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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海浮沉蘇東坡 
 

陳關榮 

 

蘇東坡的名字家喻戶曉，他是北宋最著名的詩人、文學家和政治家。 

蘇東坡（1037 年 - 1101 年）姓蘇名軾，與父親蘇洵及弟弟蘇轍一起被譽爲“文豪三蘇”。三蘇

與唐代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王安石、曾鞏、歐陽修一道被尊稱爲“唐宋八大家”。蘇軾的散文與

歐陽修齊名，並稱 “歐蘇”；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與陸游並稱“蘇陸”；詞與辛棄疾並稱

“蘇辛”；其畫開創了湖州畫派，同時是個書法家；他修禪，並注解儒家經典；他曾官至禮部尚

書，監管過杭州和嶺南水利工程項目；他還是一位美酒鑒賞師和美食家。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 年），蘇軾、蘇轍兩兄弟跟隨父親蘇洵前往京城參加科舉考試，深得考官

歐陽修賞識，兩人同時榜甲進士。之後，“三蘇”父子逐漸名揚天下。 

蘇軾少年得志，但其仕途“三起三落”，雖曾飛黃騰達，但亦飽嘗苦楚。 

從 20 歲開始，蘇軾任職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宋神宗時，32 歲的他任尚書祠部員外郎，

並先後擔任過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當官爲政，蘇軾是個保守派，主張通過道德教育來治理

社會。但他常常喜歡用詩詞譏諷朝政。宋神宗末期，36 歲的蘇軾因反對宰相王安石變法，被貶謫

杭州，出任通判。當時蘇轍十分擔心，怕哥哥到杭州後繼續寫詩作賦得罪朝廷，再起禍端，在臨

別時苦言相勸：  

 

北客若來休問答，西湖雖好莫吟詩。 

 

通判在州府門下掌管農田、水利、糧運以及訴訟，並有監察州府長官責任。蘇軾在任杭州通判期

間，盡職盡責。他在杭州修建了一項水利工程，疏浚西湖，並用挖出的泥土修築了一道堤壩，即

是後來的“蘇堤”。他常常夜以繼日工作，審理貪官囚犯，有一年除夕之夜都不能回家。爲此，

他在《都廳題壁》二首詩帖的前詩中感歎道： 

 

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 

執筆對之泣，哀此繋中囚。 

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 

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 

不須論賢愚，均是爲食謀。 

誰能暫縱遣，閔默愧前修。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 年），蘇軾因“烏台詩案”被關押在御史台一百多天。御史台庭院內有幾

棵大柏樹，烏鴉築巢在上，故得俗名烏台。當時蘇軾被指責以詩詞譏諷朝政而押監受審，期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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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點被砍頭結案。後來因爲北宋太祖趙匡胤曾定下有“刑不上大夫”之規矩，他逃過一劫，改判

流放黃州。他抒懷寫道： 

 

《出獄次前韻二首》 

 

百日歸期恰及春，殘生樂事最關身。 

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鵲啅人。 

卻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 

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爲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 

寒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鬥少年雞。 

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 

堪笑睢陽老從事，爲余投檄向江西。 

 

流放生活催生了蘇軾鼎盛的詩詞創作。他在名爲“東坡”的地方耕種生活，自號“東坡居士”。

在那裏所作詩文中，有《東坡八首》，第五首寫道：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望。 

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 

農夫告我言，勿使苗葉昌。 

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 

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 

 

蘇東坡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遊覽，寫下了《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和《念奴嬌∙赤壁懷古》

以及《赤壁賦》、《後赤壁賦》等名作，均膾灸人口、傳揚後世。 

元豐八年（1085 年），宋神宗崩駕，保守派重掌政權，蘇東坡官復原職。那時年僅 10 歲的哲宗

繼位，英宗皇太后隨即攝政，盡廢王安石變法，並冊封司馬光爲宰相，提攜蘇東坡青雲直上：他

先任登州太守，到任才五天就被召回京城，職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短短一年半時間，蘇東坡躍升

了十二級官階，由戴罪之身的“從八品”晉升到冠冕堂皇的“正三品”。 

司馬光上任後，數月之間盡廢新法，罷黜新黨。蘇東坡卻書生意氣，反認爲新法也有可取之處，

令司馬光極爲不滿，最後鬱鬱不得志的蘇東坡主動請辭。元祐四年（1089 年），他第二次來到杭

州，出任杭州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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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 年），改革派復起，蘇東坡再次被貶，謫至廣東惠州。他生性樂觀，賦詩

《惠州一絕》：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他當然忿忿不服，又寫了首詩譏諷朝廷，結果在紹聖四年（1097 年）被從嚴發配，流放至海南島

儋州。在去海南途中，蘇東坡寫了一首詩給蘇轍，最後兩句說： 

 

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 

 

蘇東坡在給朋友王敏仲的信中還說：“某垂老投荒，無復生之望，貽與長子邁決，已處置後事矣。

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當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可見耳順之年的蘇東坡自覺生

還無期，已做最後打算。據他本人在《與程秀才書》中回憶，當時的生活頗爲淒涼：“食無肉、

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 

元符三年（1101 年），朝政再度易手，蘇東坡遇赦北還。他在離開海南島時留下了告別詩《六月

二十日渡海》，句云：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這次回京途中，蘇東坡在常州病逝，享年 64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