴杭州任通判。在任期间，革旧创新，移风易俗，尽心尽力为百姓办好事。
怀着一颗救世济民的心，苏东坡走遍了杭州的每一寸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
都印下他的足迹。

我们乘车入城时，一排大字从眼前闪过：“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
是一座动静皆宜的城市，既有现代大都市车水马龙的一面，又有江南水乡婉
约清静的氛围，当年苏东坡选择这座城，想必是被它的“静”所吸引。

车子继续前行，身旁的一名当地人说：“我们现在走的路，叫‘学士
路’，苏轼曾任翰林大学士，杭州人为纪念他，这条路就以此来命名。”穿过
这条繁华的马路，他又热心地为我们介绍到：“再看前面那条路，叫‘东坡
路’，也是为纪念苏轼而命名的。”我们随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如今的道路既
宽广又整洁，两旁栽满花草树木，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千年以前，东坡在这里
风度翩翩、自在行走的画面。

在东坡路的不远处便是远近闻名的西湖。我们难掩兴奋，几乎一路小跑
到了西湖边。放眼看去，荡漾的水波，在太阳的映射下泛起粼粼波光，向远
望，湖中央的亭台楼阁隐约可见。我们绕着湖心走在曲径通幽的小路上，顿
感文意盎然，竟情不自禁地背诵起东坡的一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
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景色，在游人眼中或许
别无二致，在东坡笔下却变得醉人心脾。

一阵迂回曲折之后，我们来到苏堤。恰逢盛夏时节，树木茂密，花团锦
簇；长堤架于湖面之上，湖波如镜，被水包围的感觉让人忘记夏日的燥热。
走在苏堤上，似在画中行，感念东坡之情油然而生。缓慢行走中，一位同行
的杭州姑娘向我们讲述着“苏堤”的来历。“当年西湖沼泽化严重，苏轼带领
杭州百姓疏浚西湖，如今的苏堤便是东坡带领百姓用挖掘出的淤泥筑起来
的”，“再看那边的三座白塔，也是当年浚湖工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所说
的，便是众所周知的“三潭映月”。

随后，我们来到距西湖不远处的望湖楼。这里的游客明显少很多，但仍不乏
追寻东坡足迹而来一睹古楼风情的人们。凭栏远眺，西湖景色尽收眼底，想必东
坡当年常在这里驻足、饮酒、作诗，“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首名
为《望湖楼醉书其一》的诗，便是东坡在望湖楼观雨所作。

杭州，给予了苏东坡特殊的待遇，从道路、景观到著名的“东坡肉”等
等，许多地方都因他命名；东坡，也为杭州留下了宝贵的印记，他的功绩、
他的足迹，遍布杭州的角角落落。

旅行小贴士：
西湖徒步游览推荐路线：少年宫→涌金门→柳浪闻莺公园→长桥公园→

雷峰塔→苏堤→跨虹桥 （岳庙） →武松墓→西泠桥→平湖秋月→ （断桥） 少
年宫

杭州筑堤
田荣娟

杭州杭州筑堤筑堤
田荣娟田荣娟

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足迹遍布了大半个北宋疆
域，每到一处，他都留下许多诗词与传奇故事。密州

（今山东诸城）也是他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一程。
公元1074年，苏东坡调任密州做太守。任职的几年

间，东坡依然抱着一颗经世济民之心，为这里的百姓鞠
躬尽瘁。密州是他大展身手之地，也是他回忆往事、感叹

人生的地方。妻子王弗逝世十年后，苏轼在密州这片远
离故乡的土地上，悼念亡妻，“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
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
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字
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妻子的思念和对凄凉现状的悲
叹，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纵如此，苏东坡依旧豪放旷达，
他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意气风发，也有“会挽雕弓如
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雄心壮志。

追寻东坡在密州的足迹，必定绕不开超然台。超
然台位于如今的诸城市内，苏东坡在密州时，对超然
台情有独钟，还创作了《超然台记》以歌颂其壮观。据
当地人讲述，《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便是在此台上
一气呵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句诗已成为
中秋月圆夜时人们所吟咏的经典。站在高台上，我们
只为俯瞰到的城市景象而惊叹不已，东坡却与明月对
话，生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愿景。手捧书
卷诵其词，无法感同身受，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更深刻
地感知其词之荡气回肠，感人肺腑。这是我们追寻苏
东坡足迹的缘由之一，也是我们继续重温历史并回到
现场的源源动力。

旅行小贴士：
最佳旅游季节：3-5月；9-11月。

密州密州问月问月
田荣娟田荣娟

东坡谪地，乃词魂永驻之所。
“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

惠州儋州。”东坡居士一声喟叹，山河的真淳在繁华落尽后
初显——

车近黄州时，一些路段正在翻修，一路颠颠簸簸，让
我不禁想到：千百年前，谪迁至此的苏轼，一定在这跌宕
的逆旅中杂陈着不安与躁动吧。

历史的天空下，黄州绝非乏善可陈：杜牧做过黄州刺
史，苏轼做过黄州团练副使。从北周开始，黄州这个名字
叫了1400多年，如今，人们叫它黄冈。

我们直奔赤壁。到了东坡赤壁的门牌前，司机告诉我
们，这就是了。果然，赭红的崖壁就在眼前。崖壁上有一
段城墙，那就是黄州古城的汉川门。往前走，是赤壁公
园，往里再走，就是赤壁山。二赋堂、酹江亭、坡仙亭、
留仙阁、栖霞楼，沿着苏轼的脚步一路造访名胜，我却不
由自主地注视起一块不知名的大石，它曾眼见流水浩浩荡
荡从古至今东流而逝；它更是眼见苍茫萧瑟的东坡在滩涂
上故国神游，那个“身长八尺三寸有余，为人宽大如海”
的文豪，似乎仍在酹江而歌：“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
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赭红色的山石依旧陡
峭，如方尖碑断锷般直耸入一片葱茏——历史的宏大与眼
前的雄奇相交织，裹挟得我这个渺小如飘絮的旅人无所适
从……

旅行小贴士：
景点基本都有公交车直达，非常方便。

黄州怀古
耿鹏宇

苏轼游迹②苏轼游迹②

苏轼游迹④苏轼游迹④

儋州儋州讲学讲学
耿鹏宇耿鹏宇

苏轼游迹③苏轼游迹③
苏轼游迹⑤苏轼游迹⑤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海南风光海南风光

密州风光密州风光

图例：
【】苏轼游历的顺序
（）苏轼抵达的年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