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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拾瓦砾》

前言

山羊说：“我是哲学家。”袋鼠说：“我是拳王。”斑马说：“我是健康活泼的英国皇家水兵。”狮
子说：“我是狮子!”山羊袋鼠斑马的自我介绍，让人想起某些人的名片，前面的称谓比他本人的名字
要长几十倍。狮子，不需要。苏东坡，也不需要。苏东坡1036年出生，1101年去世，活了还不到七十
岁，不过你就算活七百岁，也绝没有他的故事多。和苏东坡有关的故事只有两个字好说——有趣。林
语堂先生说：“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是最能概括苏东
坡的一切了。”所以，写苏东坡的故事，如果一点儿不好玩，就对不起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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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拾瓦砾》

内容概要

源远流长、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苏东坡是一位备受历代文人雅士推崇、深受百姓喜爱的诗人和政
治家。本书以编年体形式、描绘了苏东坡66年曲折复杂的人生历程，同时对其诗文曲赋，以及与之同
代的历史事件和风云人物进行评述。作者将个人的人生经历置于恢弘的历史背景中、展现了苏东坡这
一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
作者文笔诙谐生动，既有正史中记载的翔实的史实资料，又有生动活泼的民间传说，二者巧妙融为一
体，使苏东坡这一人物既不失真实，又形象饱满，读来妙趣横生，不忍释卷。

Page 3



《东坡拾瓦砾》

作者简介

孙涛：江苏徐州人，已出版和签约作品有《同一首诗》系列丛书、《青春版“希望罗马神话”》、《
平生最识江湖味——随金庸谈诗说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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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拾瓦砾》

书籍目录

前言引子第一章  起名的学问  一  苏东坡的星座分析  二  苏东坡的长相：去年一点相思泪，今年始流到
唇边  三  苏东坡名字解析第二章  苏洵是个“愤青”  一  苏东坡的老爸爸考不及格  二  一个小脏孩儿和
《辨奸论》第三章  求学与第一次婚姻  一  东坡童年二三事  二  苏东坡的一位小学同学修炼成了神仙  
三  苏洵是个好教师  四  苏东坡结婚了第四章  从“高考状元”到待业青年  一  张方平：苏东坡的第一
位导师  二  欧阳修：苏东坡的第二位导师  三  刑赏忠厚之至论：高考作文玩“戏说”  四  从“高考状
元”到待业青年第五章  凤翔签判：苏东坡的第一份工作  一  夜雨对床，兄弟情深  二  苏东坡的第一份
正式工作  三  《喜雨亭记》：看苏东坡如何开导山神和龙王  四  初入职场没多久，苏东坡和顶头上司
干了一大架  五  章惇：苏东坡的克星  六  望乡心与雁南飞第六章  丧妻丧父，然后二婚  一  苏东坡说：
“谢谢领导栽培”  二  再次守孝三年，然后二婚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一  拒官、拒妾，安石美名天下扬 
二  天意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力排众议向前冲  三  苏东坡：从商鞅到王安石，大刀阔斧
变法的我都烦  四  熙宁四年初，连上四道折子，四月接到了离京调令  五  悲情王安石第八章  人间天堂
，任我遨翔  一  在镇江金山寺，苏东坡看到了UFO  二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三  不携名妓即名僧  四  苏
东坡的前世今生  五  张先是大词人苏东坡的“启蒙”老师  六  在天堂大发牢骚，浑不知一只脚已经踏
进了牢狱第九章  在密州第一次当上了一把手  一  密州不产蜜，密密麻麻全是蝗虫  二  千古第一情词  
三  永愧此邦人第十章  奋战在徐州抗洪第一线  一  抗洪  二  结友  三  求雨第十一章  乌台诗案  一  苏东
坡被捕  二  带人犯苏东坡  三  东坡出狱第十二章  黄州出了个苏东坡  一  河东狮吼  二  苏东坡的“酒囊
饭袋”  三  终于学会“见啥人说啥话，到啥山唱啥歌”了  四  农妇、山泉，有点儿田：“苏东坡”是
这样诞生的  五  从“东坡肉”到“东坡宴”  六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七  大江东
去，千古之音  八  辞别黄州第十三章  连升八级非可贺。一头扎进是非窝  一  第二次握手：从公已觉十
年迟  二  马不停蹄地升官  三  著名笑星苏东坡  四  北宋政坛玩起了“四国大战”第十四章  再赴杭州  一
 柳堤而今尚姓苏  二  苏东坡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  三  故友新交第十五章  颍州、扬州：吾公身在
有西湖  一  吾公身在有西湖  二  “挖河”与“反挖河”  三  烟花三月下扬州  四  米芾第十六章  苏东坡
和佛印的故事  一  大通终于”大通”了  二  佛印被剥成了”光猪”  三  佛印是苏东坡的”天敌”  四  佛
印放了一个屁第十七章  哲宗亲政，贬你没商量  一  苏东坡“严重”得罪了皇帝  二  当了大半年定州军
区总司令  三  数月内连降三次，惠州安置第十八章  惠州是个好地方  一  惠州就像苏东坡的第二故乡  
二  苏东坡到惠州了，同志们冲啊  三  “狼”来了  四  朝云去世  五  新居落成，海南“有请”第十九章  
海南是个好地方  一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二  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  三  老友一生苦追
寻  四  东坡书院  五  海南是我家第二十章  北归·谢幕  一  哭着降生，笑着离世，弟子秦观先走一步  二
 吾生不恶，死必不堕  三  印象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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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拾瓦砾》

