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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被逐出官舍后苏东坡被逐出官舍后，，在儋州城南的桄在儋州城南的桄
榔林里买下一块荒地要结庐而居榔林里买下一块荒地要结庐而居。。乡民乡民、、当当
地读书人地读书人、、莘莘学子一齐动手莘莘学子一齐动手，，只需几天便只需几天便
盖起了三间草房盖起了三间草房。。他命其名为他命其名为““桄榔庵桄榔庵””。。
他给朋友写信说他给朋友写信说：：““初至僦官屋数椽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近复遭
迫逐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仅免露处。。而囊为一而囊为一
空空。。困厄之中困厄之中，，何所不有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置之不足道，，聊聊
为一笑而已为一笑而已。。””

苏东坡这一笑苏东坡这一笑，，笑出了随遇而安的超然笑出了随遇而安的超然
心态心态：：既然自己不属于朝廷既然自己不属于朝廷，，不属于官场不属于官场，，那那
就属于民间就属于民间；；此处村舍连环此处村舍连环，，鸡犬相闻鸡犬相闻，，弥漫弥漫
着人间烟火着人间烟火，，太好了太好了。。何况何况，，桄榔林周边都桄榔林周边都
是簕竹是簕竹，，““竹树散疏影竹树散疏影””，，““涩簕暗蛮村涩簕暗蛮村””。。他他

““宁可食无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不可居无竹””。。
在百姓中的苏东坡出入有热情的问候在百姓中的苏东坡出入有热情的问候，，

又有亲切的关照又有亲切的关照。。““北船不到米如珠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醉饱萧
条米月无条米月无””时时，，当地的朋友就拿来粮食当地的朋友就拿来粮食，，百姓百姓
们也送来红薯们也送来红薯、、芋头芋头、、野菜野菜，，夜里躺在床上听夜里躺在床上听
见嘈杂的猎鹿声见嘈杂的猎鹿声，，早晨就有猎人叩开他的柴早晨就有猎人叩开他的柴
门门，，以鹿肉相赠以鹿肉相赠。。桄榔庵里很热闹桄榔庵里很热闹，，当地的读当地的读
书人来造访书人来造访，，外地和本地的学子来求教外地和本地的学子来求教，，黎民黎民
百姓也来做客百姓也来做客。。人们喜欢听这个学识渊博的人们喜欢听这个学识渊博的
人谈天说地人谈天说地，，讲新鲜的事讲新鲜的事，，讲有趣的故事讲有趣的故事，，或或
者和他说笑逗乐者和他说笑逗乐。。他经常和农民在桄榔林里他经常和农民在桄榔林里
席地而坐席地而坐，，天南地北地聊天南地北地聊。。他讲一阵他讲一阵，，就轮到就轮到
别的人讲别的人讲。。农民讲不出农民讲不出，，他就让他们讲鬼的他就让他们讲鬼的
故事故事。。苏过告诉人们苏过告诉人们，，若有一天没客人来若有一天没客人来，，他他

父亲就像身体不舒服父亲就像身体不舒服。。苏东坡也写信给苏辙苏东坡也写信给苏辙
说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下可以陪卑田院
乞儿乞儿。。在我眼中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桄榔庵里常听到山歌桄榔庵里常听到山歌，，苏东坡学着唱苏东坡学着唱。。
一天在田野里一天在田野里，，农民送给他一个大西瓜农民送给他一个大西瓜，，他头他头
上顶着那西瓜踩在田埂上上顶着那西瓜踩在田埂上，，边走边高兴地哼边走边高兴地哼
着山歌着山歌。。一位老太婆送饭给地里的丈夫一位老太婆送饭给地里的丈夫，，见见
他调皮他调皮，，像个大孩子像个大孩子，，问问：：翰林大人翰林大人，，你现在和你现在和
我们一个样我们一个样，，想来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是不是像一场春梦？？他哈他哈

哈笑哈笑，，索性叫她索性叫她““春梦婆春梦婆””。。遇见春梦婆遇见春梦婆，，他总他总
要逗笑几句要逗笑几句，，甚至唱山歌逗乐甚至唱山歌逗乐。。一次酒后一次酒后，，他他
干脆唱七绝诗与春梦婆对山歌干脆唱七绝诗与春梦婆对山歌。。春梦婆口嚼春梦婆口嚼
槟榔槟榔，，嘴唇乌黑嘴唇乌黑，，他唱道他唱道：：““蓬发星星……朝朝蓬发星星……朝朝
送饭去寻夫……送饭去寻夫……””春梦婆对回春梦婆对回：：““是非只为多是非只为多
开口开口，，记得朝廷贬你不记得朝廷贬你不？？””

