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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往今来，海内域外，名人传记故事可说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种文学样式，因为其中有着名人一生的
无穷创造魅力、高瞻远瞩的人生哲见、复杂繁纷的处世经验、意味深长的形象意义和文化价值。
它随时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哺育着人们的智慧、启迪着人们的心扉、鼓舞着人们的奋进信心。
我最喜欢读“平生所向无一遂”的北宋大文豪苏轼（东坡）的历史故事，尤其是他遭难“乌台诗案”
文字狱而贬居黄州的一段生活经历，因为这段生活经历给人们的处世启迪实在太多了！
今读“忘年交”王琳祥先生所著《苏东坡谪居黄州》及其交游故事和《黄州史话》、《历代名人在黄
州》等诸文稿，十分兴奋，爱不释手。
他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生花妙笔的文才、呕心沥血的毅力、饱满充溢的热忱，刻画出苏轼“处涸辙而
犹欢”的超然旷达、自信自适的伟岸形象，给人以“心随朗月高，志与秋霜洁”的审美愉悦，从而满
足了我的愿望。
我之喜爱王琳祥先生此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东坡故事描述的真实性和独特性，它既不同于艺
术虚构的历史小说，也不同于“七实三虚”的《苏轼传》，更与“戏说”之类的无稽之谈严格区别。
它是以第一手史料和东坡诗词文赋作品的内容为依据，严肃地进行着他自我传记文学的组织结构；并
以其渊博学识和文化素养，对其所引用的作品进行了详尽而通俗的注释和解读，有的还发挥着他特有
的科学考证的功力。
读之不仅使读者亲切体会到东坡当时的真实生活情貌，而且还更使我们再次欣赏了东坡美如金玉的深
刻内涵。
因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琳祥此书既是一部优美的、可读性很强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扎
实的、逻辑性甚浓的学术著作。
旷世奇才苏东坡谪居黄州，是他一生遭难受劫最为突出、最为典型的人生侧面；同时也可以说，是他
在政治思想、文学艺术、哲学理念均获异样成果，并达到创造高峰的历史阶段。
苏东坡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初起，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离去为止，共在黄州谪居四年
零四个月（含两个闰月）。
在这四年零四个月的艰难困窘日子里，促成了东坡一生思想变换的重大转折。
他说：“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
”（《答李端叔书》）可见，东坡遭贬黄州，竟使他在极度困厄的大反思中愈加渴求人的“自由”生
命价值的意义，并勇敢地敲碎了“故我”的枷锁，迈向了生命指向的“今我”的自由之路，完成了他
“思维自己构成自己”（黑格尔语）的重大历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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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因“乌台诗案”陷狱四个多月的苏东坡责授检校水部
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到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上旬离开黄州，苏东坡谪居黄州有五个年头。
　　谪居黄州，是苏东坡政治生涯处在低谷的时期，但苏东坡的文学创作在此期间却走向了他一生中
的巅峰。
苏东坡的文学、书法在黄州皆创造了奇迹，苏东坡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黄州可以说是发生了
脱胎换骨的巨变，苏东坡成就了黄州、赤壁，黄州、赤壁也成就了这位举世无双的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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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琳祥，字沁洋，号铁柱观人、赤壁山人、心祥居士。