章节摘录

插图：引子苏味道一没有狐臭，二没有厨师证，三不好玩，所以历史证明这个人名不副实，“苏味道
”并不是个很有“味道”的人。苏味道是个古人，而且相对来说还比较古，他是唐朝人。对于古人们
来说，由于语言学和出版传媒业的发展都相当有限，无形中反而让他们占了个大便宜，那就是闭着眼
随便说句话，都可能成为自己的专利而流传千古。虽然大多数人并不能凭着这知识产权获多少利，但
至少可以在文学史或历史上留个名。咱们现在使用的成语，第一次出现大多在唐朝以前的书中，像《
史记》啦、《诗经》啦、《孟子》啦、《庄子》啦、《论语》啦等等。唐朝之后的书中当然也有，不
过数量就急剧下降；到了宋朝以后，新出现的成语数量就少得可怜了。这说明该说的能说的易说的，
都让那些多嘴多舌的前辈们说得差不多了。苏味道紧赶慢赶也没赶上全民批量开发成语的黄金期。只
搭上个造词儿的末班车，不过排列组合一番后，也给他发明了几个，比如“摸棱两可”。现在大家都
把这个词写成“模棱两可”，那是因为不知道这真是苏味道。摸”出来的。苏味道参加工作一段时间
后，正赶上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上台当了国家最高领导，苏先生这时候既有响当当的文凭
，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没有大男子主义，愿意在女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于是不停升官，最
后当上了宰相。成功人士，难免有些还不太成功的人士请苏味道介绍介绍成功经验。一般遇到这种情
况，人家大都把“刻苦敬业，不断进取”之类的年终工作总结随便背背，苏味道那天也不知道是喝多
了酒还是吃错了药，此人实话实说，真诚得一塌糊涂。苏味道的发言中让不少人“受益非浅”的一句
话是：“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棱以持两端可矣。”他告诉下面瞪着大眼小
眼，“求钱若渴”、“求官若渴”的听众们，甭管你是干啥的，想当官发财的话，都给我记住喽，遇
事千万别整得太明白，一定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不然万一出了错，一点退路都没有。至于正确的方法
，打个形象的比方吧，就像用手摸床啊桌子啊的棱角一样，摸这端可以，摸那端也行，上下左右咋摸
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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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拾瓦砾》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                             ——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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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拾瓦砾》