儋人黎子云居城东南儋人黎子云居城东南，，躬农圃之劳躬农圃之劳。。苏苏
东坡常和文友们在黎子云家喝酒东坡常和文友们在黎子云家喝酒、、饮茶饮茶、、吟吟
诗诗、、聊天聊天。。黎子云让出自己的房屋黎子云让出自己的房屋，，建学堂建学堂
给苏东坡讲学给苏东坡讲学，，依据扬雄载酒问字的典故依据扬雄载酒问字的典故，，
名其堂曰名其堂曰““载酒堂载酒堂””，，于是有了现在的东坡书于是有了现在的东坡书
院院。。酒后苏东坡从黎子云家回来常迷路酒后苏东坡从黎子云家回来常迷路，，诗诗
曰曰：：““半醒半醉问诸黎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竹刺藤梢步步迷。。但但
寻牛矢觅归路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家在牛栏西复西。。””那天下那天下
雨雨，，他借农家的斗笠他借农家的斗笠、、蓑衣蓑衣、、木屐穿戴木屐穿戴，，走回走回
家来家来。。乡间小路泥泞乡间小路泥泞，，他歪歪斜斜踩着泥水他歪歪斜斜踩着泥水
走走，，一群孩子见老先生打扮成这个模样一群孩子见老先生打扮成这个模样，，身身
上又溅满了泥水上又溅满了泥水，，很滑稽很滑稽，，跟在后边哄笑跟在后边哄笑。。
有诗曰有诗曰：：““野径行行遇小童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黎音笑语说坡
翁翁””，，““总角黎家三四童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口吹葱叶送迎翁。。””
回到住处回到住处，，邻居们瞧着他发笑邻居们瞧着他发笑，，连路边的狗连路边的狗
也感到惊异也感到惊异，，追着他吠……先生离开儋州追着他吠……先生离开儋州
了了，，却留下一幅妙趣横生的笠屐图却留下一幅妙趣横生的笠屐图。。九百多九百多
年来年来，，此图不断激发人们对先生在儋州岁月此图不断激发人们对先生在儋州岁月
的回望和想象的回望和想象，，又成为先生不拘不束性情的又成为先生不拘不束性情的
真实写照真实写照，，更是先生和这片土地更是先生和这片土地、、土地上的土地上的
人血肉交融的印证人血肉交融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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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初九
的早晨，大地看起来同往常一样辽阔而安静。
中国西南部的眉山百姓，却发现了一件令他们
惊讶的事情。眉山位于嘉州（乐山）以北四十
多里一处山水形胜之地，尤其是那条环绕小
城的岷江支流玻璃江，清澈见底，宛如一湾明
净的流动玻璃。眉山人家一早推开门窗，看
见熟悉的彭老山（彭祖山）的西边，一片云蒸
霞蔚的景象。

就在这一天的卯时，眉山苏家诞生了一
位男婴，姓苏名轼字子瞻。苏家系出上古黄
帝与嫘祖之孙高阳颛顼大帝。到了后汉，苏
章的子孙一直居住于赵郡（河北邯郸）。唐代
武则天时期，诗人苏味道官眉州刺史，迁益州
刺史，还没有来得及到任，即病死于眉山途
中。苏味道的儿子只好留在眉州，这是苏家
在眉山生活最直接的远祖。苏家程夫人望着
襁褓中的婴儿，这个苏家出生的第二个儿子
（长子已夭折），生得虎头虎脑的，心中有说不
尽的欢喜。忽然想起刚刚怀上时，自己做的
那个奇怪的异象之梦：一位眇着一只眼睛的
瘦高和尚来到苏家，希望在家中暂住一夜。

苏轼很早就知道母亲这个梦。苏轼说：
他在七八岁时也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一
个和尚，在陕右一带行化布施。

