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轼评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苏轼评传》

13位ISBN编号：9787305041525

10位ISBN编号：7305041521

出版时间：2004-9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水照,朱刚

页数：62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苏轼评传》

内容概要

《苏轼评传》旨在从一个思想者的角度追踪这位文化巨人丰富的精神景观，并注重考察其思想产生的
社会背景，其对于宋代乃至整部中国文化史的意义，及其在陶铸我们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人
格方面所起的作用。相比于单纯的文学家的苏轼，思想者的苏轼或许更切近他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那
个形象：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中国大地上的东坡居士。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文艺领域堪称一代
典范的苏轼，在哲学、美学、史学、政治以及人生修养诸方面也曾发表许多精辟之见，而且其间条理
贯通，自成一家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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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水照，男，浙江余姚人，1934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即进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
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等职。出版有《唐宋文学论集》、《苏轼论稿》、《苏轼其人和文学？（日译本）、《宋代文学通论
》（合著）、《苏轼研究》、《苏轼选集》等著作。
朱刚，男，汉族，浙江绍兴人。1969年6月6日生，198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97年获博士学位，
留系任教。现为古代文学教研室讲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筹）副秘书长、《宋代文学研究年鉴》编
委、《新宋学》执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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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导言 产生巨人的时代
第一章 “吾生如寄耳”：家世与生平
第二章 究天人之际：苏轼的哲学
第三章 通古今之变：苏轼的史学
第四章 立朝大节：苏轼的政治态度
第五章 文艺成就与美学思想
第六章 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
附录一 苏轼年表
附录二 人名索引
附录三 文献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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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究天人之际：苏轼的哲学　　一、哲学史上的苏轼　　“蜀学”一名，含义有多种。吕
陶《府学经史阁落成记》云：“蜀学之盈，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日文翁之石室．二日周
公之礼殿，三日石壁之九经。”①此“蜀学”盖指蜀地之学术。黄宗羲《宋元学案》的全祖望补本，
有《苏氏蜀学略》，以三苏为主干，附以学友、门生多人，大致相当于现代说的“学派”。以“蜀学
”为名，是因为三苏乃蜀人的缘故。不过，其所录如家安国兄弟，只是苏轼少年时的同学，交情虽厚
，至于学术观点如何，则难以考知。故《苏氏蜀学略》虽然大致相当于一个学术流派的梗概，但与其
他许多“学案”一样，重于人物交往关系，而忽于学术观点之甄别，与其说是学术流派，倒不如说是
学人团体，而且其中许多师弟关系，只是名义上的，未必皆有学术观点的授受，或者即使有所授受，
而主旨仍不相同。此种“蜀学”概念，所指盖为以三苏为中心的学人团体。从哲学史上讲“蜀学”，
则当与“新学”、“洛学”、“关学’’等并列，指一种哲学理论体系，它的成熟的表现形式，就是
苏轼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蜀学”也可称为“苏学”，亦即苏轼的哲学理论体系。它既与“新
学”等并列，说明它是与王安石、程颐、张载等人的学说有所异趣，自具特色的一家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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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章写得太感人！虽然哲学和史学篇已经处于看不懂的状态。。难怪每次上课提到一个陌生人
名朱刚就能把他祖上祖下几代人名写个遍，这是要看多少资料才有的成果啊！以后上课好好听宋人吵
架段子！
2、耳目一新！2016-4-29
3、这是另外一个暑假作业.....不过我没看完··
4、这是一本论文式的研究书籍，从思想家的角度去分析苏东坡的各个方面．内容更加详实，态度更
加严谨，评价更加客观．可以作为了解苏东坡参考资料．因为可信度比较高．
对照研究成果和林的传记，会发现许多有趣的差异．如果再看对立观点的作品，你会发现，评价一个
人是多么的困难．现实生活中不也是一样吗＞
5、这么厚实,,,不知道多久能搞定
6、可以看到当代历史人的热情和积极，带有一种时代精神的书。
宋代从贫弱的假面舞会中走出来，真正的展现了那个时代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关于宋朝值得研究很
多很多，这本书能读到真的是一种读书人的幸运
7、想了解苏轼的哲学思想，此书当不容错过
8、毕竟与大师还欠火候
9、期末写论文时匆匆翻过，现在又把最后两章仔细读了一遍。念念不忘书中“鸿”、“牛”、“月
”的三个人生比喻，且均体现了圆转轮回的主题，而又不尽相同。
10、泛读
11、这本书的内容在很多相关论文中被全部抄袭 哦不引用 很多.....
12、前两章
13、看完之后还是相当喜欢苏轼的
14、写得还不错，只是贵了点。
15、果然好高分~果然好书啊，特别优美非常到位~~
16、比之《苏轼传》，研究性更成体系，因为是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行文对于苏轼
的思想更多关注，包括了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美学思想，还有一章专写人生思考和文化
性格。该书对于时代思潮关注较多，于是又成了该书的弱点所在。
17、值得细读