1953年7月出生于湖北省新洲县辛冲镇。
1978年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
现为湖北省黄冈市赤壁管理处副研究馆员。
系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三国演义》学会理事、湖北省吴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苏
轼研究学会理事等。
主要著作有《赤壁战地考》、《释文》、《苏东坡的道家情结》、《黄州赤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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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遇陈慥夜宿团风禅智寺第二章 寓居定惠院陈太守善待苏子上谢表杜门思愆定惠院月夜偶出同命相
怜哀海棠缥缈孤鸿寄幽情颐师重义辟啸轩王齐万初访苏子卯酒睡语应难读安国寺归诚佛僧一壶春酒扫
千愁朱寿昌深明大义拯救鄂岳黄溺婴杜沂仗义会故友初游武昌西山寺引经据典歌古剑情寄《五禽言五
首》梦中率尔食石芝第三章 栖身临皋亭巴河口喜迎苏辙登赤壁苏辙怀古游西山兄弟吟诗刘郎洑兄弟分
别高僧重谊频寄书临皋亭作诗遣怀陈季常初访黄州纳朝云七夕作词俸薪绝节俭度日陈君式任满离黄慰
弟辙次韵其诗携长子泛舟赤壁乳母病逝临皋亭中秋夜苏辙寄诗读佛书洗濯自心菩萨泉铭赞孟震秋香亭
词寄芙蓉撰墓志安葬乳母天庆观斋居养炼情寄高僧宝月师问世间异人有无柳真龄赠铁拄杖亲经囹圄不
杀生子姑神郭家问答访陈慥沿途作诗岐亭应梦得罗汉为道书注解作序劝尔一杯菩萨泉承父志精研《周
易》勤治学三抄《汉书》第四章 躬耕号东坡为生计忍辱躬耕味人生自号“东坡”东禅院自嘲贫困罗汉
修复置佛寺次韵章粢《杨花》词端午词赠徐太守为陈慥书写琴事师中庵吊任通判乘醉走笔话临皋《满
江红》寄朱寿昌中秋节醉书绢纸《水龙吟》调寄僧道万事到头都是梦米芾黄州谒东坡东坡一偈别纪公
铁拄杖寿张方平吾孙还有独醒时麦饭一盒饷孟震虽废弃不忘国事苏辙情寄师中庵侄安节千里省亲徐太
守雪中探访牛尾狸回赠使君二到岐亭会陈慥为陈慥父子立传人之进退非人力再悼堂兄苏不欺梦前守闾
丘孝终神降农人汪氏家第五章 东坡筑冒堂红梅三首寄幽情梦中了了醉中醒陈季常三访东坡沈辽自湘过
黄州董钺雪堂会东坡游西山题名于壁潘大临雪堂问答寒食二诗泣鬼神半枚新火寄真情一蓑烟雨任平生
谁道人生无再少忽闻河东狮子吼游车湖东坡作书春夜醉卧绿杨桥赤壁怪石供佛印陈季常四访黄州东坡
蜜酒瓮生香送王子立归筠州兄弟寄怀九曲亭力耕不受众一目怜大醉作《黄泥坂词》月夜泛舟游赤壁赤
壁怀古羡周郎调寄八月中秋节巢谷千里到黄州夜饮东坡醒复醉重九调寄《醉蓬莱》刘敛过黄会东坡再
泛舟孤鹤长鸣崔道人从游东坡雪后夜宿乾明寺到岐亭三访陈慥张商英喜过黄州吊徐禧战死永乐赤壁矶
下答李委陈太初得道升天留得新春作上元溪边洗钵月中归五亩渐成终老计大寒一诗赠巢三郭兴宗西山
挽歌参寥子梦中携诗人皆相传为已死代友作文颂太守为救民秘方外传蕲州天峰麓采茶初游黄梅五祖寺
诗贺王定国北归帖赠杨世昌道士徐太守离别黄州王先生初谒东坡第六章 举家迁南堂卧看千帆落浅溪戏
代禅师答苏辙妙音妙指寄琴诗兄弟情深赋小词别李委赤壁泛舟张舜民黄州聚会王朝云喜得干儿承天寺
两位闲人赵贫子筠州来会洗儿会东坡吟诗快哉亭兄弟寄怀诗赞孟震君子泉慎禅师和诗圆寂一曲悲歌挽
徐守调气养生难去欲书四戒寝食念之腊八词赠张怀民谢王适来诗贺寿梦中作祭春牛文应作此观为正观
戏为鱼枕冠作颂书赠法秀圆通师第七章 凄然别黄州神宗手札移汝州次韵曹九章见赠野饮花问百物无送
圣寿聪长老偈喜和参寥《梅花》诗定惠院再赏海棠浮屠不三宿桑下喜作《大别方丈铭》痛哀陈君式作
古须放我些子疏狂深情一曲《满庭芳》《安国寺记》话心路和参寥《留别雪堂》小诗一首赠李宜书赠
潘大临兄弟别黄州口占小诗黄州鼓角亦多情依依难舍友人谊杨绘醉送苏东坡陈慥独送过九江第八章 悠
悠谪居情附录临皋亭遗址东坡雪堂故址黄泥坂与承天寺黄州天庆观道长及其故址苏东坡《后赤壁赋》
中的二客是谁东坡黄州五载事略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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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月三十日，苏轼一行临近黄州。
夜宿黄冈县团风镇禅智寺。
时夜将半，山雨忽来，风吹修竹，其声鸣鸣。
寂静的禅智寺内，供佛的灯光因香油不足而逐渐暗淡，饥饿的老鼠迫不及待地先后跳上了存放供果的