苏轼曾经问过父亲苏洵，为什么要给他
们兄弟俩取个都带车旁的名字。苏洵说：
你叫苏轼，这个轼，和车轮、车辐、车盖和车
轸等相比，在车子的结构中并不算重要的，
只是车前的一截搭手的横木，但也是必不
可少的，如果车子没有轼，就不是一辆完整
的车子了，是不是？苏轼有点儿不高兴了，
噘着小嘴儿问道：我就那么没有用处么？
苏洵爱怜地抚摸着苏轼的脑袋：你当然有
用，正因为你太有用了，所以，才专门为你
取了这个名字。我想告诉你的是：要像那
段不起眼儿的木头一样，放低自己，不显山
露水，不锋芒毕呈。你呀，苏洵屈起右手食
指，轻轻敲了一下苏轼发亮的额头：你呀，
虽然年纪还小，我已看出很多头苖头来。
我给你取这个名字，希望你将来，在人生漫
长的旅途中，忽略很多外饰的东西，做一个
有内涵的低调的人，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
一个幸福的人，不受外力干扰的人。这并
不是说我对你没有期望，有的，而且很大，
所以才名轼字子瞻，你可凭轼而立，志存高
远啊！苏轼似懂非懂：那弟弟的名字，又有
什么深意？苏洵笑道：至于辙嘛，它压根儿

就不是车子本身的任何结构，而它的重要
性，却几乎超过了车子本身，为什么呢？苏
轼想了想：我知道了，天下的车子，都是沿
着前车之辙而前行的，所谓前车之鉴嘛，看
来，子由弟弟很厉害呀。苏辙安静地坐在
一旁，始终不发一言。多年以后，历经苦难
的苏轼早已身为人父，才渐渐明白父亲当
年的苦心，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人皆养子
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
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一转眼，苏轼就七岁了，在程夫人的引
导下开始识字读书。孩子生性浪漫贪玩儿，
苏轼也不例外，读一会儿书就闪人。夏天的
一个黄昏，在纱縠行的附近不远处，苏轼正
和弟弟子由、程之元还有陈太初几位小朋友
一起玩儿爬树摘果子比赛的游戏。几个孩
子像淘气的猴子一样将摘下的梨子和板栗
直接从树上扔下来，一个两个三个地数着，
看谁扔得最多。忽然听见有人叫道：小心，
别砸着了路人。正在这时，一个伛偻的身影
走到树下来纳凉。几个孩子觉得有些扫兴，
跑到别的地方玩儿去了。只有苏轼留下来，
他认识这个九十岁的朱姓老人，就住在城边
的一座尼姑庵中。老尼给苏轼讲了个故事：
你知道成都吗？那是七八十年前的旧事了，
那时候啊，咱们这儿还不叫大宋呢，叫孟蜀，
咱们的皇帝叫孟昶。我还是少女的时候就

出家了，曾跟着师傅去蜀宫做些法事。苏轼
望着神采奕奕的老尼，突然觉得面前的老人
像一个穿越时空的神灵一样。老尼接着说：
也是在一个夏天，比今天热多了，是黄昏吧，
也可能刚刚入夜，我看见蜀国皇帝和他最喜
欢的花蕊夫人一起，坐在皇家园林摩诃池边
纳凉呢，那场景太梦幻了，令我终生难忘。皇
帝和夫人一边赏月，一边吟咏着诗词。苏轼
好奇地问：老人家，你还记得他们吟的什么诗
词吗？老人不无自豪地说，我还记得其中一
首“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苏轼一边听
着老尼的吟诵，一边想象着成都摩诃池的壮
丽景色。说也奇怪，一种难以名状的清凉之
美，迅速传遍苏轼的全身。这个故事给孩提
时代的苏轼印象十分深刻，以至于四十年后，
苏轼谪居黄州时，仍然对此念念不忘。可惜
已经不记得老尼背下的全词，只有头两句记
忆犹新。于是，在这两句的基础上，苏轼写出
了《洞仙歌》。是啊，流年总是暗中偷换，而讲
述蜀宫旧事的老尼，早已不在人间。