编辑推荐

　　苏东坡备受历代文人推崇、深受广大百姓喜爱。该书以编年体形式，用诙谐幽默的笔调，评述了
苏东坡曲折复杂的人生历程和诗文曲赋。同时讲述了与苏东坡相关的北宋近百年的历史事件和风云人
物，将苏东坡的人生历程放到历史时代大背景中，既深刻剖析了苏东坡这一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涵，又
鲜明展现了北宋时期特殊的精神文化内涵。　　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
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
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
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　　——林语堂　　中国几千年间
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　　——余秋雨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
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苏东坡　　天才、渊博、洒脱、豪放、幽默、达观
、超逸、多情⋯⋯　　谁能独享如此多的溢美之词？惟有苏东坡！集诗人、画家、政治家于一身，出
世、入世于一体。学贯儒、道、佛、禅、古今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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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拾瓦砾》

精彩短评

1、我对女儿的语文老师的水平很信服，介个书，买到手就被我姑娘拿走了。她在姥姥家常住，所以
，我木有看到，小同学反馈不错，故而5分。待她娘亲亲自看过后，再来凑字!
2、本书将苏东坡的平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幽默地文笔，翔实的资料，让我们走近苏东坡。
3、很厚的一本！我很满意！！哈哈⋯⋯⋯⋯内容超全啊！虽然我对东坡已经很熟悉了，但是还是仔
细看了这本书。

质量很好，推荐！
爱苏轼⋯⋯⋯⋯
4、笔触鲜活幽默，也有自己的见解。不比林语堂的差。咋不受重视乜
5、我大概读了2/3了，但是还是感觉没有坚持下去，因为我已经没有读下去的欲望了。
6、“书当快意读易尽”，书到手，三天就读完了。作者以诙谐调侃幽默的语言，严谨的治学态度还
原了一个自然真实的苏东坡，虽说调侃但绝非戏说。“拾瓦砾”作者自谦也。
7、看过三遍，甚喜。
8、。。。还有很多老苏的没有涉及到，不过说到的都说的很不错
9、抛开尘世的喧嚣，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一个活灵活现的苏东坡，你会感觉到他从不曾离开我们。
10、诙谐的文字中透漏着一种豁达的力量，又见才高八斗，命途多舛的苏东坡⋯⋯
11、2011.3.29-2011.3.30.苏轼研究课的需要。 
12、至今读过的治好的苏东坡传记，喜欢苏轼的人一定要看看这本书，如果买了后悔了就找我，包你
不后悔，好书值得每一个人细细品味。
13、语言幽默犀利 很喜欢 ~~
14、说笑
15、诙谐幽默的笔调诠释了苏东坡的旷达与幽默的一面，使东坡的形象呼之欲出，而不同于其他书的
乏味而空洞的抒情，可谓妙趣横生，然而不足的是在他的落魄与不遇的灰暗心理挖掘上几乎没有深度
，让我更多的只看到了苏东坡诙谐的一面。。。而忽略了东坡的另一面心理态度，他的佛，道，儒 等
各方面体现的比较全面，翔实的史实资料对于了解东坡有很大帮助。。除了笔调另类可看之外，其思
想性依然没能突破传统，对于苏东坡的多面思想没能深掘，不过作为一本传记也够了。。。记得！这
本书是TA送的！^-^
...
16、还不错，高中就看上了。不过看完觉得好是好，但 作者自己的废话太多，还有点详略不当，评论
也有点不公平。当然，总体还是不错。 诗文引用评论多，故事也多，
17、作者实在太贫了，又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看我的文字多幽默多接地气”的风格。要是能让当年
明月来写就好了。
18、一般的关于古人的书都很枯燥无味，但是这本确实很有趣，学知识
19、喜欢这样的真性情
20、书太厚，刚一翻，竟然从中间断了
21、以今说故，嘻嘻哈哈，无需多言。。。
22、有史以来看过的最好的东坡传记。幽默风趣不失淡泊豁达的文人情怀，才华横溢、言语飞扬⋯⋯
作者写的东坡传就如同东坡其人一样，可谓得其精气神矣。高中看的，厚厚一本却有笑有泪的飞速看
完，几乎过目不忘。东坡的资深粉丝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么懂他的人，真是太满足了！
23、看了别人的书评，都说语言过于油滑。可我不这样认为，像苏东坡这样的人，一般文字怎么能展
现出他精彩纷呈的一生呢？起码看了这本书，让我心目中的苏东坡更加血肉丰满，骨架奇伟！推荐！
24、内容很有意思，适合在一个温暖的吹着风的好日子坐在窗边阅读：）就是书背的部分坏了，希望
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25、很有趣的一本书。
26、感觉非常好，文字幽默，内容丰富。
27、这本书即可用来扫盲，亦可以用于深入研究，
28、文笔畅达，幽默有趣，又不失史实，挺厚的。不足是装订，弄不好就会散掉，我都是小心翼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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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拾瓦砾》

