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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

前言

自　序    我写苏东坡的一生其实并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想写罢了。多年来，为他作传之事一直挂在我
心上。1936年，我携家赴美，随身除了带着一套精选精刊的国学基本丛书，还带了几本苏东坡所著及
与他有关的古刊善本书，完全没有顾虑到它们要占很大空间。那时候，我就希望能写一本有关他的书
，或者翻译他的一些诗文，就算做不到这些，在我出国期间，也希望有他陪在身边。书架上有这样一
位魅力无边、创意无限、廉正不阿、百无禁忌且卓尔不群的人所写的作品，会让人觉得有无比丰富的
精神食粮。现在，我终于可以全心来为他写传，实在是一大乐事。    生动活泼的人物个性始终是个谜
。世上有了一个苏东坡，以后再难有第二个像他这样富有个性的人。对这种人下定义，通常只是徒劳
而已。对于一个多才多艺、生活又多姿多彩的人物，要从他的生平和性格中挑出一些让读者钟爱的特
质并不难。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亲民的官员，大文豪，新派
画家，大书法家，造酒实验者，工程师，假道学的反对者，静坐冥想者，佛教徒，儒学政治家，皇帝
的秘书，酒鬼，厚道的法官，坚持自己政见的人，月夜游荡者，诗人，或者谐谑的人。然而，这些恐
怕都无法构成苏东坡的全貌。或许我可以这么作个总结——在中国，一提到苏东坡，总会让人露出真
挚而钦佩的笑容。比起其他的中国诗人，苏东坡的人格特质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丰富、广博和
幽默感，具有超绝的智力和无邪的赤子之心，犹如耶稣所描述的，兼具了蛇的智慧与鸽子的温顺。不
可否认，这种罕见的结合，世间少有，而苏东坡正是其中之一，他终其一生都让自己保持全然的自然
与真诚。政治上的钩心斗角、权谋巧诈与他的品格格格不入；他灵光乍现时写下的，或者为了批评他
厌恶的事情而作的诗文，都是他心灵自然的流露，顺乎天性，正如他写过的“春鸟秋虫声”；也可以
比拟为“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深陷政治斗争之中，却始终超越于钩心斗角之
上。他不忮不求，一路吟咏、作文、评论，纯粹只是为了表达心中的感受，从未考虑可能会对自己造
成不良后果。也因此，在今天读者仍以欣赏他的作品为乐。他始终关心时事，直抒己见。他的作品散
发着生动活泼的个性，语言或戏谑或庄重，视场合而定，但永远真挚、恳切、忠于自我。他写作没有
别的理由，只因爱写；今天我们欣赏他的作品，也没有别的理由，只因他写得如此优美、如此豪爽，
且字字出自他纯真的内心。    分析中国一千年来为什么历代都有许许多多苏东坡的热情仰慕者，我得
到了第二个理由，与第一个理由相同，只是换个说法罢了——苏东坡有魅力。正如女人的风韵、花朵
的美丽芬芳，容易感受却很难说出其中的成分。苏东坡的主要魅力在于，他是一个经常让他妻子或者
最爱他的人操心的奇才，不知道是该敬佩他大无畏的勇气，还是该阻止他免受他人的伤害。显然，他
性格中有一股力量，谁也挡不住，这种力量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直到死亡合上他的嘴巴不再让他
谈笑才停止。这种力量即我行我素。他挥洒自如，他可以古怪或威严，戏谑或庄重，我们从他的笔尖
就能听到人类情感的心声，有欢乐、欣喜，有幻灭、觉醒，有顺从、忍受。他喜好欢聚宴饮。他说自
己性不耐烦，遇到厌恶的事物就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他不喜欢某位诗人的诗句，就品评道：
“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他开玩笑不分敌友。在一次盛大的朝廷
盛典上，他当着所有大臣的面嘲弄某位道学家，刺痛了对方，也因此尝到苦果。然而，别人不能理解
的是，他会因为一件事情生气，却绝不会憎恨别人。他恨罪恶之事，对作恶之人却不记在心上，只是
不喜欢而已。怨恨是无能的表现，他从未才不如人，因此他从来不知何谓怨恨。大体说来，我们得到
一个印象，他一生优游吟咏，怡然自得，悲伤和不幸降临时，他也能一笑置之。在下一支拙笔想要描
写的就是这种风骨。他能成为众多中国读书人所钟爱的诗人，原因也在于此。    这本书是关于一个诗