桌案。
寺庙的僧人此时皆不知去向，押解苏轼的御史台差人以及苏迈也早已进入梦乡。
惊魂未定前途未卜的苏轼辗转难寐，偶然想起少年时在一所村庙的墙壁上看到的不知何人题写的“夜
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的诗句，猜想自己此时的落魄与伤感，如果那位先人看到了，想必一定能够
理解，于是，苏轼拿起笔来，将自己的孤寂与悲伤倾泻于墙壁之上——少年时，尝过一村院，见壁上
有诗，云：“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
”不知何人诗也。
宿黄州禅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记此诗，故作一绝：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
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
“夜凉疑有雨”诗，为北宋人潘阆所作。
诗云：“此地绝炎蒸，深疑到不能。
夜凉如有雨，院静若无僧。
枕润连云石，窗明照佛灯。
浮生多贱骨，时日恐难胜。
”苏轼此诗，清人王文诰说：“上联全从潘句脱出，而面貌则非。
此犹诗之魂也。
”“修竹”，高大之竹。
苏轼谪居黄州之前，住宿过的寺庙难以数计，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这近乎破败的禅智寺在他这个身
为贬官而前途不可逆料的文人眼里，显得格外的凄凉，心情与景象可以说是极其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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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苏东坡谪居黄州=》的第一稿就绪于苏东坡仙逝九百周年的2001年，翌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朱靖华
教授在病中应我之请，为其作序。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拙著一直未能付梓，束之高阁一晃就是几度春秋了。
2006年3月，朱教授大著《朱靖华序跋书评集》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老人家将大序以《王琳祥著《
苏东坡谪居黄州）序》为题予以发表。
2008年10月，新任东坡赤壁风景区管理处主任张龙飞先生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东坡精
神为己任，决定编辑一套有关黄州赤壁文化的丛书，并组织社会各界同仁商议大计，拟将拙著《苏东
坡谪居黄州》作为丛书的首选。
龙飞主任在认真审阅了拙稿之后，建议我将《苏东坡谪居黄州》的体例进行调整，以适应普通读者的
心理需求与接受能力。
《苏东坡谪居黄州》原分为三大部分：一是“随缘自适、托物寄情”；二是“新知故旧，谊重情深”
；三是“趣闻轶事，求实考证”。
正如朱靖华教授《序》中所言：“三部分之间，相互融通，读者皆可以从中发觉到东坡谪居黄州时期
的心态变化与思想境界。
”龙飞主任从宏观上通盘考虑，认为《苏东坡谪居黄州》既然是丛书中的核心读物，就应按照苏东坡
谪居黄州的时间顺序进行描写，以便于读者了解东坡谪居黄州时期的心理变化过程。
他强调，在语言的表述上应尽量通俗一些，学术味不能太浓。
根据龙飞主任的要求，《苏东坡谪居黄州》第二稿的创作于2008年12月正式开始。
时隔半年。
几经修改的《苏东坡谪居黄州》基本就绪，形成了今日呈献给朋友们的版式，自度离龙飞主任的高标
准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比起自己的第一稿，进步应是非常明显的。
有一个问题不太好解决，那就是为第一稿作序的朱靖华教授在2007年不幸病逝，改写序言已是不可能
的事情。
朱教授的大序，是在病床上所写，发表后学界同仁的评价甚好，让我割舍，实在是有点为难。
除了朱教授的大序之外，黄冈师范学院的饶学刚教授亦应我之请，热情地作序一篇。
尤为感人的是，饶教授是在老伴重病卧病不起的非常时刻，抽空通读拙稿并撰写大序的。
虽然大序是为拙著第一稿所写，但序中饱含着前辈对后学关心爱护的深情，要让我割舍亦是不容易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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