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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仙”的历史记忆
苏轼生前的“坡仙”形象

苏轼生前的诸多称谓颇具道教意
味，他在任翰林学士时自称“玉堂仙”，
谪居海南岛时自称“铁冠道人”。宋哲
宗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被贬儋州
的苏东坡遇赦北归，“提举玉局观，复
朝奉郎”，此次受命“提举”的成都玉局
观是一座著名道观，也是苏轼官宦生
涯的最后归宿，因此身后被人尊称为

“苏玉局”“玉局老”“玉局翁”，这无形
之中为苏东坡的人生履历平添几分仙
风道骨的神秘色彩。

宋代苏轼“坡仙”称谓的形成，一
方面缘于本人修道经历。苏轼对“修
仙”之法别有心得，元祐六年（1091年）
受命撰写的《重修上清储祥宫碑记》即
在文中融入了自己对道教的思考。他
对道教的定义，除了黄老之术，还包括
与神仙或高道有关的修行之法及以“丹
药奇技”为代表的古代朴素医学。绍圣
元年（1094年）六月，苏轼被贬谪至广
东惠州，当地罗浮山为炼丹家葛洪炼丹
修行之所。相传，苏东坡与子苏过在罗
浮山葛洪炼丹灶附近搭建了一间“东坡
山房”，并在这里清修炼丹。

另一方面，“坡仙”称谓也离不开
时人对于苏轼形象的描绘。宋代诸多
文人士子多在诗文中用“坡仙”一词称
谓苏轼，如，黄昇曾称赞陈与义词作

“语意超绝，识者谓可摩坡仙之垒”。
张矩《应天长》词：“换桥渡舫，添柳护
堤，坡仙旧迹今续。”

除“坡仙”外，“谪仙”也被用作称
呼苏轼，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

“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
真谪仙人也。”又如，黄庭坚经常将李
白与苏轼二者并列，将李白列为谪仙
第一，并推崇苏轼为李白之后的“谪仙
第二”。黄庭坚称苏轼为“谪仙”虽然
更多出于作为门生的崇敬之情，但诗
文中无不洋溢着对苏轼仙风道骨气质

的描绘。
苏轼的仙名甚至为当朝统治

者所知。《东坡志林》卷二记载
了一则“东坡升仙”的故
事，讲的是苏东坡贬居黄

州时，元丰六年（1083
年）好友曾巩去世，时
人盛传苏东坡和他一
起升天。此事神宗皇
帝都信以为真，为之惋
惜。后来，苏东坡被

贬海南，京城又
盛传他得道

后 ，乘 一

叶小舟入海不还，家里只留下一件道
服。可见苏轼在世之时便开始流传其
修道成仙的故事了。

官方语境的“坡仙”形象

由于北宋时期苏轼深陷党争，屡
遭迫害，多次被贬。蔡京执政后，甚至
诏毁其文籍，将其与门生列入“元祐奸
党”名单中，故而，北宋中后期多数官
民对苏轼之事更多仍是避之不及。

苏轼去世后，官方语境逐渐发生
转变，典型事件就是宋孝宗乾道九年
（1173 年）为苏轼文集作《御制文集
序》，宋孝宗假以孔孟赞誉之，将苏轼
置于与圣人等同的地位。这不但是对
苏轼文章的肯定，更是对其道德、气节
的赞誉。《御制文集序》从官方的角度
正式为苏轼平反，自此官方对于苏轼
的纪念活动开始大量出现。

首先是制造神异，神化苏轼。南宋
张端义《贵耳集》：“徽宗宝筑宫设醮，一
日尝亲临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
问其故，对曰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
毕，始达。上问曰奎宿何神，答曰即本
朝苏轼也。”文中“奎星”即“魁星”，是中
国古代神话中主文运、文章的星宿，此
则笔记称“奎星”即为苏轼，表达了苏轼
在南宋时期已有极高的声誉，甚至成为
科举士子的保护神，这从侧面看到南宋
时期为恢复苏轼的名誉所做的努力。