人、画家、百姓之友的故事。他感触深刻，思想清晰，文采华美，行动果敢，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
变动的时势而见风转舵。他不懂得顾及自己的利益，对同胞的福祉却异常关注。他仁慈慷慨，虽攒不
下一文钱，却自觉富比帝王。他固执，多言而妙语如珠，口无遮拦，是光明磊落之人；他多才多艺，
好奇，有深度，玩世不恭，举止浪漫，文字却优美典雅。他为人父兄、丈夫俨然是一钝儒，骨子里却
是道家风范，讨厌一切欺瞒和伪善。他的文采为其他文人学者所望尘莫及，因此他根本用不着嫉妒别
人；他的伟大，已达到温柔敦厚的地步。他单纯真挚，向来不会装腔作势；公事缠身时，他会自比为
套上缰索的野鹿。他活在乱世，自然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风向标，对颟顸自私的官僚来说，他是敌人
，在反压迫的人民心目中，他则是斗士。虽然历任皇帝私底下崇拜他，连皇后也成了他的朋友，但他
却落得被贬谪和逮捕的下场，一直活在屈辱中。    苏东坡的最佳名言，是他对弟弟子由所说的话，也
是他自己最好的写照：    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苏东坡一生行事都关乎心灵。难怪他快活无比，无忧无惧，一生如一阵清风拂过。    在玄学方面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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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

佛教徒，知道生命是某物暂时的形态，是短暂躯壳里的永恒灵魂，但是他不能接受生命是负累和苦难
的理论，他认为并不全然如此。至少，他自己时时刻刻都过得很快活。他有印度佛教的思想，性情却
是地地道道中国的。由佛家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和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思想观念中
冶炼出一种新的混合人生观。人的一生充其量只有“百年”，但也够长了，纵使他寻找长生不老仙丹
失败，只要还活着，生命中的每一刻依然美好。他的肉身难免要死，但是他的灵魂在来世则可能化成
天上的星辰或地面的河川，照耀、滋润、供养所有的生命。在这一世，他只是永恒无常中出现的一粒
微尘，至于是哪一粒则无关紧要。生命毕竟是永恒的、美好的，他活得很开心。这就是这位乐天才子
的部分奥秘。    我不想给本书正文附加太多注，不过我的描述必有出处可循，而且尽可能引用原文，
只是不明显罢了。因为所有资料都是中文，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在附录二中的参考书目
中可以找到对资料来源的概括说明。为了避免读者被中国名字搞昏头，不太重要的人物，我已省略其
名，有时只提姓氏。在古代，中国文人常有四五个名号，所以提及一个人，也有必要首尾一贯，只用
一个名字。音译中国人名，我舍恶劣的“hs”，改用“sh”，这样才合乎常理。有些诗词我将之译成
英文诗，有些则因用典之故，译起来十分古怪，诗意尽失，不加长注又怕意义含糊，索性改写成英文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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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东坡以其天纵之资，纵横于儒、释、道之间，在诗、词、文、书、画方面皆登峰造极，另辟新界。
他政绩卓著、爱民如子、文韬武略兼备，在慈善事业和公立医院领域首开世界先河，堪比和煦春阳，
带给世界无尽生机和温暖。只因襟怀苍生，而使其生活寄于风雨，岁月失于道路，命运困于党争。他
波澜壮阔的一生早已没入历史的尘埃，而他所代表的伟大人格与社会良心，直至今天仍熠熠生辉。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性格鲜明，形象饱满，可亲可敬，跃然纸上，堪称人世间最完美的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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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
