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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眉州到徐州

浅谈 苏 轼成 长 中 入仕 为 民 、兄 弟 情谊 、诗文风格 等 方 面 的 不 忘初 心

眉 山 三 苏祠博物馆 刘 宇 飞

摘 要
：
眉 州 是 苏轼人生 的 起 点

，
在这里他初 步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从政理念 、 亲 情观念和文 学 创 作

风格 。 徐 州 是 苏轼一 生 中 最重要的 节 点之
一

，

他在这里展现 出 了 成 熟 的 独 立政 治 思考和 爱 民情怀
，

对兄 弟 情谊有 了 更深 刻 的 体悟和表达
，
诗文风格 多 样

，

逐步 成 熟 。
始 终有一条线连接着 两 地

，
那就

是 苏轼从 少 年到 中 年 关 于入仕 为 民 、
兄弟 情谊 、诗文风格等 方 面 的 不 忘初 心 。

关键词 ：
眉 州 徐 州 入仕 为 民 兄 弟 情谊 诗文风格

眉 州 即今天 的 四川 省 眉 山 市
，

“

三苏
”

苏洵 、苏轼和苏辙 ，
都是生于斯

，
长于斯

，
陆游在 《眉

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 》

一诗 中
，
将此地称为

“

千载诗书城
”

。

？苏轼在眉 州度过 了 自 己 完整 的青

少年时期
，
直到嘉祐元年 （

１ ０５６
） ，

２０ 岁 的他随父亲 出川参加科举考试 。 史书 中记载 了许多苏轼在眉

州 成长 的故事和这一时期 的文学创作
，
整合这些史料我们能够再现青少年时期 的苏轼形象

，
并可

以从 中看到他最初 的从政理念 、亲情观念和诗文风格 。

徐州 是苏轼一生 中最重要 的节点之一
，
他在此地为官虽然 只 有短短两载

，
但却 留 下 了 勤政为

民 的美名 和丰富 的文学作 品 。 苏轼在徐州 时 已是不惑之年
，
中年 的他在为政施策上有 了 自 己 独特

见解
，
在面对不 同政见 的 时候

，
他选择坚守 自 己 的观点

，
并将这一理念带入到地方上 的治理 中 。 苏

轼和苏辙 出 川 为官之后聚少离多
，

二人在徐州 的相聚十分难得
，
从流传下 的故事和诗文 中

，
我们不

难 品读 出他们兄弟二人间深厚的情谊 。 苏轼在徐州 留下 了诗词文赋 ３００ 余篇
，
这一时期 的特殊经

历和贴近百姓 的 日 常生活
，
让他的诗文风格愈发成熟

，
并开辟 了更多样 的创作领域 。

？

苏轼在眉 州 出生 、成长 、 立志 ，
怀揣着理想抱负离开

；
在徐州治水 、安 民 、 交游 ，

暂时远离朝堂的

政治斗争 。 本文尝试将苏轼在两地 的从政思考 、 亲情观念 、诗文风格进行 比较
，
探究他在成长 中不

忘初心 的脉络 。

一

、入仕为 民——人生如寄何不乐

苏轼 自 小就有乐观开 阔 的思维方式和安 民济世 的人生 目 标
，
这些与他 的家庭教育 、学 习 经历

等息息相关
，
并在其文章 中展露无疑 。 徐州 的苏轼 已经成为 了文人 中 的乐 天派和勤政务实 的好官

员 。 从少年到 中年
，
他 的 旷达和为 民未有过丝毫 的 的动摇和改变

，
并且前后相承

，
他一直都在践行

自 己最初 的人生理念 。

（

＿

）
少年立志

苏轼少年时
“

奋力有 当世志
”

与母亲程夫人的言传身教是密不可分的
，
以至于他几十年后依然

记忆犹新
，
并将这些故事著录在 自 己 的文集 中 。

？程夫人的教育对苏轼 的影响是初步 、渐进 、启 发式

的
，
苏轼在接受 以后学 以致用

，
并加 以拓展升华

，
最终形成 自 己 的处事方式和价值观念 。 这些生活

中 、书本上 的故事响 了苏轼 的
一生

，
是他后来安身 、 立命 、济天下哲学 的源头 ，

从 中我们也能够看到

苏轼积极豁达 、勤政为 民 的价值观念是如何一步步塑造 的 。

２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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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夫人是一位知识 、能力 、 格局俱佳的妻子和母亲 。 苏洵二十七岁 开始发奋读书 ，
程夫人便 以