八岁时，苏轼正式入读小学。说来凑
巧，苏轼就读的学校就在天庆观北极院中，
负责教学的老师，是张易简老道士。在上百
个学生中，张道士最喜欢这个叫苏轼的学
生，从苏轼身上，他看见了神奇的未来景
象。一天，有个从京师汴梁回来的读书人，
带来了山东作家和诗人石介（守道）新近所
作的《庆历圣德诗》，和张道士一起欣赏。苏
轼从旁边经过，看见两人津津乐道的样子，
有点儿好奇，想悄悄上前窥观一下，看看到
底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苏轼仅仅是从旁
边瞟了几眼，居然就背诵出来了。苏轼问
道：先生，请问诗中所歌颂的十一人，是些什
么厉害的角色啊？张道士说：小孩子问这些
个干什么呢！苏轼眉头一扬，不服气地反问
道：他们是天人吗，如果是天人，那我就不敢
知道了。如果不是天人，而是和我们一样的
人，那我为什么就不可以知道呢！张道士听
完苏轼的话，觉得小小的苏轼句句在理，并
且有一股倔劲儿和豪气，连连拍案叫奇。张
道士还耐心地将石介所歌颂的十一人原委
一一告诉给苏轼：子瞻，你要知道，这里面个
个都是大人物，尤其是韩琦、范仲淹、富弼和
欧阳修四人，堪称当世人杰啊！从此，人杰
的种子，就在苏轼幼小的心灵中落土生根
了。四人之中，除范仲淹苏轼没有见过，其
余三人后来苏轼均有交往，欧阳修还成了苏
轼终生不忘的伯乐和恩师。

十月秋高气爽。此时苏轼，正值意气风发
之时。青春本就是意气的另一种说法，何况今
番入京，将是仕途的全面打开，四下看去，只觉
天宽地阔，似乎无处不能任己翱翔。最重要的
是，在舟上同行的，都是自己至亲至爱之人。两
年前在京师，父子三人不都是被公认的才子
吗？对苏轼来说，只觉前途如眼前江流般开
阔。想起前人李白写过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
挂云帆济沧海”的诗句，豪迈固然豪迈，却终究
是失意时的自我暗示。所谓暗示，也就是未能
实现的愿望不肯消散，能不能最后实现，终还是
未知之数。今天的自己却完全可以实现连李白
也未能实现的理想。他不需要暗示自己“长风
破浪会有时”，眼前不正是乘风破浪的时刻吗？

大河滚滚，舟行如箭。从眉州南行两天后，
至一百二十里外的第一站嘉州（今四川省乐山
市）系舟上岸。因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于
乐山交汇，商贾游人自是不少，历代名胜也多，
最为天下扬名的便是建于唐朝的乐山大佛，其
头、身、足三部，分别由乌尤山、凌云山和龟城山
三山联襟而成。一行人游兴大起，登凌云山观
大佛，游龙岩和凌云寺。从后世徽宗年间邵博
笔下“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州之
胜在凌云寺，寺之南山，又其胜也。嘉祐中，东
坡字其亭曰清音，又南山之胜也”的句子可见，
当日苏轼在游寺之时，除了题诗，还兴致勃勃地
将寺内能“俯江干，平视三峨，极旷望之致”的亭
子题名为“清音亭”。这也是有史可考的苏轼第
一次为亭题名。

理所当然的是，出门所遇，不仅事，还有
人。苏洵曾负笈八方，识人甚多，此刻想起嘉州
相识，便携二子出城十里，拜见隐居于此的老友
程公望。程公望住在九顶山南麓，该处有三洞，
洞名颇富道家色彩，分别为“白云”“朝霞”“清
风”，合称“白崖三洞”。程公望居于“朝霞洞”
中，专心致志地注解《易经》。也因此，后人又将
其称为“治易洞”。能遇奇人异事，苏轼自大为
振奋，更何况，他幼年的开蒙之师张易简便是道
士。此时苏轼对道学和《易经》虽还谈不上有多
深研究，却也并非完全陌生，与程公望相谈甚
欢。

返城后已到黄昏，在渡口见一大汉瘦马傍
身，端坐江边远望，神情漠然。苏氏父子虽是文
人，却性格豪迈，觉其颇有异人之姿，遂上前攀
谈。得知对方名叫郭纶，是嘉州一个监税小
官。交谈中知郭纶自幼习武，尤以弓箭见长，曾
投军河西，在与西夏交战中，固守三川寨立下战
功，却没见多少封赏，后在黎州（今四川省汉源
县）做过一段时间都监官，因无钱不能归乡，遂
流落嘉州栖身。世间不平事从来随处可见，对
苏轼来说，还是初次亲闻，感慨之下，动笔为郭
纶写下以“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
为起句的诗歌相赠，苏辙也为其赠诗，令郭纶大
起知己之感。