捧着看。
29、文思散漫
30、第一次见到把苏东坡写的让自己满意的
有些书写的过于“严肃”这本书写的让我感觉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个人！
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初中班主任推荐的
31、把我家大苏写得太可爱了=）
32、书好厚啊。读到后面就没什么兴趣了。不过写的还不错啦。
33、为了搞清楚为什么叫这个题目，所以买来看看，呵呵，还行，值得一看
34、作者的文风相当幽默搞笑~所以虽然是讲的是历史，但是一点也不枯燥，我捧着这本书看了一天
终于看完了（虽然很厚）但是就是由于语言太搞笑了，总给人一种在读野史的感觉。
35、表笑话俺，要是问俺，你最喜欢那本书啊，我只好说这本了，因为作者真的太贫嘴了，4年前一直
看到今天估计都看了快10遍了，有些搞笑的地方真的笑成傻逼
36、质量不错就是我想要的书
37、很好看,无论是一般读者还是大学中文系学生都应该读读这本书;为苏家兄弟的情谊感动,为北宋的
士风世风陶醉,为各样的人情人性感动,书很不错.发现作者把平时的积累全用上了,儿歌,评书,广告词,读
来轻松有趣而增长知识.
38、这段时间非常想看苏东坡的文章以及关于苏东坡的书。看过林语堂的《苏东坡转》，然后看《东
坡全集》，，但看不太懂（文言文），正在彷徨的时候，从孔庆东老师的博客上看到，他很推荐《东
坡拾瓦砾》，我立马就买了，大厚的一本书，真是捧不动啊！作者的语言很幽默，也穿插这今天的现
代俏皮话，但这不是我今天所推荐的重点（其实这语言并不是我所很喜欢的一种），我所看重的是，
通过本书，我总算大体了解了苏轼的家人、苏轼和弟弟的感情、苏轼所经历的几任皇帝、苏轼和王安
石、司马光等人的交情和政见以及自己所熟悉的那些诗、词、散文、申论等是在什么场景下写的，使
我心里很明朗了。我只是读了一遍，我还希望再仔细读！读完此书，如果想再了解苏轼的文章等，需
要看什么样的书呢？我不知道，希望有高人指点！
39、书的内容很不错，很幽默很可爱。作者力争把他的文章写的和苏东坡一样好，到底做没做到，我
不敢评说，但有这样的想法，书怎能不好！
40、关于苏大才子有很多的野史故事，但是像这种轻松诙谐的笔调还是第一次看到，很有意思。朋友
推荐的，书店里没买到，就上网找了，果然有，书到货也很快，很不错。
41、无乱如何，这本书值得读和买；
读书都是一个人和书中的人、和作者、和自己的交流，这本书很轻易会让人会心一笑，人物性格的传
述入木三分。
42、还蛮喜欢这一本传记的。作者写得很用心，有些文段令人捧腹。苏郎我爱你。
43、和《真名士，自风流》同一时期看的，不好不坏吧。
44、一个活生生的东坡，破纸而出
45、刚拿到书，厚度让人一惊。整本书笔调诙谐风趣，读起来轻松愉快，值得一看。
46、美中不足的是，很多时候作者是为幽默而幽默。
47、作者的文风相当幽默搞笑虽然是讲的是历史，但是一点也不枯燥,很好看,无论是一般读者还是大学