文化大师，作家，以英文书写而扬名海内外，四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
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
林语堂旅居美国数十年，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文人，其作品无不体现着儒释道三者的结合，传达着
中国人特有的智慧、气质和情怀。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代表作品有    《生活的艺术》《吾国
与吾民》《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京华烟云》《风声鹤唳》《苏东坡传》《武则天正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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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要认识一个死去千年的人其实并不难。想想我们对同市的居民或市长的私生活，所知是多
么有限，有时候反觉得死人比活人更容易了解。至少有一点，活人的一生还没有过完，谁也不知道他
遇到危机会做出什么事来。酒鬼会改过，圣人会堕落，牧师也许会和唱诗班的少女私奔，活人总有太
多太多的“可能性”，而且活人有隐私，某些隐私往往在他死后很久才真相大白。因此，对同时代的
人往往很难进行评判，他的一生和我们太接近了。但像苏东坡这样的古诗人就不同了。我读过他的杂
记、一千七百首诗词和八百封私人信件。认不认识一个人不在于是否和他同一时代，这只是“同情的
理解”的问题，即站在当时理解当时的情况。毕竟我们只认识自己真正了解的人，而且只对自己真正
喜欢的人才能充分了解。我想我认识苏东坡是因为我了解他，而我了解他又因为我喜欢他。喜欢一位
诗人向来是个人口味的问题。以诗词的伟大标准——清新、自然、工巧和“同情的理解”来说，我认
为李白已取得更卓越的成就，而杜甫更能给人大诗圣的印象。但是毫无理由地，我最喜爱的诗人却是
苏东坡。 我认为苏东坡的伟大人格，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比任何一位中国作家来得更为鲜明突出，也
更完整地刻在了他的生命和作品中。苏东坡的精神在我心中会如此清晰，原因有二。首先，苏东坡本
人才气纵横，遍布于作品的字里行间，就像我见过的那两幅东坡墨竹原作一般，墨迹灿然，仿佛一小
时前才下笔似的。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莎士比亚的情形亦是如此。莎翁文字的活力直接发自他善感
而丰富的内心，到今天仍然生动无比。尽管经过历代专家学者的努力之后，我们对莎翁的生活仍然所
知不多。但是，在他死后四百年，我们却借着他注入作品中的情感，了解了他心灵的奥秘。 第二个原
因是，与中国其他诗人相比，记载苏东坡一生的资料要完整些，包括各种记载他漫长多彩政治生涯的
史籍、他本人大量的诗词和散文作品（将近一百万字）、杂记、遗墨和私人信函以及由他同时代的人
以杂记和传略的方式留存到今天的许多随笔。他死后一百年间，没有一本重要的传略不提到这位诗人
。宋朝的文人都善于写日记，著名的有司马光、王安石、刘挚、曾布等人；也有人不屈不挠地写传略
，王明清和邵伯温就是最好的例子。由于王安石国家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复杂形势，以及苏东坡时代政
治斗争的炽热和激烈，这个时期作家所保存的资料，包括对话在内，特别丰富。苏东坡本人不写日记
，他不是那种爱写日记的人——那样对他来说太有条理、太忸怩了。但是他写过一本杂记，是他对各
项旅程、思想、人物、地点和事件按日期或不按日期的记载。别人也忙着记下他所说所做的一切，他
的信件和题跋都由崇拜他的人仔细保存了下来。身为大家争相寻访的书法家，他习惯在酒宴后作诗来
描述当时场面，或者写些表达自己思想见解的杂感评论送给朋友。这些诗作都被人妥善保存，传给后
代，有时也高价出售。这些即兴杂记题跋包含了不少苏东坡优秀的作品。他有八百封书信和六百则著
名的亲笔小记和题跋流传到今天。因为苏东坡太受欢迎了，黄庭坚等后辈才争相收集他的墨迹书简，
集成一册出版。苏东坡死后，成都有一位收藏家马上开始收集他的墨迹书简，刻在石头上，把拓印本
当作书法作品来卖。一次，苏东坡有感于时事，作诗一篇，立刻被众多文人争相传阅和背诵。苏东坡