旅途间的逢人遇事，都是眼界得以开阔之
举。当一行人于十三日登舟，继续南行时，苏轼
对嘉州几日见闻既感慨倍生，又交织起对前途
的展望。舟行不久，一首《初发嘉州》的诗歌在
兄弟二人笔下同题涌出。苏辙的有三十六行，
苏轼的虽只十二行，却令人更为过目难忘：

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
锦水细不见，蛮江清更鲜。
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
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
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将这首诗与苏轼后期诗歌相比，说不上老
辣，却自有一股扑面而来的青春之气。说其不
老辣，不等于说它不成熟。今天重温该诗，能发
现苏轼的创作风格在起步之时，既不像李白那
样以想象取胜，也不像杜甫那样以忧患为先，而
是以自己对情感和事物的垂直挖掘为重心。能
挖到多深，取决于才力和最后的思想深度。对
二十出头的苏轼来说，当然还不会知道，自己踏
上的这条创作之路，将等同于自己的人生之
路。人生到不了极处，这种写作也到不了极处，
二者相辅相成。

舟往南行，嘉州远去了。岷江宽阔，水远云
高。在故乡待得太久的人，都会渴望故乡外的
天空。离开眉州的苏轼，还需一些时日，才能离
开四川。

嘉祐二年（1057年）的科考，堪称中国科举史上
最华彩的一页。之所以如此，全因为欧阳修担任了
主考官。是年正月六日，欧阳修受命知礼部贡举
事，仁宗皇帝特别赐予他“文儒”的尊号。同知贡举
的还有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
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欧阳修文学上的同道梅尧
臣作为参详官，参与试卷的审阅。一群人随即进入
贡院，开始五十多天的封闭，直至二月底出闱之后
才能够出来。

北宋开国以来，文坛流行追求辞藻华丽、形式
雅致的文体，这种文体因《西昆酬唱集》得名，被称
为“西昆体”。代表性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等，都
是养尊处优的社会上流人士，他们推崇晚唐李商隐
精雕细琢的表现手法，讲究修辞的精美和格律的工
整，却忽略直指世道人心的精神内涵，渐渐形成了
一种套路化的写作。庆历年间，欧阳修的同年进
士、执掌太学教席的石介，大肆抨击“西昆体”，称其

“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词，浮华纂
组”。在他的矫枉之下，太学生们好新掠奇，又形成
一种扭捏造作、佶屈聱牙、奇崛怪诞的文风，被称为

“太学体”，属于学院派的路数。欧阳修曾经致信石
介，批评其“好异以取高”的文学倾向，指出“君子之
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但这位自许甚高的老
友并不以为然。欧阳修将“西昆”“太学”两种文体
视为左道，决意通过科考来破除科场积弊，扫荡文
坛的风气，赓续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和文以载道的
传统，继往开来，完成一场文体上的革命。为此，他
明确要求应试作文必须言之有物，平易自然，凡为
险怪艰涩之文者一律黜落！

太学生中有位名叫刘几的，被认为是国子第
一，特别喜欢使用生僻怪诞的词汇，在这届考生中
呼声甚高。欧阳修在试卷中读到一篇作文，结尾有
这样的句子：“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尽管是名
字已经糊住，但他断定必是刘几的卷子无疑，于是
拎了出来，并在上面批上“大纰谬！”三个字，将其张
贴在墙上，作为反面教材让考官们观摩。

这一届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在
众多考卷中，有一份策论让梅尧臣大为惊喜。此论
言简意赅，而且思路清明，态度中和，将仁治天下的
理念阐述得十分周全。其中有这样精辟的字句：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
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
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
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
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
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
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
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
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
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参详官连忙呈送给主考。欧阳修法眼一扫，便
觉得此文思路绵密，见地独到，行文沉稳，名列榜首
不容商量，但脑筋一转，怀疑此文极有可能出自学
生曾巩之手。此次评卷标准改变，已经招来舆论的
喧哗，如果获得魁首的是主考官门下弟子，将会授
人以柄，引火烧身。于是，他将卷子降为策论的第
二名。揭榜之后才知道，却是眉山苏洵儿子苏轼的
答卷，而此子十八岁的弟弟苏辙，也榜上有名。