家 中生计为 自 任
，
选择经商来支持丈夫专心学问 。 在其操持下 ，

几年后苏家成为富裕之家
，
这为苏

轼 以后 的学 习成长奠定 了 良好 的物质条件 。 宋仁宗景祐三年 （
１ ０３ ７

）

—

月
，
苏洵次子苏轼 出 生于眉

山县纱縠行
，
即今天 的三苏故 旧 眉 山三苏祠博物馆 。

？
苏轼幼年时

，
父亲苏洵经常外 出游学

，
参

加科考等
，

不在家 中 的 时 间较长
，
因此他的启 蒙教育大多是在母亲程夫人的指导下进行的

，
程夫人

在苏轼幼年时的教育问题上也十分用心
，
留传下 了许多

“

程夫人教子
”

的故事 。

《记先夫人不发宿藏 》 ，
文章讲述程苏家女仆在劳作 的 时候

“

足 陷 于地
”

，
偶然在地下发现 了盖

有乌木板 的瓮
，
面对唾手可得 的意外之财

，
程夫人知 晓后却丝毫未想过要去打开

，
而是

“

命 以 土塞

之
”

的故事 。

？苏轼任凤翔签判 时
，
在居住地 的柳树下发现一个突然 凸起 的土堆

，
他怀疑是古人埋藏

丹药 的地方
，
想要去将其发掘 出来

，
但是在妻子 的提醒下

，
他选择 了 和母亲一样 的处事方法

“

君子爱财
，
取之有道

”

。 相似 的事情 ，
相似 的处理

，
由此看来程夫人处理不属 于 自 己财物 的方式

，

一

直影响着苏轼 。 苏轼将不属 于 自 己财物 的范 围扩大
，
升华到人生哲学 的高度

，
他在 《前赤壁赋 》 中 写

到
“

且夫天地之间
，
物各有主

，
苟非吾之所有

，
虽一毫而莫取 。

”

苏轼对待生活 中意外事 、物 的坦然态

度
，
是进一步促使他养成豁达乐观人生观的重要原 因 。

《记先夫人不残鸟雀 》 ，
文 中生动描绘 了程夫人爱护身边草木动物

，
并要求家 中众人不得去捕

取鸟雀 的故事 。 于是 ，
苏家 中 鸟雀们就在触手可及

，
低头能见 的低枝上做巢

，
其 中稀有 的

“

桐花凤
”

甚至丝毫不惧怕人靠近 、打扰 ，
街坊邻里看到 了 皆是啧啧称奇 。 苏轼在文 中还仔细分析 了 鸟雀为何

不怕人的原 因
，
认为是家人不相加害

，
并且十分有诚信的持之 以 恒 。 他还将

“

人与鸟雀
”

和
“

苛政与

百姓
”

两种关系进行 了类 比
，
认为治 国施政也应该仁 以待 民

，

且不能朝令夕改
，
在文末 以 事喻政地

说出
“

苛政猛于虎
，
信哉 ！

”？

苏轼十岁 时
，
程夫人为他讲读东汉 《范滂传 》 。 范滂刚直不阿 、

一心为 民
，
整治腐败吏治却被诬

陷追捕
，
最后为不连累身边人

，
年仅三十三岁 的他选择 了从容赴死 。 在最后别离时 ，

范母 曰
：

“

汝今

得与李 、 杜齐名 ，
死亦何恨 ！ 既有令名

，
复求寿考

，
可兼得乎 ？

”？程夫人讲罢
“

慨然太息
”

，
十分感慨范

滂 的遭遇 。 轼请 曰
：

“

轼若为滂
，
母许之否乎 ？

”

