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病而困居岛夷的苏轼深得慰藉，度
过了难挨的岁月，完成了其自认最重
要的学术著作——《易传》《论语说》
《书传》，创作诗文三百余篇，后被人
整理为《海外集》。苏辙教诲族人，每
每都会以苏过之孝为例，连北宋文学
家晁说之都感叹：“先生之立言者，叔
党之功业也。”

苏轼去世后，苏过按父亲遗愿，将
其葬于郏城“小峨眉”，并于崇宁元年、
二年（1102年、1103年）为父守丧。

文袭东坡 人称“小坡”

《宋史》在《苏轼传》后为苏过留
下了一段完整文字，其文字主要来源
于晁说之撰《宋故通直郎眉山苏叔党
墓志铭》，通过该文我们可以拼凑出
其大致生平：苏过十九岁通过发解
试，而在礼部省试时失利，苏过曾在
《送粹公保德通守还朝》诗中谈及当
年举进士科失利之事：“当时射策探
月窟，想骑八骏超昆仑。我时赛步谩
追逐，一跟不复骆车轮。”元祐七年，
苏轼任兵部尚书时，苏过因恩荫制度
任右承务郎。

此后他再也没有应过科举，而是
随父宦游，谪居岭海。为父亲守孝期
满后也未出仕，而是随叔父定居颍
昌，自号“斜川居士”。直到生命最后
十年，他才因为生计问题而不得不出
仕，先后出任太原府监税、郾城县知
县；最后出任中山府通判，不久因事
前往镇阳，不幸途中暴病而亡，享年
五十二岁。

苏过不仅至孝，亦长诗文书画，
其传世诗集《斜川集》收录有其近三
百首诗作，其《思子台赋》《飓风赋》均
早行于世，时称为“小坡”，盖以苏轼
为“大坡”，言其承袭东坡之余风也。

其现存诗作主要为古体诗，内容
以谪居之地的风物民俗和与父兄师
友的唱和交游为主，行文风格与苏轼
神似。除了天资聪颖，也与他自幼一
直跟随父亲左右，尤其七年岭海朝夕
相伴，备受其父熏染教益不无关系。

元祐间，生活较为安定，苏轼多
次作诗文指点苏过，苏过也常遵父命
应景作诗，如苏轼《书子由梦中诗》
《评诗人写物》等都是指点苏过写作
的珍贵“教程”。被贬岭南后，父子同
游，佳作迭出，苏过《游英州碧落洞》
即是现存《斜川集》中最早的一首纪
游诗。初至儋州时，苏过写下《志
隐》，苏轼看了之后说：“吾可以安于
岛夷矣。”儿子文笔令人欣慰，哪怕是
久居海岛也无甚遗憾了。

苏轼还用自己儿时抄写《汉书》
的方法训练儿子，命他在岛上抄写友
人借来如《唐书》《前汉书》等珍贵史
籍，一是为了复制经典以便随时读
取，二是将其作为一种加深记忆的学
习方法。

除了诗文一绝，苏过还擅长书
画，皆为东坡所赞。

在岛上，苏过每写一篇好文，苏轼
都要高兴上好几天，连叔父苏辙都说：

“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

沉着老成 波澜不惊

苏过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受其
言传身教，深刻感知父亲致君尧舜、
救民水火的胸襟抱负，但父亲、叔父
的政治遭遇和后续朝廷对元祐党人
后代的种种限制，都让他难以通过科
场获得功名。尤其是长辈的官场遭
遇，让曾经不识愁的小儿十余岁时就
已经成熟内敛、恬静淡然，喜怒皆不
形于色，与父亲的率性乐观、旷达豪
放形成鲜明对比。

朱彧《萍洲可谈》载：东坡北归，
与苏过乘月夜自琼州渡海，海上风静
波平，东坡扣舷而歌，苏过被父亲吵
得睡不着觉，于是说：“大人此赏不
已，宁当再过一巡？”意思是，既然父
亲如此欢乐，不如再渡一遍？东坡矍
然就寝。苏过老成持重瞬间“碾压”
东坡聊发少年狂。

《东坡志林》则记载了另一个海
上月夜的故事。东坡从雷州半岛到
广西合浦，因遇连日大雨，桥梁塌陷，
无路可走，便听人建议改乘船泛舟海
上。海上天水相接，星河满天，东坡
无法入眠，起坐四顾叹息：我为何屡
次经历此种险境，此前都顺利到达徐
闻了，难道此番却会折损于此？苏过
却在旁轩安然入睡，呼之不应。这固
然多半是因为年轻人睡眠质量往往
好过老人，但多少也能显示出苏过沉
着老成，波澜不惊。