这些作品发乎真情，但内容却是对朝廷表示异议，再加上当时忠臣文人都被逐出京师，统治者的怒气
便集中到了他一个人身上，几乎害他送命。他到底后不后悔呢？表面上，他在放逐期间对不太亲密的
朋友说后悔了，但是对至交好友却坦露说毫无悔意，并且说遇到此类事情，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
”，仍会做同样的选择。由于这种至诚的流露，他也以身居高士之首而自伤，在与身居要职的心地狭
隘小人徒然斗争一番后遭到第二次流放，远走当时中国域外的海南小岛。他坦荡处之，有几分相信是
命运使然。 因此，苏东坡成为文学闲话的中心，死后尤其受到深广的敬重也是很自然的。与西方作家
相较，李白可以媲美雪莱或拜伦，他是一颗燃烧自己展现瞬间壮景的文学流星；杜甫就像弥尔顿，是
一个热心的哲学家和老好人，以贴切、渊博、古朴的笔墨写出丰厚的作品；而苏东坡永远充满活力，
他性格比较像萨克雷，在政坛和诗词上的盛名则像雨果，同时又具有约翰生博士那份动人的本质。不
知怎么，约翰生博士的痛风病直到今天仍令我们不安，弥尔顿的盲眼却不尽然。如果约翰生同时又兼
有画家庚斯博罗的特色，且像蒲柏用诗词批评政治，又像斯威夫特吃过那么多苦而没有斯威夫特的尖
酸味儿，我们就能找出一个英国的类比对象了。苏东坡的人道精神并没有因遭受许多困难而变得尖酸
刻薄，而是更加醇美。今天我们喜爱他，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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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古代赞誉文人有三绝之说。三绝者，诗书画三个方面皆能达到极高水平之谓也，苏轼至少可以说
已达到了五绝：诗、书、画、文、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最全面的伟
大天才。论诗，他为宋代一大家。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画，笔墨凝重，大气磅礴。论书，
他是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论词，它摆脱了婉约派的传统，创豪放派，与辛弃疾并称。      
                                                       ——季羡林    谁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我30岁前第一次读林语堂的《苏东坡
传》，虽然惊叹于林语堂的笔力，却觉得这本书只能打70分，要我自己写，至少可以写到80、90分，
可二十多年过去了，市面上最受认可的还是林语堂版，张炜版的一个字都没写。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        我深深敬仰林语堂。他既能很严谨地写出中文的大辞典
，又能用流利的英文写《苏东坡传》。林语堂自称自己有着“西洋人的头脑、中国人的心灵”。拥有
西洋人的头脑，就能够做好一个国际公民；但中国人的心灵，使他始终带着自己不折不扣、毫不含糊
的文化符号，把中国人的气度挥洒在世界之上。                                                              ——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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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国际笔会首任华人副会长林语堂先生最满意的作品完美呈现
！    畅销台湾的《百年孤独》《老人与海》中文版译者，宋碧云女士历经四十载五番修订，打造华语
世界公认的最权威版本！    享誉国际文坛的一代大师，全面呈现他最钟爱的英才，尽显“五绝”天才
苏东坡的理想人格！    苏东坡已在历史长河中渐行渐远，而他所代表的伟大人格和社会良心直至今天
仍熠熠生辉！这正是《苏东坡传》的魅力和活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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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笔流畅，翻译到位，就是封面质量较差，易烂