程氏 曰
：

“

汝能为滂
，
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

”＠从 中不难

看 出年幼 的苏轼在母亲 的教导下
，
在学 习 古代先贤事迹 的过程 中

，

已经逐步建立起正直敢言 、 立志

为 民 的理念和胸怀 。

（
二

）
恪守本心

宋神宗熙宁十年 （
１ ０７７

）
四 月

，
苏轼赴任徐州

，
直到元丰二年 （

１ ０７９
）
三月 离开

，
他在此地主政近

两年 的 时间 。 苏轼面对愈演愈烈 的争斗并没有选择退缩 ，

一方面他没有被朝堂 的政治斗争所困扰
，

选择坚守 自 己 的本心
，
豁达面对

，
直言敢谏

；
另一方面他身体力行去做 了许多切实关乎百姓利益 的

事
，
并且成绩斐然

，
许多佳话流传至今 。 苏轼在徐州 期 间所表现 出来 的政治态度和为政处事

，
可 以

看做是他豁达人生态度和勤政为 民理念逐步走 向成熟 的标志 。

徐州 时期是苏轼人生 中 十分重要 的一个阶段
，
他暂时还没有被拉进北宋朝堂政治斗争最 中 心

的漩涡
，
但是

“

乌 台诗案
”

的风暴 已经离他近在咫尺
，

一些风雨欲来 的前奏也 已经显现 出来 。 他先后

上有基于徐州治理的奏折 《上皇帝书 》 《乞医疗病 囚状 》等 ；

？此外还他还极力言朝堂事
，
写有 《上韩

枢密书 》 《代张方肀谏用兵书 》等 。

《苏轼在这些文章 中有直言朝廷用兵之事不妥
，
对主政大 臣提 出

意见
，
其 中甚至不乏尖锐 的观点 。 此时苏轼 的处境 已经十分的微妙 了

，
现实 中两难选择 已经摆在他

面前
，
对当 时的新法不满

，
又不能不执行新法

；
反对新法必然面临严重 的政治后果

，
但

“

默而不发
”

、

不表达 自 己 的政见又
“

非忠 臣之义
”

。

１ １

苏轼完全可 以 选择独善其身
，
不去关注千里之外 的朝堂争

斗
，
但最终他仍然不顾 自 身处境与前途

，
选择 固守本心去发 出 自 己最真实 的声音 。

苏轼在徐州最为人称道 的还是他为 当地百姓做的一系列事情 。
１

、 抗洪 。 苏轼到任不久便遇到

了这次规模空前 的大洪水
，

“

水高于城 中肀地有至一丈九寸者
，
而外小城东南 隅不沉者三版 。

” “

彭

２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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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城下水二丈八尺
，

七十余 日 不退
，
吏 民疲于守御 。

”
１ ２

在抗洪过程 中他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
，

几

过家门 而不入
，
与抗洪 的百姓同 吃住

，

经过他的指挥调度和全城军民百姓 的连月 战斗
，
使得徐州城

免受 了洪峰侵袭 。 治理洪水过程 中
，
他主持整修长堤 、加 固城墙

，
事后修建

“

黄楼
”