中文系学生都应该读读这本书;为苏家兄弟的情谊感动,为北宋的士风世风陶醉,为各样的人情人性感动,
书很不错.发现作者把平时的积累全用上了,儿歌,评书,广告词,读来轻松有趣而增长知识
48、孙涛的书读过一点，还是非常有才气的，而且别具一格，跟学院派的中规中矩可以互相补充，可
谓相得益彰。
49、多年前看的，依稀记得不似《东坡传》那么憎恨王安石吧。语言也生动些。
50、写得比较搞笑
51、作者文笔不错，也很幽默，大概有和苏胖子一样的真性情吧哈哈
52、不是很喜歡作者的寫法
53、这本书即可用来扫盲，亦可以用于深入研究。总之，这是本好书。
54、生日收到的一本书，十年生死两茫茫。到最后，送书的人消失了，书却一直陪着我，不思量，自
难忘
55、加深了对东坡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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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写作手法较灵活.
57、比较全面的介绍了苏东坡的生平，能让人有比较详尽的了解，还不错！
58、我翻了翻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女儿很喜欢!
59、非常推荐啊，用幽默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可爱的苏文豪
60、与明朝一哥同理
61、大学期间读的书，很好的一本苏东坡传记，松军推荐！
62、有趣
63、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借来的，很厚的一本，但是几天就读完了，因为它是在是太精彩太有趣，读过
之后有些爱不释手，于是，来卓越买了一本，送货的速度很快，书的质量也很好，喜欢。
64、怎么读啊？
65、书是好书，就是这样的包装跟设计怎么老觉得不被出版社善待的？
66、高中是看过丑小鸭杂志的 苏东坡传记的选段，如今再买，比以前精彩多了，挺搞笑的，当然，其
中的诗词更多，对这些诗词的来历更清楚一些，苏东坡，性情中人，有血有肉，以前只知道几首词和
豪放派词人。牛人，看完此书，想再找几本苏东坡传记来看看。
67、有點淺 但写出了宋的清朗
68、风趣、幽默，东坡其人令人叹服
69、语言风趣幽默很厚一本书该有的都有了。。。。总之挺喜欢
70、虽然还没看完，不过很喜欢这本书~
71、孙涛同学用轻松诙谐的笔调诉说了东坡先生无可奈何却又精彩的一生。他的一生都是飘荡着，是
被迫的旅游，可以说苏东坡的官做的天南海北的，这神州大地几乎走了个遍。可是他又从来都是苦中
作乐，从未消沉。这样的人世上只有他东坡一人，前无古人后也不会有来者。林语堂都说他是天生的
乐天派，孙涛同学说他凡事不勉强，我说他已经参透了人生。很多话，可能要等再看一遍的时候再写
了。 