接着是设立官祠，祭祀苏轼。苏轼
“奎宿”身份的确立，说明其成为世俗信
仰的一环，主要表现为出现了大量祭祀
苏轼的祠堂，此类祠庙南宋即已出现，
往往是官方性质的，与当地其他建构共
同构成了苏轼崇拜的景观。现可考的
南宋所建祠堂（专祠、合祠）就有十座。
元代以后，苏轼祠庙修建更是进入了高
峰期。纪念苏轼的各类祠堂迭现，既有
祭祀苏轼的专祠，如东坡祠、苏公祠、苏
文忠公祠等；也有与苏洵、苏辙合祀的
三苏祠或二苏祠；还有将东坡与他人合
祀的三贤祠、四贤祠抑或名宦祠等祠
庙。苏轼祠庙基本都属于地方官申请
修建的正祀，得以入祀典，享有春秋致
祭的香火，带有强烈的官方政治色彩。

再就是举行寿苏，贺诞苏轼。若论
及我国古代最常也最多在文人雅集和
诗社聚会上受到纪念的，不得不提苏
轼。历代皆有纪念苏轼的活动，明代文
人开始寿苏活动，如张大复曾在东坡生
日重装了东坡画像以示纪念。郑鄤亦
曾以寿苏为题作诗，并序叙说缘由：“十
二月十九日东坡先生生日也，且丙子为
先生生年，此中忽忽如坡所云，稍为狱
吏侵者，至丙子王正三日，乃作此诗。”
但以上活动主体尚局限于民间个体。

清代寿苏活动真正纳入官方的视
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官方编

订《御定月令辑要》，此为清代皇家钦
天监御用制定天文历书教科书，书中
将十二月十九日定为“苏东坡生日”：

“苏东坡生日，增年谱，仁宗皇帝景祐
三年丙子，先生于是年十二月十九日
乙卯时。”康熙皇帝十分敬重苏轼，喜
临苏书，仅临苏轼的《中吕·满庭芳》就
有数次。《御定月令辑要》的编订，正式
确定了苏轼官方的正统地位。

知识分子眼中的“坡仙”

知识分子笔下的“坡仙”形象颇为
常见，多为描绘苏轼超然洒脱的人生
经历和处世态度，并与知识分子本人
所处时代及经历相结合，形成了不同
于官方的东坡崇拜心态。士人阶层对
苏轼仙名的普遍诠释，融入了知识分
子对苏轼诗文才华及处世态度的崇
仰。如，贝琼“玉堂天上神仙客，妇女
儿童总未知”句，直接称苏轼为“神仙

客”，刻画了苏轼的神仙之态。虽然东
坡诗歌“坡仙”二字并未经常出现，但
诗文主题却处处表现了隐性的“坡仙”
主题。

苏轼诗文，历代皆有整理，尤其明
代苏学大兴，此举更盛。当时士人，头
戴东坡巾，所坐东坡椅，所吃东坡肉。
苏轼诗文备受推崇，相关整理活动大
盛，诗文选本不下数十家。如李贽评
选的苏诗文集更是直接命名为“坡仙
集”，李贽以“坡仙”命名表现了其对苏
轼的崇敬，他在文章中多次表露此情
感。可见，李贽评选苏文并不仅仅源
自对其文笔的肯定，更基于对苏轼的
学识胆魄、胸襟气度的崇敬。

清代文人甚至将苏轼诗文的整理
与“寿苏”活动相结合。如康熙三十九年
（1700年）十二月十九日，江宁巡抚宋荦
刊补《施注苏诗》完成，正值东坡生日，宋
荦于苏州小沧浪之深净轩与众多文人祭
拜东坡，并专门对《施注苏诗》进行瞻仰。

关于苏轼的真实相貌，宋代即有
记载，米芾说他“方瞳正碧貌如圭”，孔
武仲称其“华严长者貌古奇”，可见苏
轼形象在宋代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神