，
徐州此后几百年

都未再受洪水 困扰
，
黄楼也屹立至今

，
成为徐州著名 的标志性建筑 。

２
、求雨 。 洪水刚退 ，

旱灾又至 。

苏轼写下 了饱含真情 的 《徐州 祈雨青词 》 ，

“

田 庐 漂 荡
，

父子 流 离 。
饥寒 顿仆 于 沟 坑

，

盗 贼 充 盈 于犴

狱
。
人 穷计 迫

，

理极词 危 。 望二麦之
一登

，

救饥 民 于垂死 。
而 天未悔祸

，
岁 仍 大荒 。

” “

小 民无知
，

大

命近止 。 愿 下 雷 霆之诏 ，

分敕 山 川 之神 。 朝 濟寸 云 ，
暮洽千 里 。 使 岁 得 中 熟

，

则 民犹 小 康 。

”
１ ３

此 夕 卜
，

他还亲至 田 间地头视察灾情
，
组织调动百姓修筑工程设施积极抗旱

，
留下 了许多至情至真

，
反映农

村 田 园 的诗篇 。 ３ 、发现石炭 。 徐州是北宋传统冶铁地 区 ，
周 围 的树木早 已过度砍伐

，
加之洪涝旱灾

，

徐州百姓的生活用柴和冶铁用碳 日 益艰难 。 苏轼在 《石炭 》诗引 中记载到
，

“

彭城 旧无石炭 。 元丰元

年十二月
，
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 白 土镇之北 。

”
１４

他发现 的石炭一方面解决了百姓的 日 常需用
，
让

其免受冬 日 严寒侵袭
；
另 一方面运用石炭冶铁

，

“

冶铁作兵
，
犀利胜常

”

锻造 出更加 出 色 的兵器
，
为

军备也提供一大助力 。

二
、兄弟情谊——误喜对床寻 旧 约

苏轼与苏辙 自 小一起成长
，
深厚的兄弟情谊贯穿 了他们 的一生 。 少年时期 的苏 氏兄弟在眉 州

一起求学 、 交游 、 参加科考 ，
朝夕 间 的相处让二人的感情慢慢升华 。 分别七年 ，

他们在徐州 重逢
，
期

间 多次联袂出游
，
并写下许多唱和诗文

，

二人在百 日 相聚 中无时不流露 出 至真至纯的兄弟之情 。

（

＿

）
相伴成长

宋仁宗宝元二年 （
１ ０３ ９

）
二月

，
苏辙 出 生于 眉 州

，
只 比兄长小两岁

，
他们在眉 州 的成长环境 、家

庭教育 、求学经历等都十分的相似 。 在二人流传下来 的文集 中
，
记载 了许多关于他们成长 中 的点

滴 。 苏氏兄弟在少年时期一起经历 了很多事 ，
深厚 的兄弟之情也是在这过程 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

这些事大致可 以分 ： 求学访贤 、佳文频 出 和生活小记 。

求 学访 贤 。 兄弟二人
一起接受母亲 的家庭教育

，

一起从学张易 简 、刘 巨 、史清卿等老师 ，

“

予幼

居 乡 闾
，
从子瞻读书天庆观

”
１ ５

嘉祐元年 （
１ ０５６

） ，
苏洵便携二子前往京师参加科考

，
途经成都拜访张

方￥
，
并请求他 向朝堂 中人引 荐苏轼兄弟 。 张方￥便尝试用制科方式来考察苏 氏兄弟 ，

结果二人的

表现都十分优秀
，
得到 了 张方肀 的盛赞 。 父子三人到雅州拜访了雷简夫 ，

雷简夫也极力 向文坛众人

推荐苏 氏父子
，

三人还未至京城便 已文名远扬 了 。

佳 文频 出
。 苏 氏兄弟在家 中读书 的地方名 为

“

南轩
”

，
苏洵后将其名改为

“

来凤
”

，
苏辙作有 《南

轩记 》 ，
多年 以后苏轼也作有 《梦南轩 》 ；

１ ６

苏轼送给弟弟一个奇特 的缸砚
，

“

因 为酒缸为砚
，
极美

，
蜀

人往往得之
，

以 为异物 。

”
１ ７

苏辙得到后十分珍惜
，
作有 《缸砚赋 》 ，

父亲苏洵对苏辙作 的这篇文章也

十分称赞
；
苏轼二十岁 时学业 已 成

，
作 《正统论 》 。 苏洵让仍 旧 求学 的苏辙 以苏轼为师

，

“

辙少而无

师
，
子瞻既冠而学成

，
先君命辙师焉

”
１ ８

让苏辙在兄长 的指导下继续专研学问
，
期盼他也早 日 学有所

成 。

生 活 小 记
。 苏轼 的文集 中记载有一段苏 氏兄弟和两个好朋友下雨时

，
在学舍 中

一起联句 的小

故事
，

“

程云 ：

‘

庭松偃仰如醉
’

杨 即 云 ：

‘

夏雨凄凉似秋
’

余云 ：

‘

有客高 吟擁鼻
，
子 由 云 ：

‘

无人共吃馒

头
’