给孙涛同学提个建议，笔调诙谐幽默固然好，可是要知道过犹不及，这书里有很多都太耍贫嘴了。
72、有意思。
73、帮同事买的，没听说有什么不好。
74、非常浅近的文字，把一代文豪写得异常朴实。诙谐现代的文字，把一代巨擘写得异常鲜活。
75、《苏东坡通俗演义》。
76、特价买的，价格满意度没得说。内容上很好，张涛的文笔看着很平易，很舒服，从同一首诗系列
就看出来了，这本东坡的传记也不例外，满意！
77、诙谐幽默，真是非常喜欢的一本传记
78、大一读的，消遣消遣，很轻松
79、语言轻松而且现代，道理朴素真挚
80、作者用语诙谐幽默，通俗易懂，尊重史实！！！很好看！
81、啊咧就是这本，豆瓣真是个好地方，老久前看过的书还能被翻出来。四百多页呢⋯⋯真是不相信
自己当时有那么大的毅力可以坚持看完它。估计按如今边读边做笔记的习惯是八成不可能的了。
82、我很喜欢苏东坡，这本书给人的感觉很亲切，让人有种跟大苏当哥们的感觉
83、很不错的文字 幽默又不失内涵
84、时无韩王柳司马，遂使竖子成其名。
鹿回头，鹿回头。青山在前水自流，任我呼唤莫回头
85、可爱的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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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一共读了两遍，感觉不一样，高中的时候读只觉得文辞很新颖，甚至可以说是搞笑。虽然
当时感觉很厚的一本，不知不觉就读完了。现在再拿起来，只觉文学味道很足，历史感觉不浓，闲来
无趣可以看看。
2、　　今天我来说说苏东坡。　　苏东坡是个有趣的人。说到苏东坡，有文化又浪漫的人记得他写
过一句好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感情需要泛滥的时刻经常要用到。有文化不浪漫的人晓得
他发明了一种美食，叫东坡肉，是所有肉食者的最爱。其实，他比我们知道的还要有趣的多。中国历
史上圣人出了不少，有趣的人可不多。　　我喜欢有趣的人。在我的案头上现在就放着三本苏东坡的
传记。一本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国现代四大传记之一，著名文化人余秋雨说他不知读了多少
遍。一本是《苏东坡大传》，作者是台湾学者李一冰，专门研究东坡的专家，洋洋两大册，文采斐然
，有浓浓的学术味。还有一本是刚刚买来的《东坡拾瓦砾》，作者孙涛是自由撰稿人，走的是戏说的
路子。他声称，写苏东坡的故事，如果写得一点不好玩，就对不起全国人民（其实他做的没有他说的
那么好，他太想写得有趣了，反而显得有些饶舌）。　　这三本书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
们都认为苏东坡是个很有趣的人。林语堂夸他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高人；李一冰誉之为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大才子。至于孙涛说的更直白：和苏东坡有关的故事只有两个字好说——
有趣。　　孙涛的传记写的一般般，但有一句话说得好：苏东坡活了还不到七十岁，你就算活七百岁
也绝没有他的故事多。苏东坡的故事确实又多又有趣。在这里，那些太有趣的事情（比如东坡肉的传
说，他与高僧名妓的恩怨传奇）我不准备多说了，我觉得在他传奇般的一生中，有那么几件事，虽然
不是很有趣，但值得单独挑出来说一说。　　据说当官是一件挺没趣的事情，那我就从苏东坡当官说
起吧。　　事实上，即使是无趣之事，如果是有趣的人来做，还是别有一番风韵的。东坡先生是文人
也是官人，但他的官声和他的文名比起来太小了；官声小，并不意味他官做的不好。他在凤翔组织百
姓求过雨，在徐州领导人民抗过洪，在海南岛带领群众垦过荒⋯⋯即使拿现在的人民公仆的高标准比
也毫不逊色。他最大政绩是西湖改造工程。郁达夫诗云：江山也要文人捧，柳堤而今尚姓苏。不过，
苏堤可不是苏东坡捧出来的。当年他在杭州当领导，写了奏章向朝廷专题报告，乞开西湖，他说：使
杭无西湖，如人去眉目，岂复为人乎？　　东坡能当官不光因为有才，还因为他会考试。苏东坡和兄
弟第一次参加科举，就一举进士及第。主考官欧阳修当时就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成语出人头地就是这么来的）。苏东坡考试可不是死考，他居然在进士考卷里杜撰典故，由于编得太
像，连欧阳修这样学富五车的人物也没看出来，事后问他典故什么来头，苏轼答曰：想当然耳（这又
是一句成语的来头）。面对如此有趣的才子，欧阳大人除了赞叹他太有才了还能说什么呢？他老子苏
洵也有才，但由于不会胡诌，总是名落孙三。他老人家感慨地说，谁说考进士易？老夫如登天！谁说
考进士难？小儿如拾芥！　　文人能当官，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老早就有了以文取士的制度（顺便提