苏过一生孝事父亲，深受父亲影
响，但他的心态比父亲更早步入暮
年，党争的诡谲让他年纪轻轻即对出
仕为官失了兴趣。虽未深入官场，但
官场的尔虞我诈、人心叵测却都一一
间接加诸其身，更导致苏过对仕途一
直报以审慎、淡然，甚至回避的态度，
在诸多诗作中都流露出畏祸、落寞、
淡泊的仕隐心态，与其父的豪迈畅达
形成强烈反差。

有人评论说，苏过是“苏门家法
的未绝的嗣响”“文坛的参天大树枯
倒之后又勉强发出的嫩芽”，此论颇
为中肯。他和父亲的经历和际遇，恰
恰勾勒出北宋国运的走向。最终，在
苏轼去世26年，苏过去世4年之后，
那场导致北宋覆灭的“靖康之变”终
于发生了。

与父亲永别22年后，苏过亦被
安葬在郏县“小峨眉”的苏轼墓侧，与
父亲长久做伴。那里据说是东坡生
前亲自为自己选定的埋骨之处，风景
优美，神似故乡的峨眉山。

（作者系四川大学哲学系研教办
副主任）

■■■■■ ■■■■■ ■■■■■

B032024年3月2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值班主任：：张一强张一强 主编主编：：陈耿陈耿 美编美编：：许丽许丽 检校检校：：李彪李彪 原中倩原中倩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

节
令
物
语

人
物
春
秋

伴父宦游 如影随形

苏过八岁之前，苏轼先后辗转任职
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他同家人随
父迁徙各地。四岁前后，父亲杭州任满
转任密州，心系百姓，见新法下民生多
艰，不免时常忧心忡忡、心情低落。一
日，苏轼忙完繁重的公务归家，还没学
会察言观色的苏过上前牵起父亲衣角，
缠着不停哭闹。父亲心绪不佳，本欲怒
斥，幸得母亲前来劝慰，说父亲何必同
小孩子一样，与其终日忧虑，不如做些
令自己开心的事。苏轼瞬间释然，写下
《小儿》诗：“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
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儿痴君更
甚，不乐愁何为？ 还坐愧此言，洗盏当
我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

写下此诗时，苏轼绝对想不到，这
个“不识愁”的小儿最后竟成长得少年
老成“无愠喜”（苏辙《次韵子瞻特来高
安相别先寄迟适远却寄迈迨过》），且最
得自己真传，又孝心至纯，在岭海瘴疠
之地陪伴自己七年之久，用最宝贵的青
春给予了自己最贴身也最贴心的照顾。

苏过一生最为世人所知的就是其孝
行。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苏轼为吕
惠卿等诬陷任翰林学士掌制命时讥讪神
宗，落职知英州（治所今广东英德）；六
月，来之邵等疏论苏轼诋斥先朝，诏谪惠
州。岭南自古都是流放罪臣的偏远之
地，瘴疠蛮荒，历代流放此地者往往九死
一生。苏轼不得不做好最坏打算，未免
累及家小，仅带王朝云、苏过一同前往。
彼时，苏过二十三岁，他的《将至五羊，先
寄伯达仲豫二兄》诗对一家人生离死别
的情景作了生动的记录：“人皆有离别，
我别不忍道。惟应付梦幻，事已共一
笑。忆昔与仲别，秦淮汇秋潦。相望一
叶舟，目断飞鸿杳。伯兄阳羡来，万里踰
烟峤。未温白鹤席，已饯罗浮晓。江边
空忍泪，我亦肝肠绕。”

在惠州，父子相互扶持，熬过了最初
生活上的困顿，逐渐融入当地环境，度过
了一段云游山水、赋诗弄文的相对安宁
闲适的岁月。苏过十九岁就因诗赋能力
突出而通过了解试，如今陪伴在父亲身
侧，唱和不断，诗文写作水平更是突飞猛
进。其流传至今的名篇《飓风赋》《思子
台赋》就是受父命在惠州时所作。但好
景不长，陪伴苏轼多年的王朝云病逝，且
苏轼在岭南生活滋润、意欲在此安居的
消息又被小人传到京中，政敌如何肯就

此放过？绍圣四年四月十七日，苏轼时
年六十二岁，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
置。此时，苏过二十六岁。

一身百为 不知其难

以当时的条件，琼州海峡渡海通常
九死一生，吉凶难料，这就成为登岛的
第一道生死关。苏过有诗形容海上危
机四伏：“冥冥天水吞为一，夜依北斗占
南北。危楼时吐蛟蜃气，半山忽隐长鲸
脊。起看樯头雉尾转，一帆千里日未
足。此身何止轻鸿毛，到家始觉是真
肉。”（《送人泛海北归兼寄诸兄弟》）