坐 皆绝倒
”

。

１ ９

从 中可 以看 出兄弟二人不仅诗才 出众
，
都有幽默风趣 的一面

，

还十分的有默契
；
他

们二人在眉 山 时经常在礼泉 山 、 石佛 山 、尔家 山来往游玩 ，
并 留有许多诗文记载

， 《 自 昌 化双溪馆下

步寻溪源至治肀寺二首 》 《和子瞻凤翔八观 ？ 东湖 》等 ；

还 曾
一起去成都大慈寺极乐 院

，

观赏 了 卢楞

伽笔迹 留下题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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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深情厚谊

苏辙在 《逍遥堂会宿并引 》 中 写到
“

其后子瞻通守余杭
，
复移守胶西

，
而辙滞 留 于淮 阳 、济南 ，

不

见者七年 。 熙宁十年二月 ，
始复会于澶濮之间

，
相从来徐 留百余 日 。

”
２０

苏 氏兄弟入仕为官后
，
时常天

各一方不能相聚
，
但距离并未能阻隔二人的情感交流

，
弥足珍贵 的相处时光让他们 的兄弟情谊变

的更加深厚 。

在徐州 的百 日
，
他们和在 眉 州 一样

，

一起吟诗作赋
，
游 山访贤

，
暂时远离朝堂 的纷争和俗世 的

喧嚣 。

“

熙宁十年
，
蜀人苏轼为彭城守

，
弟辙实从入庙

，

观石而为之铭
” “

维汉之兴
，

三代无有 。 提剑一

呼
，
豪杰奔走 。厥初 自试

，
山石为剖 。

”
２ １

他们去汉高祖庙拜祭 、 观试剑石 ，
作诗 回顾汉高祖一生

；
他们

泛舟汴泗
，
作诗写赋

，
享受入仕后难得 的悠 闲 时光

，

“

渌水雨新涨
，
扁 舟意 自 如

”

；
在逍遥堂会宿

，

“

误

喜对床寻 旧 约
，
不知漂泊在彭城

”

七年 的分离
，
苏 氏兄弟终于再次相聚

，
他们在徐州彻夜长谈

，
珍惜

在一起的 每分每秒
，
想要将这几年 的兄弟相思一一倾诉

，
百余 日 的短暂相处让他们仿佛又 回 到 了

幼年相伴成长 的时光
；
去年 中秋苏轼作 《水调歌头 ？ 明 月 几时有 》诉说了与弟子 由 七年未见之苦 。 这

一年 的 中秋
，
兄弟二人终于聚首

，
共 同观月

，
苏辙赋 《水调歌头 》

“

去年东武今夕
，
明 月 不胜愁

”

，
抒发

了相聚 的欢快
，
但又将要分别 的离愁 。

苏辙接到南京 留守签判 的任命
，
十六 日 随 即离开徐州

，
前往任地 。 刚离开徐州 ，

苏辙便作 《初发

彭城有感寄子瞻 》 ，
他在诗 中从多个角 度讲述 了他与兄长 的深情厚谊 。 其 中

，
有别离时的不舍

，

“

扁

舟久不解
，
畏此行路难

”

；

回顾 了幼年相伴读书 、 成长 的 时光 ，

“

念昔各年少
，
松筠 閟南轩 。 闭 门 书史

丛
，
开 口治乱根

”

；

记述兄弟二人怀揣抱负
，
奋厉当世志

，

“

文章风云起
，
胸胆渤懈宽 。 不知身安危 ，

俯

仰道所存
”

；

还有对 当前朝堂政策 的不满
，

“

岂意十年 内
，

日 夜增涛澜 。 生 民竟憔悴 ，
游宦 岂复安

”

。

２２

苏轼随后在 《初别子 由 》 中称赞苏辙 ，

“

好学老益坚
，
表里渐融 明 。

”

将兄弟 间 的情谊定义为
“

岂独为

吾弟
，
要是贤友生

”

