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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不仅能独善其身，
也能兼济天下

读品：新书《千载浩然苏东坡》
聚焦作为官吏的苏东坡形象，系
统梳理了他的仕宦生涯，为什么
会找到这样一个切入点？

汪维宏：首先非常感谢中国方
正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对拙作的
厚爱，两家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
做了大量细致的、卓有成效的工
作。关于苏东坡的传记、文学作
品和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俯拾皆
是，我在研读的过程当中，发现关
于苏东坡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他的
文 学 艺 术 方 面 。 从 嘉 祐 六 年
（1061年）苏东坡到凤翔任签判，
一直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他
去世，在这期间的四十年，苏东坡
的身份首先是一个官吏。我个人
觉得，近千年来，关于东坡先生的
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是不够立
体、不够全面，因为丢掉了他的主
业。而诗词歌赋、书画艺术只能
算是他的个人爱好，只不过他的
文名太盛，而政声太弱，他在为官
为民方面的一些作为，都淹没在
他的文学作品当中。这也是我当
初以这个点切入，来研究苏东坡
的一个起因和初衷。

读品：在您看来，苏东坡坎坷
起伏的为官生涯中，最高峰在何
处，最低谷又在何处？他最值得
称颂的政绩有哪些？

汪维宏：很多人认为苏东坡的
高光时刻应该是在乌台诗案和黄
州被贬之后，得到朝廷重新重用，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官位节节攀
升的时候。但我认为，他的人生
高光时刻应该是在他的贬谪时
期，即黄州、惠州、儋州时期。一
开始我研究苏东坡，包括写作初
期，我都认为苏东坡在临去世前，

在镇江金山寺他的画像下的自题
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
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
儋州”是一句戏言。但随着研究
逐渐深入，我越来越认为这不是
他的幽默，他确确实实以他的一
生，以他在这三个贬谪地的所作
所为诠释了一句话：穷不仅能独
善其身，也能兼济天下。

在这三个地方，苏东坡是贬
官，有职无权，自身难保。在这样
的情况下，他在黄州创设了中国
第一所儿童福利院；在惠州建设
了东新桥、西新桥，向当地百姓推
广农业插秧技术，推广秧马，还利
用他的水利知识，指导地方官吏
在香积寺建筑堤坝，为农业和百
姓的生活服务，等等。

苏东坡在儋州可圈可点之处
就更多了，他作为中原地区的人
到了海南，本身生活不适应，但是
依然在儋州发挥了促进社会文
明、进步的作用。首先他兴办教
育，传播中原文化，儋州的第一个
举人姜唐佐就是他的学生，第一
个进士符确也曾经跟他学习过；
他创作《和陶劝农六首》，提倡黎
汉民族平等，倡导农业生产，成功
劝说黎族同胞改变了“不麦不稷”

“朝射夜逐”的落后生产生活方
式；儋州当地没有医生，人们很迷
信，生病都是靠杀牛祭祀，他用自
己的中药知识为百姓开方，药方
里需要黑豆，他从广州的朋友那
里要来黑豆，后来当地人也种植
黑豆，都称它为“东坡黑豆”……

无论在人生的高光时刻，还是
处于人生的低潮时期，苏东坡都
心中有民。他的致君尧舜的抱
负、济世安民的思想、为民务实的
作为、清正廉洁的品德可以说是
贯穿了他的一生。在他的一生当
中，无论风云变幻，他基本都能做
到不改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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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维宏：还原更立体的好官苏东坡

“人生为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每
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从古至今，
苏东坡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名人的“天
花板”。但是，近千年来，世人大多聚焦他在
文学艺术上的非凡造诣与杰出贡献，而对作
为官吏的苏东坡，往往缺少集中、系统的关注
与探讨。