2、原本担心宋的这个版本翻译的有点生硬，但习惯之后反而能更直接的感受作者原本的表达；传记
本身不用多说，非常写实细腻和全面，而且不同时期的分类也很科学，时代背景结合的也很出色，是
一部了解苏轼生平与诗词观感的好作品。
3、其实没读完，还在读，临近期末考了就先置了。（高中生），之前老师也有推荐，有意思的是最
近看到一篇文章站在王安石的立场写到了东坡，然后回头在这书里看到了写王安石的语句，哈哈一笑
。
4、诗意的人生
5、林语堂先生的名气来源于给外国人讲中国，他的英文散文可能很好，但中国人了解中国更可读另
几位先生的。
6、观东坡一生，有好酒，有好肉，有好诗，更兼好友良妻，不羁于俗事，放旷豪迈，纵使一生颠簸
流离困苦几何，得饮酒处且畅怀，有好笑处必大声，竟好似不是这红尘中人，想来世上再无二人。叹
一声，红尘难度人，杯酒饮浮生。世无东坡，我辈何依？
7、【2015.6.6-6.20】在端午节当天读完了这本书。以前一直对苏东坡不太了解，对他的全部印象都来
源于他写的各种有名的词以及“东坡肉”，如今跟着林语堂先生的文字从一个侧面读完了他的一生，
开始欣赏他的处世态度，大概无论是经历入狱或者擢升，无论是在天子脚下位极人臣还是被流放到彼
时荒凉落后的海南岛，东坡先生始终能保持心中的宁静，还能把周围的恶劣环境开辟成一片乐土，在
乡野间与平民交流往来不亦乐乎。就算到了最后病重大限将至，也是保持着豁达的人生态度。东坡先
生的处世哲学以及林语堂先生书中所暗示的一些政治哲学，放到如今也依旧值得我们学习和警醒。
8、每读一次，心宽一分。
9、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厨艺尤佳还健气乐天，这样的人设挺苏的，脑补苏轼用川普吟《卜算子》>0<中
国文人精神领袖苏轼在王安石的映衬对比下愈发高大，王安石在这本书里俨然成反派。少年时代是蠢
，现在看《赤壁赋》简直泪奔。
10、之前所读
11、惊叹于中国“文人”文化的诸多弊病
12、满大街的张译本，连电子书都是张译本，您说应该买哪本？宋译文风清雅，朗朗上口，比较符合
汉语表达方式，读起来自然流畅；张译忠实原文，字句必追，读来七弯八拐，需要转换思维。如果英
文功底够好，可看张译，毕竟对英文文法也还是熟悉的。否则，就宋译。当然，宋译个人也只能给4
星，好像是台湾人？在说说本书装帧，封面设计、用纸都不错，内页字体较小，排版还算清新自然。
不介意字体者，这个版本无疑是不错的。
13、看了三分之二终于看不下去了，直接看了结局（话说又不是推理剧我为什么要去看结局⋯）
14、近期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人物传记。一来是红烧肉君（我知道东坡肉和红烧肉在细节上有区别啦，
然并卵）的确牛逼，二来这种汉人传记被翻译后再翻译回来⋯出口转内销的感觉⋯⋯真是为难译者了
。
15、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16、因为一段话认识了这本书，“有时我们爱上一个人，将之视为偶像，是因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明
明白白的知道，这样的人是我们穷极一生也无法成为的，无论是先天的天赋，还是后天的风骨气韵，
或者是大时代给与的波澜壮阔。我们挣扎在自己的人生里，一不留神就变成了尘埃，那么渺小，那么
为现实所迫，一切都是有理由的不得已。”
17、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18、过于溢美
19、写得很白话，易看。
20、浩然之气
21、题材好，作者好，译者好。慢吞吞的竟然读了快两个月。苏东坡的一生，传奇在特殊时代背景下
的特殊际遇，他太美好了，却不至于耀眼，而是充满质朴气质，这和他性格有关。好喜欢这样的人，
有才情、乐观、幽默、爱生活、敬畏自然，好像能化解所有遭遇，只不过仙逝之前的两三个月，太过
折磨，心疼。由林语堂来写这本传记，是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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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可能因为原文是英文，翻译过来总是缺些什么。而且感觉个人情感还是强烈一些
23、铭经典不愧是大师之作
24、喜欢林语堂的原著，喜欢宋碧云的翻译，喜欢苏东坡的词，喜欢苏东坡的为人，最喜欢还是苏东
坡的故事！
25、试就不对了......