，
这种亦兄弟亦贤友 的关系让他们在亲情 、 文学 、政治等更多 的领域走 的更近 ，

也交流 的更深 。

２３

三
、诗文风格——苏子作诗如见 画

苏轼 的诗文风格多样
，
或清丽婉转 、或豪迈雄壮 、或淳朴 自 然

，
他不 同 时期 的作 品风格或许不

一

，
但 内在 的渐变脉络依 旧有迹可循 。 眉 州是苏轼诗文创作 的发源 ，

从流传下 的诗文 中能够找到他

创作 中 的许多片段和对人生最初 的思考 。 徐州 则是其文风多样 ，
走 向成熟的地方

，
他在两地创作 出

的作 品有着深深的 内在呼应 。

（

＿

）
诗文发端

苏轼七岁入小学
，
师从刘 巨等人 。 刘 巨赋鹭鸶诗 ，

末云
“

渔人忽惊起
，
雪片逐风斜

”

，
坡云

“

何若
‘

雪片落蒹葭
’

乎
”

，
刘 巨连连称

“

吾非若师也 。

”
２４

九岁 时
，
苏洵命他作 《夏侯太初论 》 ，

其 中有
“

人能有

碎千斤之壁
，
不能无失声于破釜

；
能搏猛虎

，
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

”

等句 。

２５

从这些句子可 以看到此

时苏轼诗文天赋渐渐显露 出来
，
写 出 的句子 已经富有想象力 、 美感和一定 的哲思 。

苏轼约在十二岁前后作 《却 鼠刀铭 》 。

２６

苏轼磨刀前
，
鼠 ：

“

侵堂及室
” “

跳床撼幕
” “

掀杯舐缶
，
去

不遗粒
”

，
猫 ：

“

猫见不嗟
，
又乳于家

”

；
磨刀后

，
鼠 ：

“

炊未及热
，
肃然无踪

”

，
猫 ：

“

昼巡夜伺
，
拳腰弭耳

，

目 不及顾 。 须摇乎穴 ，
走赴如雾 。

”
２７

文 中用轻快的笔法
，
将 鼠 、 猫在磨刀前后 的不 同表现描写 的十分

生动形象 。

“

匣而不用
，
无有爪牙 。 彼孰为畏 ？ 相率 以逃

” “

不言而喻
，
是亦何劳

”

文末再用 自 问 自答

这种巧妙 的方式来提升文章主题 。 此时苏轼行文 已 十分流 畅
，
画面描写鲜活

，
他善于捕捉细节

，
将

生活 中不起眼 的点滴用笔勾勒 出来
，
加 以 自 己 的思考

，
升华文章 。

十九岁
，
苏轼学通经史

，
作 《正统论 》三篇 。 这三篇文章是苏轼早期文论 的集大成 ，

也是其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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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思辨 的集 中体现 。 他认为
“

而不 以实伤名
，
而名卒不能伤实

，
名轻而实重

；

不 以实伤名
，
故天下不

争
；
名轻而实重

，
故天下趋于实 。

”
２８

他在文 中将名实论与正统论紧密 的结合在
，
开拓 了 正统论辩证

的新方式
，
他 的

“

名 实观
”

丰富 了正统论 的 内涵和理论依据
，
起到 了 同 时代其他正统论没有 的重要

作用 。

２９
“

轻名重实
”

的观点对苏轼影响深远
，
此后几十年北宋朝堂上

“

变法
”

和
“

守 旧
”

交替上演
，
苏

轼都未彻底加入任何一方
，
他始终不受政见 、个人偏好左右 ，

坚持
“

重实
”