一句，英国后来虽以文官制度驰誉世界，但在苏东坡考进士的时候，不列颠的许多达官贵人还目不识
丁呢）。因此，那时候当官的都是文人，都能写一手好诗。这和现在不同，现在的观念是，你文章写
得好，就是一介书生，不堪大用。我不是借古讽今，只是说古代的做法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文章
写得通顺，至少能证明该同志思路清晰，不糊涂哇。　　苏东坡文人能当官，他要感谢当时的制度；
但他的官运不好，没有当上大官却要怪当时的另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叫丁忧，凡官员有父母丧，须
“报请解官”，持丧三年。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仙逝了，再大的官你也要马上辞职。如果有人胆
敢恋栈不去，事关名节，比现代西方逃兵役的罪过还严重。明朝名臣张居正，就被这件事搞得很不爽
。这是古代以德治国的一个举措。它的好处是，逼你好好孝敬父母，如果你想当官当得长久，你就要
让你的父母健康长寿。假如不幸“父母见背”你就麻烦了，官瘾再大也要等三年。现在人们也希望父
母长寿，假如他们能替你做家务，带孩子，又有退休金的话就更希望了。但现在和古代有一个大不同
，当官的父母见背了，一点不影响工作，如果忘我工作还要奖励。如果官当得有出息，还可以趁机大
收丧礼——离题了，还是接着说东坡。　　苏东坡很不走运，两次丁忧都是在骨节眼上。当官没有当
得一鼓作气（当过官的都知道，如果不能一鼓作气，往往一蹶不振）。他中进士的当年，正打算要做
官了，母亲程氏病逝，他丁忧三年。他三十岁时，做官正做到兴头上，父亲老苏又死了，再次丁忧三
年。自21岁高中进士之后连头带尾总共才十年，光丁忧就丁了六年。想想现在的官员真有福气，谁死
了都不影响自己当官。　　不过即使在人心很古的古代，也不是每个人都像苏东坡那样，都是遵守制
度的模范。其实东坡本人也有嫌疑，他在三年丁忧期满后不久就生了一个儿子。严格说来这也是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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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过，被窝里的事谁也说不清——我查了三本传记，对此各执一词：孙涛口无遮拦说他第三年没
有忍住擦枪走了火，林语堂为尊者讳推算出幸亏迟生了一年，李一冰装佯不知道只是说他媳妇怀了孕
——这笔糊涂账不管怎么算，苏东坡没有继续当官是真的。他有个大官同事李定就做得差劲，因为母
殇不报，恋栈不去，被东坡先生狠狠参了一本，说他“伤败风教，为害不浅”，结果被贬滁州。这里
又牵涉到当时的一种制度。现在文明的说法叫弹劾，过去叫参本。过去当官有什么意见，当面锣对面
鼓，参本都是实名制。这没点胆量是不行的。因为倾听者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生杀予夺就一念之间的
事。我不明白，谁设计出这么一种不以人为本的怪制度？这也就在古代能这么做，古人一根筋的多，
现在人谁好意思这么干？就是举报也是匿名。现在探索出更科学的办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更加以人
为本了。　　东坡先生弹过人家，他自己也像棉花一样被人家弹过许多回，好险把脑袋都弹掉了。余
秋雨说是小人迫害，我倒觉得主要怪他自己。“性不忍事，如食中有蝇，吐之而已矣”，这话是他自
己说的；他的爱妾朝云女士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评价，“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老是不合时宜，老是
一吐为快，当然麻烦就来了。所谓麻烦，无非是贬，越贬越远，黄州惠州儋州，一直贬到了海南岛。
　　也不是东坡先生特别倒霉，过去做官本来就是风险很大的事情，贬官更是家常便饭，“一封朝奏
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就是写照。这是前人不幸，却是后人的大幸。一是许多原本落后的地方
因此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为现在的旅游作了贡献。随便挂个牌牌“东坡初恋处”，也会引得游人
趋之若骛。二是因此留下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就拿东坡来说，他贬一路写一路，最好的诗文都是
在贬的地方写的，文章憎命达嘛。　　但苏东坡还是有一些特别。他除了被皇帝贬官，他自己还不停
地辞官，这位老夫子一辈子官做得不大，辞官倒是次数是不少。三年烟雨京华，估计辞了头十次官，
动不动就写个《陈情乞郡札》，请求外放。连太皇太后也奇怪，问他：何故屡入文字乞郡？更不通人
情的是，提拔快了他也不高兴。苏轼一直在地方做小官，50岁走了大运，连升四级（孙涛说连升八级