第二道生死关则是当时岛上恶劣
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苏过《志隐》
有文描述如下：“五岭之南，夷獠杂居。
天卑地溽，山盘水纡。恶溪肆流，毒雾
蒸嘘。昼避蝮虺，夜号鼪鼯。草木冬
花，霖潦长濡。星隐于气，日见于晡。
故其民多重膇之病，寒热中肤。非耋而
伛，非躄而扶。而儋耳者，又在二广之
南，南溟之中。其民卉服鼻饮，语言不
通。状若禽兽，既嚚且聋。海气郁雺，
瘴烟溟濛。”

不仅客观环境瘴疠交攻、非人所
居，且还有睚眦必报的朝中小人见不得
父子安生，下令苏轼不许食官粮、住官
舍、签官文，父子二人只得“买地结茅，
仅免露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苏过不得不亲力亲为，躬耕田亩，奉
养父亲。因“囊为一空”，父子俩常常有
上顿无下顿。这对于以美食家闻名的苏
轼来说，无疑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
磨。苏过为了父亲的饮食绞尽脑汁，变
着法子做一些能哄父亲开心的食物。例
如别出心裁地用当地山芋做了一道“玉
糁羮”，色香味皆奇绝，被父亲赞为“天上
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

岛上缺医少药，更无美酒佳墨，父
子俩便自己动手，种药、酿酒、制墨；苏
轼喜好养生，尤喜“夜卧濯足”，于是，烧
火汲水，苏过均亲力亲为；苏轼潜心佛
道，修心养性，苏过也身体力行，释道术
语屡见诗文。正如苏过墓志所云：“叔
党于先生饮食服用，凡生理昼夜寒暑之
所需者，一身百为，而不知其难。翁板，
则儿筑之；翁樵，则儿薪之；翁赋诗著
书，则儿更端起拜之，为能须臾乐乎先
生者也。”

苏过对于苏轼一切吃穿用度、偏好
喜好无所不应，用尽浑身解数尽量满
足。正是苏过无微不至的照料，让年老

档案，是一个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
及个人从事军政、经贸、科技、文教等活
动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
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史实记录。
华夏古国创造出种类繁多的档案之最，
在世界档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档案”一词最早见于康熙
十九年（1680年）编修的《起居注》中：康
熙皇帝在审阅“众犯表册”时问大学士明
珠：“马哈喇之父与叔皆殁于阵，本身亦
有功牌，其罪如何？”明珠答道：“马哈喇
之父、叔皆殁，皆系松山等处事，部中无
档案，故控告时部议不准。”这段话不仅
可见当时已使用“档案”一词，也说明清
王朝断案是要查阅档案，获取证据。

对“档案”一词最早的文字诠释，记
载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杨宾的《柳
边纪略》，其中写道：“边外文字，多书于
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
也。存储年久者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
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
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矣。”

中国古人曾在龟甲、兽骨刻字，石头
上雕凿，用金属铸文记事立档，如出土于

河南安阳一带殷商时期的甲骨档案；现
存山东泰安岱庙中最早的石刻档案，记
录了公元前770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
的功绩；出土于陕西岐山的“毛公鼎铭
文”499字，是目前发现在金属上铸字最
多的档案，记录了周宣王对使臣毛公的
策命。

简牍档案，是古人用竹、木为材料记
文录事，目前发现最早的简牍，是湖北曾
侯乙墓出土的战国竹简。现存最早的纸
质档案，是1700多年前西晋文学家陆机
写给一位体弱多病友人的信札，之所以
称其为“档案”，因为信札虽只有短短的
84个字，却记录着从晋惠帝元康元年起，
开始了长达16年之久的战乱。

历史上最早的档案汇编，是2000多
年前孔子编选的《尚书》，其中包括商、周
的一些重要史料。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
土的铜制建筑图，是现存最早的工程图
档案，它用金银丝嵌制在铜板上，距今已
2200多年，依然线条明朗，“中宫垣”“内
宫垣”等图示十分清晰。迄今所见最早
的地图档案，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
出土的缣帛舆图，它用生丝织成，墨写文

字、勾绘图像，记录当时的属地和疆域。
最早利用档案撰写史书的是西汉时

期的司马迁，他在数年时间里，收集、整
理当时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
汉春秋》等诸子百家的著作，通过筛选、
分析和实地考证，放弃似是而非的传说、

淘汰无据可查的记载，在汉武帝太初元
年（公元前104年）开始创作传记体档案
文著《史记》，历经14年，终于完成了这
部共130篇、52万多字的鸿篇巨制。

中国现存最早的档案，还有许多专
业领域、用不同方式记载的文档，如
1974年，在甘肃候官遗址发现的汉代诉
讼档案“侯粟君所责寇恩事”，由36枚竹
简接续的文字，完整地记录了汉代建武
三年（公元27年）发生的一宗民事债务
诉讼案。再如发现于福建松溪县的宋代
行路规则，制定于南宋开禧元年（公元
1205年），是中国最早记载交通法规的
档案。还有1975年在江苏金坛县一座
古墓中发现一卷“太学生牒”，系南宋时
期发给太学生的学历证书，是如今已发
现最早的古人学历档案。