26、文人被政治消耗了太多精力，但是反过来说，也许也正因此而催生了好的诗词。看得出林先生非
常喜欢苏东坡，一件件一桩桩，写的都很生动有趣，特别爱看林先生讲苏东坡的趣闻，很有一种作者
的宠溺在里面。宋碧云翻译的恰到好处，不过也没看过其他版本，只知道读起来不费力，很享受。
27、并没有想象中的打动人。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充满了东方意境，这本传记却是西方思维落下的文笔
。我感兴趣的是东坡一生走过的那么多的地方，是不是他豁达性格的一部分。杭州、惠州、湖州、扬
州、海南__
28、书中对话不翻译成白话更佳。当然，译者很辛苦了
29、于我而言，苏东坡不只是一个文人，更是黯然心伤时不离不弃的陪伴者。读他的词句， 即刻就能
被他乐观的情绪感染。一见“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烦忧就如浮云般散开。当然，肤浅的阅历并
不能让我完全领悟苏轼文章， 思想的精髓。对于本书的评价也是一己之见。不过喜欢东坡的朋友，不
妨尝试一下阅读本书。
30、比较合胃口。
31、本来以为林语堂没什么真才实学，看来是我自己道听途说浅薄了。写得好且翻译棒。
32、百度百科说，纪实性是传记的基本要求，但传记本身却无可避免的带有执笔或口述者的感情偏颇
，或褒或贬，或爱或怜。这本书整体都不错，唯两点存疑：一是林语堂先生对苏东坡的褒扬赞誉，甚
至“仙化“，其中讲到宋朝文人才子皆近歌妓，独东坡近而不染；讲到"元佑系"被迫害，多人郁郁寡
欢，唯东坡逍遥自在不放心上。林先生对苏东坡的极度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多少会影响到传记的客观
性。二是，对王安石的极度贬低，令人惊异，将北宋灭亡的原因直接归咎于变法所致，宋朝的党政是
双方面的，文中说“王安石迫害文人”这样的用词，带有明显的阶级倾向。总得来说，整体可读性还
不错，看起来不会觉得闷，适合逍遥享乐派，哈哈！
33、作者是有多不喜欢王安石啊( ⊙ o ⊙ )
34、作为传记，并不是十分理想！
35、非常棒的一本书。被写的人很有魅力，写书的人也很有魅力！
36、很好看 深层次剖析了苏东坡这个人物 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37、●苏东坡，骨子里都是道家的人，任凭生如飞蓬，心也如飞蓬般浪迹。 ●能明显感觉到，苏东坡
的笔触，比其他人多了种仙气。只恨自己读不太懂文言，只能勉强感受真意，却不可继续发展。可惜
可惜，书内引用良多古诗与原籍，都难以读明白意思。 ●感觉宋碧云确实译出了那种“天才戏语”的
文风，很棒！记得之前读林语堂的《优游人间》，不知谁译的，生硬死板，读不下去了都。 ●汉语古
文是难以被翻译的，但该书的原文却是英语——The Gay Genius。 ●索引资料列出来都数页之多，着
实佩服，大师是能沉住气的。
38、北宋的时代，似乎是文人的世界，但往往这种政治上的斗争消耗了文人们大量的精力，幸而东坡
淡泊明志，随遇而安，成就不朽。我最喜欢的诗人。
39、这仿佛是林语堂一个人对苏东坡的意淫。
40、特别棒的书 喜欢苏东坡
41、经典啊。 才子的一生。 林先生写得非常好，偶尔加入一些现代的比拟。  描写苏东坡过三峡的那
段印象很深
42、简洁大方，纸张很厚实，不像某些版本，加一大堆无聊的插图。总之，爱不释手了。哇哈哈⋯⋯
43、无意中打开的一本书，打开了就不愿意放下
44、之前看的是张振玉译的此书，但好像这个版本的更好看些。林语堂的书，值得细读。
45、读东坡传，不仅了解作者生平，更了解了作者身处同时代的官场、人物，也看出一个朝代在党争
中由盛转衰，呜呼。好书，开阔眼界。
46、很适合不了解东坡的人去观看
47、开始读到第一页感觉不好，因为作者对于一个历史史实的看法我不敢苟同，因为各种原因中途只
看到一半，又看到作者写的另外一本书，生活的艺术。发现作者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很灵动，然

Page 12



《苏东坡传》

后对一些事情有深刻，但是，很诚心的表达出来的一个人，然后今天把这本书看完了。
48、看得出，林语堂先生十分推崇东坡先生，把王安石贬的大恶人。
49、“真是不可救药。”
50、林先生好不喜欢王安石啊
51、对王安石的评论，略有偏颇。
52、就个人感情来说，我很想打一星。= =个人偏见太重
53、运送比较快，东西质量也不错
54、林语堂到底是文人，这本传记的主观表达是如此明显，对王安石可谓极尽笔诛，偏偏他对苏东坡
毕生的书写又是以政治为脉络的，以致于我一度在阅读时始终保持距离。老实说，读起来没什么快感
，林先生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有的地方也占了太大篇幅。。此书应为改名——东坡：我挚爱的精神领