18、深度解析苏东坡的千古魅力和那个令人向往的时代
19、苏轼的成就远远不限于文学、书画，他更是思想家哲学家。本书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之一，关注
与研究的角度便是以苏轼的哲学思想为主，从而为超越文学范围去全方位地研究认识这位文化巨人，
尤其是从思想方面去加以把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扎实的研究基础。
20、第二次看时，希望能够更认真一些。
21、一个伟大而温暖的灵魂，思想部分难读，还是去看林语堂的吧。苏东坡，远非我们眼中单纯的诗
人，感动
22、论理学部分尤其精彩
23、很认真的评传，但深度不够

24、算是这批次书中质量最好的一本之一吧，王师对历史和传主有一份通达的关照。中古时代所孕育
的苏轼及其所代表的人格精神，是中国原生文化发展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他通达，既有心灵的超越，
也有爽朗的笑声；他内省，既是人格的成熟，也是激情的丧失。就像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变得沉稳
、深刻，但这种稳定的人格再难绽放出向屈原、曹植和李白那样的生命激情，理智竟成了情感的抑制
剂，这该是多大的悲哀诃！
25、好书
26、很好的一本书
27、曾经有过心思，要把这里所有的书系都读完，最终发现很难。
28、丛书开创了当代学界成功编撰大型原创性学术著作的先例。丛书覆盖文、史、哲、经、法、理、

Page 6



《苏轼评传》

工、医、农、兵等诸多领域，生动再现了这些杰出人物的学术精神和思想特质，见微知著地展示了中
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
    《丛书》以时代计，先秦从孔子到韩非子，共12部、传15人；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间，
共39部、传65人；唐代22部、传30人；宋代26部、传32人；元代11部、传18人；明清以来为90部、
传110人。除了汉族翘楚外，还入选了拓跋宏、成吉思汗、耶律楚材、忽必烈、王岱舆、刘智、马德新
、宗喀巴、玄烨等少数民族的若干杰出人物。
    本丛书由众多知名学者撰写，是集大成的思想智慧传之后世的大作！
    值得珍藏阅读！
29、就是太厚了⋯⋯
30、王水照那个年代的人有股子棺材味儿
31、没有逻辑章法
32、很厚的一本书
33、挺好
34、难得买一本书，竟然算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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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苏轼评传》的笔记-苏轼《江子静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于予，予字之曰子静。夫人之动，以静为主。神以静舍，心以静充，
志以静宁，虑以静明，其静有道，得己则静，逐物则动，以一人之身，昼夜之气，呼吸出入，未尝异
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动静殊也。后之学者，始学也既累于仕，其仕也又累于进。得之则乐，失
之则忧，是忧乐系于进矣。平旦而起，日与事交，合我则喜，忤我则怒，是喜怒系于事矣。耳悦五声
，目悦五色，口悦五味，鼻悦芬臭，是爱欲系于物矣。以眇之身，而所系如此，行流转徒，日迁月化
，则平日之所养，尚能存耶？丧其所存，尚安明在已之是非，与夫在物之真伪哉？故君子学以辨道，
道以求性，正则静，静则定，定则虚，虚则明。物之来也，吾无所增，物之去也，吾无所亏，岂复为
之欣喜爱恶而累其真欤？君齿少才锐，学以待仕，方且出而应物，所谓静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
吾性，不失其在己，则何往而不适哉！ 

2、《苏轼评传》的笔记-第1页

        真美。有钱了可以购置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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