事实上，苏东坡作为古代官吏的杰出代
表，其忧国忧民、履职尽责，其初心如磐、奋楫
笃行，堪称为官从政者的典范。作家汪维宏
的新书《千载浩然苏东坡》即由此入笔，以苏
东坡的仕宦生涯为主线，聚焦他敬业精业勤
业、亲民爱民惠民的品德与功绩，再现了他良
吏、能吏、廉吏的光辉形象。作为人物传记，
该书也兼顾到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不同时
期的生活和事件，同时对相关的文学艺术成
就也有所涉猎，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
的、立体的苏东坡形象。

历史上那么多名人，为什么独独苏东坡
能成为千年的“网红”？汪维宏认为：“最重要
的一个原因是他心中有百姓，百姓心中才能
有他。当下是数字化、信息化社会，信息量爆
炸，且瞬息万变，如何去应对、适应社会？怎
样过好自己的生活？苏东坡作为我们的楷
模，在当代依然不过时。”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文
牛华新 顾炜 于茜同/摄制

没有这种性格，苏东坡
也不会流芳百世

读品：苏东坡为官期间，经历
了五位君主的更迭，数次被卷入复
杂的派系斗争中。当政治理想遭
遇现实困境，苏东坡是如何应对
的，又是如何调整心态的？

汪维宏：我觉得无非来自于这
么几个方面：一是来自家风、家教
对他的熏陶，尤其是他的母亲程夫
人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学业上则是
他的父亲苏洵对他影响较大；二是
苏东坡在青少年时期博览群书，从
中汲取了生命、生活的滋养；三是
他的从政经历加深了他关于社会
生活的认知；最重要的是，他在黄
州最困难的时候儒、释、道兼修，简
单地说来，儒学增强了他兼济天下
的情怀，道学坚定了他豁达大度的
人生态度，佛学给予了他看淡一切
的境界。

读品：知子莫若父，苏洵最初为
长子取名“轼”，意为古代马车上乘车
人手扶的横木，是因为深知他性格开
朗，才华外露，心直口快，不平则鸣，
容易吃亏。纵观苏轼的一生，恰恰印
证了父亲的预想和担忧。您认为苏
东坡的性格对他的政治生涯，乃至整
个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汪维宏：过去人们常讲的一句
话叫“性格决定命运，知识改变未
来”，多数情况下都是对的，但是我
认为对苏东坡而言，如果没有这种
性格，可能他也不会流芳百世。王
安石变法的时候，他明明知道王安
石变法的后台是神宗皇帝，王安石
当时如日中天，他去反对变法，无
疑是以卵击石，比他声望高的、比
他官位高的、资格老的都三缄其
口，但是苏东坡依然不吐不快。到
了后来司马光再次执政当宰相，苏
东坡明明知道司马光要把王安石
的变法全部废除，而这个时候他有
了若干年的地方工作经验，认为变
法也不全是错的，尤其是在免役法
和差役法上面，所以他又跟司马光
发生了争执。难道他不知道这样
对他的仕途是无益的吗？他知道，
但他就是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
勇气，明知不可为而一定要为之。
他就是敢于为了百姓的利益和江
山社稷把自己的一切抛开，他愿意
以身试法，这也是人们景仰他的一
个重要原因。

读品：莫砺锋老师曾说，他愿
意穿越到宋代的黄州去帮苏东坡
种水稻，请苏东坡借给他 1%的才
华。如果您也可以穿越回苏东坡
的时代，会做什么？

汪维宏：我很爱宋朝，也很想
穿越。在苏东坡的身边人里面，我
想成为谁？我想成为马梦得。马
梦得原来是太学的学政，这个人性
情耿直，口无遮拦，“学生既不喜，博
士亦忌之”，他自己落得这么一个窘
境。马梦得无意当中跟苏东坡相
识，苏东坡到凤翔为官的时候，他把
太学辞掉随行，在一生当中多次追
随苏东坡。马梦得到了黄州之后，
看到苏东坡的窘境，他主动去联系
官府，帮苏东坡要来五十亩东坡之
地供苏家来耕种，养活了苏家二十
几口。所以如果能够穿越，我愿意
做历史中的马梦得，不离不弃，追随
东坡。莫砺锋老师是大家，我不敢
跟他同日而语，我只希望能换取千
分之一东坡先生的才华。