袖与杰出文人
55、翻译不喜欢
56、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令人宁静的语言和人物。
57、也是读过林语堂的 都不敢相信此书出自他笔 也许是翻译的问题吧 看完都影响苏东坡在我心里的
形象了
58、不可置否，作者太喜爱苏轼了，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可以将书当做宋朝历史来看（宋仁宗至宋
哲宗），苏轼的一些贡献当然不可磨灭，比如前阵子去的西湖苏堤，还有杭州的西湖醋鱼东坡肘子，
至于桂酒，我也有酿琼酒（葡萄酒），然而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对于一个极度富有才华的人遭到周
围恶俗庸俗之辈的迫害实在是痛彻心扉，恨不能立刻发帖将章惇等一概人骂个狗血淋头，然并卵，历
史就是如此。向来是天才少数而庸人太多，以至于社会发展这么慢，或许等到外星人攻打地球的那天
，人类还在自相残杀，为了五斗米而争得你死我活。这本书标记做了也不少，算是下了功夫，而其中
许多地方也可以作为今后的游览目的地呢，例如南京半山园，惠州放生池。自然，东坡之类精神是最
为可嘉，虽同在朝廷为小吏，切不可恶小而为之，当思之又思，念及阳明先生等大儒之魂。
59、还是看中国学者写的苏东坡传比较好吧⋯⋯这版是林语堂针对外国读者英文写的，再翻译回来不
是很好看
60、和我想象中的一样，很不错
61、书好。配送快。没折皱，没重印。
62、古文部分有些难读。作者对苏轼有点溢美。不过他提供了西方文化视角来解读一个中国宋朝诗人
。
63、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聘怀，足以极视所之娱，信可乐也。
64、生平脉络很清晰，从这点上来说，长了知识。不过，林语堂先生的主观偏向性一望即知，搞得我
不敢拿它当做具有历史严肃性的传记来看，即便是后面列出了长长的书单，同样如此。还有一点，本
书的目标读者是外国人，所以很多地方写得有些怪怪的。老实说，本来想轻松悠闲的看完这本书的，
结果一面要防止落入笔者主观性的大坑，一面要把翻译腔的段落翻成古文，一面还要把间杂其中的古
文段落和上下文联系起来(有些地方实在从逻辑上连不起来)，倒是读得很吃力了。当休闲读物的话，
略深；当正经史书的话，太主观。嗯，好吧，其实就是一个粉丝为偶像写的生平，不去计较太多就是
了。
65、并不能静下心来看里面引用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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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44页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
“吾将以为袜。”⋯⋯ 及与可自洋州（今陕西洋县）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
，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
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文同，字与可，很有才气，同时也很可爱。讨画的人多了，一厌烦居然说要把别人送来的画布做成袜
子，性格真是太可爱了哈哈。特别是最后跟东坡辩论竹子的长短，虽只数尺，却是万尺之势，这句话
气势磅礴啊。点32个赞！

2、《苏东坡传》的笔记-第145页

        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轼死性不改，是个死不悔改要做自己的人，真是很可爱很可爱的人啊。不论处境如何，都懂得自嘲
的人，真的是非常佩服。像我这样玻璃心的人，真是分分钟就会得抑郁症。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非常
想了解苏轼的生平，特别特别崇拜他这种乐观的精神，能从他身上也学会乐观，慢慢走出消极的人生
观吧。

3、《苏东坡传》的笔记-第5页

        对国家命运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一个思想错误却固执己见的理想家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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