目前存储时间最久、记载周期最长
的家族档案，是保存在山东曲阜孔府的

“衍圣公府”档案，从1534年到1948年，
共9千多卷，记载了孔氏家族古往今来
的官禄、封赐、宗教、徭役、租税、庙产、祀
典等，不仅堪称中国私家档案之最，在世
界档案界也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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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中，
我们又一次与清明邂逅，今年的清
明节是4月4日。清明是我国众多
传统佳节中最具多愁善感的节日，
引得无数骚人墨客触景感怀，诗兴
勃发。于是，清明漫过一首首诗词，
逶迤而来。

清明时节，往往阴雨霏霏，叫人
哀思悠悠。人们在这一天都要祭扫
先人之墓。拔净一片乱草，摆下几
杯冷酒，烧上一把纸钱，风雨愁煞
人，杯土带怨，杂草含烟，竟无言以
对，唯有心底弥漫幽幽的愁绪和淡
淡的哀愁。

古诗中写哀伤逝者极深悲痛心
情的，似乎要数宋代诗人高翥《清
明》一诗：“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
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
成红杜鹃。”柳暗花明，景色旖旎，但
已逝的亲人却享受不到这大好春光
了，怎不令人痛断肝肠。苏轼的《江
城子》词也是清明悼亡诗中的杰作，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
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
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
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
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
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首词纯用
白描，自然真切，毫无斧凿之痕，全
词句句有声，催人泪下。一代豪放
派词人竟能写出如此缠绵婉约的词
句，可见其对亡妻的思念之深。黄
庭坚的《清明》别具一格：“佳节清明
桃李笑，野田荒芜自生愁。雷惊天
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
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
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诗人由清明扫墓想到人的生死问
题，进而有感于人的价值，表现了诗
人旷达之中包含的郁勃、不愿与俗
沉浮的兀傲之气和对仕途贤愚混杂
的愤懑之情。

清明又名“踏青节”，概因“万物
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最宜外
出郊游。清明踏青的习俗，据考证
起于唐，盛于宋，时人谓之“游春”。
唐、宋均是诗词鼎盛的朝代，故留下
了更多传世之作，唐代诗人顾非熊
的《长安清明言怀》：“明时帝里遇清
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
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描写了万
家车马出动，领略“芳菲莺自啭”的
暮春风景。宋代吴惟信的“梨花风
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
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则
表现了万人郊游、尽兴方归的宏大
场景。风和日丽，梨花盛开，杨柳葱
翠，流莺娇啼。在这春和景明的美
好时刻，人们竞相外出游览踏青，是
多么令人惬意之事！北宋诗人张先
有“芳草拾翠莫忘归，秀野踏青来不
定”的佳句，饶有情趣地描绘了郊野
踏青游人往来不绝，妇女乘春游之
际采集花草，时已黄昏仍流连忘返
的盛况。

清明时节，北方乍暖还寒，南方
春意盎然。唐代温庭筠的《清明日》
形象地描绘了桃红柳绿，万物复苏
的春天景色：“清蛾画扇中，春树玉
金红。出犯繁花露，归穿弱柳风。”
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一首《临江仙》中
也把清明景色写得惟妙惟肖：“风雨
催春寒食近，平原一片丹青。溪边
唤渡柳边行。花飞蝴蝶乱，桑嫩野
蚕生。”唐代韩愈的“春城无处不飞
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
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从表面上
看，似乎只是描绘了一幅寒食节长
安城内富于浓郁情味的风俗画，实
际上，透过字里行间可感受到作者
怀着强烈的不满，对当时权势显
赫、作威作福的宦官进行了深刻的
讽刺。

古诗词里的清明就是这样意象
万千，隽永悠长。但无论是悲欢离
合，哀思绵绵，还是风和日丽，杨柳
依依，它带给我们的，总是一个民族
的精神慰藉和文化上的代代传承。

古诗词中的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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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的杭州，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前
一年十一月底，其父苏轼因反对朝廷新政，厌倦朝堂尔虞我
诈、人心险恶而自请外任，刚刚携家至此赴任通判一职。

这个婴儿叫苏过，字叔党，上面还有两位兄长：长兄苏迈
系苏轼原配夫人王弗所出，次兄苏迨与他一母同胞，为继室王
闰之所生。他还有过一个幼弟，名苏遁，系苏轼侍妾王朝云所
出，可惜未满岁即夭折。

所有人都不曾料及，时代的尘埃正隐隐扬起，在不久的将
来，就会降落到每一个人的头上。

儋州东坡书院载酒堂里的苏轼（中）、苏过（右）塑像。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苏过《贻孙帖》（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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