），做到中书舍人，成了国家领导人。以我猜测，他应该高兴得跳起来才对；他老人家却不知好歹，
具状请辞，说什么“躐等骤迁，尤非所安”——意思是，升得太快心里很不好意思。这一点尤其有趣
，也最为现代人所不解。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有谁有官不当。连假模假式的推辞也没有，提拔了说
的都是感谢组织信任、决心勇挑重担之类的话。这倒不是现在人官瘾大，而是如今当官是做公仆，与
旧社会当官做老爷不可同日而语，为人民服务当然都应该抢着上，这叫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说
到苏东坡还有一事不能漏掉。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乌台诗案”。所谓诗案，就是写诗写出来的祸。
写诗能写出祸来，只有中国（当然在古代）有。外国也有迫害文人的事情，比如苏格拉底，伽利略，
但他们都是因为捍卫一种理论，坚持一种信仰。中国的文人却死的不明不白。明清时代被皇帝咔嚓掉
的那些文人，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到死都是奴才，和坚持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一点不挨边。
所以谈不上壮烈，只能说窝囊，都是糊里糊涂丢了命的。苏东坡坐牢也是一样，不是为民请命，不是
捍卫信仰，是拍皇帝马屁拍出来的横祸。他由徐州调任湖州，为谢主隆恩，他作《湖州谢上表》说了
一通皇恩浩荡的套话。由于在里面夹上几句牢骚话，结果给明察秋毫的小人（你不会想到放第一支冷
箭的居然是沈括，就是那个大科学家）抓住了小辫子，往死里整。　　但苏东坡没有死，因为这是在
宋朝。宋朝有个很好的制度，是太祖留下来的，他要求后世子孙，除叛逆谋反罪外，一律不杀文臣。
这个兵变起家的皇帝倒不是特别关怀文人，只是觉得文人没有武人危险；但毕竟大宋朝文人因此洪福
齐天。苏轼也因此留住一条命，只是贬往黄州了事。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为此说了一句很煽情
的话：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要依我看，让民族丢人的倒不是苏东坡这件事，后来的事更
丢人，只是聪明的余先生故意不说，当然也有可能是他记性不好忘记了。　　我说的这几件事，初看
起来都是东坡先生传奇一生中很没趣的故事；可我不这样看，希望你也不要这样看。如果你细细品味
，其实都意味深长。　　最后还想说几句题外话——也不算太题外——据我所知，现在写历史是一种
最流行、最划算的买卖。有一种人——我实在想不出好名词，就叫它扒粪主义者吧——他们把历史当
成了垃圾堆，随便扒拉点碎屑就如获至宝，出书，开讲座，从历史的A 面看到了B面C 面。中国有五千
年的文明史，正史，野史，原料取之不尽。所以，这种生意现在特别火，热闹非凡。也正由于太热闹
，真正的历史还没人有空、有耐心来写。《中国通史》至今还是范文澜老先生在几十年前写的，里面
还在说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不要说这些大部头了，就是传记也没有人正正经经地写，要
写也是专门拣“坏蛋”来写，写法也都是戏说、水煮之类，就像孙涛那样——孙涛还算是有耐心有良
心的，至少他写的都是史实而不是胡诌，至少他写的是苏东坡而不是坏蛋。　　　　（读《东坡拾瓦
砾》孙涛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2008-7-13/9，8
3、孙涛同学用轻松诙谐的笔调诉说了东坡先生无可奈何却又精彩的一生。他的一生都是飘荡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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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的旅游，可以说苏东坡的官做的天南海北的，这神州大地几乎走了个遍。可是他又从来都是苦中
作乐，从未消沉。这样的人世上只有他东坡一人，前无古人后也不会有来者。林语堂都说他是天生的
乐天派，孙涛同学说他凡事不勉强，我说他已经参透了人生。很多话，可能要等再看一遍的时候再写
了。
4、作者文笔诙谐生动，既有正史中记载的翔实的史实资料，又有生动活泼的民间传说，二者巧妙融
为一体，使苏东坡这一人物既不失真实，又形象饱满，读来妙趣横生，不忍释卷。 
5、终于读完一遍。对苏东坡的一生做了清楚的介绍。当然文笔不太敢恭维，很油滑，可能是作者有
意使用这种笔调，来写东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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