通俗文学的语言风格，
学术著作的严谨态度

读品：《千载浩然苏东坡》选用脚
注 600 多条，有人说，这本书是到目
前为止苏东坡传记文学中，脚注标注
最多的。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创作《千

载浩然苏东坡》时搜集、整理历史文
献资料的方法。面对一些互相矛盾
的文献资料，取舍标准是什么？

汪维宏：此举实属不得已而为
之。苏东坡的文学作品中，人名、
地名、时间不一致的时有发现；而有
关他的传记、专著和史料更是俯拾皆
是，这些文学作品和史料中相互冲
突，与事实不符的不胜枚举。比如，
苏东坡母亲去逝的时间是四月初七
还是四月初八？“乌台诗案”苏东坡出
狱的时间十二月二十八还是十二月
二十九？又如在苏东坡的文学作品
中，黄州的安国寺和尚继连，有时是
用的是连队的连，有时是莲花的莲；
苏东坡在密州时的通判刘庭式，有时
用的是家庭的庭，有时是朝廷的廷。
再如苏东坡刚到黄州时寓居的定惠
院，在有关史料中有时是实惠的惠，
有时是智慧的慧……如何做取舍确
实非常之难。

我给这本书定了一个基调：通
俗文学的语言风格，学术著作的严
谨态度。在众多版本的资料中，我
肯定是选最权威的版本。当版本
与版本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我自
己会先甄别、分析，尽量忠实于古
籍原文的写法；有些为了避免不必
要的矛盾，我就把两种说法都保留
在书中；还有些地方我会请古籍研
究专家帮助我，做一些更深入、更
细致的考证。

读品：阅读了前人编著的苏东坡
传记后，您认为比较好的是哪几本？

汪维宏：在众多关于苏东坡的
传记作品中，我最喜欢林语堂先生
的《苏东坡传》和李一冰先生的《苏
东坡新传》。林语堂先生称苏东坡
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从他的书
中更多看到的是“一蓑烟雨任平
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苏东坡。
而李一冰先生不像林语堂先生那
么理想浪漫，他既看到了横空出
世、天资聪慧的苏东坡，看到了“上
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
儿”的苏东坡，也看到了狱中受尽
凌辱、做好轻生打算的苏东坡，更
看到了劫后余生、多次被贬，从孤
寂凄凉中逐步走向坚韧刚毅、豁达
洒脱的苏东坡。

林语堂先生是文化大家，他的
《苏东坡传》应该是目前苏东坡传
记里面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而
且也是百姓十分喜爱的一部传
记。但是林语堂先生的这部传记
更侧重文学性，可能由于他身在美
国，手头占有的资料不像我们现在
的人这么多。另外，他是用英语写
作的，后期是别人把全书翻译成中
文，有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而李一
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我认为史
料考据方面比较强。我对李一冰
先生也很敬仰，其实这本书出版的
时候，李一冰先生本人已经离开人
世了，但人不在了，他的著作还在。

读品：关 于 苏 东 坡 的 人 生 经
历，民间津津乐道的故事非常多，
哪些故事大致属实，哪些故事纯属
虚构，您能举几个例子吗？

汪维宏：林语堂先生曾经有一
番评论，他认为民间流传的很多苏
东坡和佛印之间的诗文、故事，都
是佛印自己写的，我也基本赞成，
当然也可能是后人演绎的。关于
苏小妹和秦观的故事更是后人演
绎的。苏东坡的父母一共生了六
个孩子，其中三男三女，前面两个
女儿都夭折了。苏东坡的哥哥叫
景先，生下来时间不久也夭折在襁
褓之中。真正活下来的是三个孩
子：他的姐姐八娘，后来嫁给了表
哥程之才，然后就是苏东坡和他弟
弟苏辙。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个苏
小妹其人，但是人们津津乐道，这
也反映了人们美好的心愿。但是
作为一个人物传记，我觉得还是应
该尊重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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