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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海浮沉苏东坡 

 

陈关荣 

 

苏东坡的名字家喻户晓，他是北宋最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政治家。 

苏东坡（1037 年 - 1101年）姓苏名轼，与父亲苏洵及弟弟苏辙一起被誉为“文豪三苏”。

三苏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王安石、曾巩、欧阳修一道被尊称为“唐宋八大家”。苏

轼的散文与欧阳修齐名，并称 “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陆游并称“苏

陆”；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画开创了湖州画派，同时是个书法家；他修禅，并注

解儒家经典；他曾官至礼部尚书，监管过杭州和岭南水利工程项目；他还是一位美酒鉴赏

师和美食家。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 年），苏轼、苏辙两兄弟跟随父亲苏洵前往京城参加科举考试，

深得考官欧阳修赏识，两人同时榜甲进士。之后，“三苏”父子逐渐名扬天下。 

苏轼少年得志，但其仕途“三起三落”，虽曾飞黄腾达，但亦饱尝苦楚。 

从 20 岁开始，苏轼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32 岁的他任尚书祠部员

外郎，并先后担任过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当官为政，苏轼是个保守派，主张通过道

德教育来治理社会。但他常常喜欢用诗词讥讽朝政。宋神宗末期，36 岁的苏轼因反对宰

相王安石变法，被贬谪杭州，出任通判。当时苏辙十分担心，怕哥哥到杭州后继续写诗作

赋得罪朝廷，再起祸端，在临别时苦言相劝：  

 

北客若来休问答，西湖虽好莫吟诗。 

 

通判在州府门下掌管农田、水利、粮运以及诉讼，并有监察州府长官责任。苏轼在任杭州

通判期间，尽职尽责。他在杭州修建了一项水利工程，疏浚西湖，并用挖出的泥土修筑了

一道堤坝，即是后来的“苏堤”。他常常夜以继日工作，审理贪官囚犯，有一年除夕之夜

都不能回家。为此，他在《都厅题壁》二首诗帖的前诗中感叹道：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餱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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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 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关押在御史台一百多天。御史台庭院

内有几棵大柏树，乌鸦筑巢在上，故得俗名乌台。当时苏轼被指责以诗词讥讽朝政而押监

受审，期间他差点被砍头结案。后来因为北宋太祖赵匡胤曾定下有“刑不上大夫”之规矩，

他逃过一劫，改判流放黄州。他抒怀写道： 

 

《出狱次前韵二首》 

 

百日归期恰及春，残生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寒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流放生活催生了苏轼鼎盛的诗词创作。他在名为“东坡”的地方耕种生活，自号“东坡居

士”。在那里所作诗文中，有《东坡八首》，第五首写道：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苏东坡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念奴娇∙赤壁

怀古》以及《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名作，均脍灸人口、传扬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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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八年（1085 年），宋神宗崩驾，保守派重掌政权，苏东坡官复原职。那时年仅 10 岁

的哲宗继位，英宗皇太后随即摄政，尽废王安石变法，并册封司马光为宰相，提携苏东坡

青云直上：他先任登州太守，到任才五天就被召回京城，职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短短一年

半时间，苏东坡跃升了十二级官阶，由戴罪之身的“从八品”晋升到冠冕堂皇的“正三

品”。 

司马光上任后，数月之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苏东坡却书生意气，反认为新法也有可取

之处，令司马光极为不满，最后郁郁不得志的苏东坡主动请辞。元祐四年（1089 年），他

第二次来到杭州，出任杭州太守。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 年），改革派复起，苏东坡再次被贬，谪至广东惠州。他生性乐

观，赋诗《惠州一绝》：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他当然忿忿不服，又写了首诗讥讽朝廷，结果在绍圣四年（1097 年）被从严发配，流放

至海南岛儋州。在去海南途中，苏东坡写了一首诗给苏辙，最后两句说：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苏东坡在给朋友王敏仲的信中还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之望，贻与长子迈决，已处置

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可见耳顺之年

的苏东坡自觉生还无期，已做最后打算。据他本人在《与程秀才书》中回忆，当时的生活

颇为凄凉：“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元符三年（1101 年），朝政再度易手，苏东坡遇赦北还。他在离开海南岛时留下了告别

诗《六月二十日渡海》，句云：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次回京途中，苏东坡在常州病逝，享年 6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