原先，殿试都会有一些考生落榜。有的来自边
远地区的落榜者，因为缺少返回家乡的盘缠，流离
失所，甚至有人跳河自尽。仁宗皇帝听说之后，内
心恻然，便在殿试环节取消“黜落制”，所有礼部上
报的进士，全都通过皇帝的御试。也正是因此，欧
阳修的理念得到了畅通的贯彻。因为评价观念的
扭转，很多具有真才实学的士子得以鱼跃龙门，成
为国家的精神财富。北宋中后期的精英人物，大都
出自这一届科考的龙虎榜。文学方面有苏轼、苏
辙、曾巩等；思想方面有程颢、张载、朱光庭等；政治
方面有章惇、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这些
人都可以说是欧阳修的门生。在考场上遭遇重挫
的太学生刘几，之后不仅转变文风，也将名字改为
刘煇，重新参加两年之后的考试，被时任殿试详定
官的欧阳修擢拔为状元。欧阳修之所以被公认为
一代文宗，不仅因为他的文学成就，还在于他襟怀
量度开阔，慧眼识人，见得别人的好，由衷地为他们
欢呼鼓舞，没有文人相轻的恶习。

考试结果公布考试结果公布，，三百八十八名进士三百八十八名进士，，得到了皇得到了皇
帝亲手赠送的帝亲手赠送的《《儒行篇儒行篇》。》。那是那是《《孔子家语孔子家语》》中关于中关于
儒者品德与行状的叙述儒者品德与行状的叙述，，君子人格的集中体现君子人格的集中体现，，士士
子修身的指南子修身的指南。。

本届科考本届科考，，苏轼成绩居中苏轼成绩居中，，以乙科上榜以乙科上榜，，但策论但策论
单科成绩突出单科成绩突出。。这次成功的应试这次成功的应试，，不仅为他今后的不仅为他今后的
人生铺垫了阶梯人生铺垫了阶梯，，也让他结识了程颢也让他结识了程颢、、张载张载、、章惇章惇、、
曾巩等一批国家的精英曾巩等一批国家的精英，，并从此与他们发生命运的并从此与他们发生命运的
交集交集。。张榜之后张榜之后，，他照例分别致书各位试官他照例分别致书各位试官，，感谢感谢
他们的知遇他们的知遇。。看了苏轼的看了苏轼的《《谢欧阳内翰启谢欧阳内翰启》，》，和随函和随函
附上的文章附上的文章，，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欧阳修对梅尧臣说：：““读轼书读轼书，，不觉汗不觉汗
出出，，快哉快哉！！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放他出一头地。。””回回
到家里到家里，，还对儿子说还对儿子说：：““汝记吾言汝记吾言，，三十年三十年后后，，世上人世上人
更不道着我也更不道着我也！！””他真的是要把文坛领袖的地位他真的是要把文坛领袖的地位，，出让出让
给初出茅庐的苏轼了给初出茅庐的苏轼了。。不过不过，，在这场科考中慨叹至深在这场科考中慨叹至深
的的，，莫过于苏洵莫过于苏洵，，他百感交集地说道他百感交集地说道：：““莫道登科易莫道登科易，，老老
夫如登天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小儿如拾芥。。””实在想不明实在想不明
白白，，为什么对他而言如同登天一般的难事为什么对他而言如同登天一般的难事，，到了两个到了两个
儿子这里儿子这里，，怎么就像在地上捡起草芥一般容易呢怎么就像在地上捡起草芥一般容易呢！！

11月月3131日日，，““千古风流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不老东坡
———苏轼主题文物展—苏轼主题文物展””在海南省博物在海南省博物
馆开幕馆开幕。。为应和本次文物展为应和本次文物展，，本期椰本期椰
风版特别邀请了几位知名作家风版特别邀请了几位知名作家、、学者学者，，

从不同的角度讲述苏东坡从出生从不同的角度讲述苏东坡从出生、、入入
学学、、参加科举及至贬谪儋州的一些生参加科举及至贬谪儋州的一些生
活片段活片段，，让我们得以接近趋于真实的让我们得以接近趋于真实的
东坡先生东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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