，
选择实实在在 的 为 国 为

民之策 。

（
二

）
文风沉淀

苏轼在徐州 留 下 了 的 ２００ 余首诗词
，
这些作 品 大致反映 了他在这一时期 的生活面貌 、创作风

格和文学成就 。 这些诗词继承了前一时期 的豪放风格 ，
并且更加成熟凝练直抒胸臆

；
内容上更加多

元
，

日 常生活 、 农事 、 交游 、 送另 Ｉ

） 、 题画等无所不包
；
诗词 中传达 了更多他对农事 民生 的关注

，

以及仕

宦人生 的思考
，
特别是其农村 田 园题材诗词 中饱含 了惜农爱 民 的情感

，
以及对 当 时政策 的不满愤

懑
，
这与苏轼少年立志为 民

，
轻名重实的态度息 息相关 。

关于苏轼徐州诗词 的研究颇多
，
这些文章从不 同 的 角度论述 了苏轼在徐期 间诗词创作发生 的

改变 、创新和走 向成熟 。 朱孝文在 《赖有江山慰诗才 》 中通过分析苏轼 的徐州 诗作 ，
讲述 了苏轼实

干 、爱 民 的
一面

，

以及诗 中勾勒 出 的宋代徐州历史画卷 。

》

邱俊鹏在 《苏轼徐州诗作探析 》 中认为苏

诗 的独特艺术风格形成
，

经历看一个较长 的 时期
，
其 中 的豪放风格在知徐州 时期达到顶峰

；
苏轼 的

题画诗在章法结构 、 艺术构思和形象描绘上都达到 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 的高度 。

３ １

苗潇潇在 《论苏

轼徐州 时期 的诗词创作 》 中对苏轼徐州诗词进行整体研究 ，
提 出 苏轼在豪放 、清雄 、 清新和题画 四

个方面 的改变和创新
，
认为苏轼在徐州创作 的大量诗词有一定 的特色和价值

，
达到他思 想和艺术

并举的高峰时期 。

３２

王文龙在 《略论苏轼 的徐州词 》 中提到苏轼在徐州词创作上 的
“

诗化
”

现象
，

以及

创作题材上 的拓展和创新
，
尤其是其 中 的农村词 。

３ ３

李世忠在 《苏轼徐州作 ＜浣溪沙 ＞五首 》 《酒 困路

长意
，
蹭蹬 向谁摅 重读苏轼徐州作 ＜浣溪沙 ＞词 》两篇文章 中

，
着重讨论 了苏轼描写 田 园农村方

面 的词作 。 肯定 了这些词 的开境之功
，
分析词背后反映的政治斗争 以及苏轼对新法政策 的不满和

表现 出 的爱 民情怀 。

３４３５

四 、结 论

眉 州 的苏轼仿佛一颗正在茁壮成长 的幼苗
，
汲取着 当地文化泥土 中 的养分

，

逐步树立起乐观

旷达的人生态度和报 国 为 民 的人文情怀
；
苏 氏兄弟 自 幼相伴成长

，

一起求学 、游玩 ，
兄弟 间 的默契 、

情谊都在慢慢 的滋长
；
他在不多 的早期作 品 中展露 出 了 细致 的观察力 、 凝练 的文笔 、 贴近生活 的文

风和超乎寻常 的文学天赋 。 徐州 的苏轼 已经是在多方面开花 、结果 的大树 了 ，
他将为 民 的理想与情

怀化作抗洪第一线 的身先士卒 、实地组织抗旱和饱含真情 的祈雨 ，
寻找解决百姓燃眉之急 的煤炭

，

他心系百姓 、善政 的美名 在 当地流传至今
；

百 日 相聚时 间虽短
，
但兄弟二人多次相约 出 游

，
中年 的

他们有 了更多关于文学 、政治和人生 的探讨 ，

两首 《水调歌头 》和别离时 的和诗是他们深情厚谊最

好 的注解
；
他豪放 的风格逐步大成

，
别具一格 的题画诗也让人眼前一亮

，
他还深入 田 间地头细腻入

微地观察百姓 日 常
，
写 出 了贴近现实

，
反映民 间生活情景

，
表达 自 己 不满朝堂政策 的农村 田 园诗 。

从眉 州 到徐州 苏轼 留下 了 大量 的诗 、 词 、 文 ，
这些作 品反映 了他在两地真实 的生活面貌

，
并将

发生在他身边 的故事鲜活地呈现 了 出来 。 通过解读经典 ，
苏轼在眉 、 徐两个时期为 民情怀 、 兄弟情

谊 、多样文风上不变 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

正是这份不忘初心 的坚守
，
赋予 了苏轼诗文和故事更丰

富 的精神 内涵
，
使得其在千年后仍然被探讨解读

，
久久传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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