化。涉及苏轼的绘画题材一直以来为
后世画家所青睐。如《赤壁图》，相关摹
写画家众多，有明确记载的就包括宋人
乔仲常、杨士贤、马远、马和之、赵伯骑、
赵伯驹、李嵩等，金人武元直，元代赵孟
頫，明代吴门文徵明、仇英、文嘉、文伯
仁、朱朗、钱谷等。文徵明又是其中最
为突出者，从目前的文献记载可知，文
徵明曾数十次书写或摹状《赤壁》二
赋。《赤壁赋》的书画作品有100件之
多，存世的作品也有20多件。又如《东
坡笠屐图》，清代兴起的寿苏活动也促
使了此类东坡画像的产生。在不同时
期的寿苏活动中，东坡画像不可或缺，
拜像祭祀几乎成了必要的寿苏程序。

清代，文人间互赠东坡像也成为
风潮。杨浚的《冠悔堂诗钞》中有25
首诗作涉及东坡画像，其中有14首为
题画赠人诗，书中记载的画像版本有
王见大缩刻坡公像、家藏内府南薰殿
本摹像、苏笑三绘东坡像、王兰卿坡公

图等，从众多种类的画像版本即可窥
见清代画家对东坡画像的青睐。

人们还追思东坡之物及相关宦
迹。东坡之物是文人追念苏轼的重要
组成部分，史载毕沅举行了六次寿苏
会，大量的东坡相关物品成了追思的
对象。毕沅寿苏会构建了一个以“东
坡之物”为中心的神圣空间，除了张挂
东坡画像、东坡故事的相关画作，以及
陈列墨、砚等文房用品、东坡著作等之
外，还“命伶人吹玉箫铁笛，自制迎神
送神之曲”。紧接着便是一系列祭拜
苏轼的相关仪式，即“率领幕中诸名士
及属吏、门生衣冠趋拜，为文忠公寿”。

总的来说，苏轼形象已经超过其作
为历史人物的个体，对东坡之物及其相
关历史建筑或遗迹的追溯也不再是单纯
记录。与之相关的文物遗存及历史记忆
都具备了“纪念碑”的性质，在特定的时
间和地点，知识分子围绕此“纪念碑”针
砭当下、感怀时事、抒发幽情，最终构建
了一个以东坡为核心的“文化景观”。苏
轼的“坡仙”形象也在后世各阶层的演绎
下，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和功能。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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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南方人，但他特别喜欢北方的
小米。

1934年2月7日至14日，应鲁迅邀请，
曹靖华利用寒假专程自京赴沪一聚，并且
就住在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家中。2月7日，
鲁迅在日记中写下“晚亚丹来并赠果脯、小
米，即分赠内山及三弟”。

曹靖华是河南省卢氏县人，上世纪20
年代曾参加鲁迅主持的文学团体未名社，
30年代在北京的高校任教，亚丹是其别名
之一。

1933年4月，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集
《两地书》出版并持续畅销。曹靖华从书中
得知，1929年鲁迅北上进京探亲，返程前
买了小米、果脯等带回上海。他据此判断
鲁迅爱吃小米，因此特地从北京买了整整
一口袋小米带去。

鲁迅看到小米后颇感惊奇，就问：“小
米，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小米呢？”曹靖华坦
率地回答：“我从《两地书》知道的。”鲁迅听
后，就向站在身旁的许广平肩上拍了一下，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鲁迅还说：“原来如
此啊！”

鲁迅买小米，其实是因为许广平也爱
吃，而且她当时已身怀有孕。《两地书》中提
及此事时，鲁迅在“小米”后面括号内注明

“H.吃的”。H指许广平，在1925年北京女
师大风潮中，她与几位学生会干事被学校
当局贬斥为“害群之马”，于是鲁迅往往戏
称许广平为“害马”，在《两地书》中则常用
汉语拼音的首个字母“H.M”或“H”代替。

接着，他们的话题就转到小米上了。
曹靖华说：“上海有小米，二马路、三马路顶
西口，那些卖鸟的小铺子，都是用小米喂鸟
的，为什么你舍近求远，从北京买小米呢？”
鲁迅答道：“那些小米是喂鸟的，不能吃。”

那天在周府，关于小米的交谈就到此
为止，不过曹靖华却把鲁迅的话记在心里，
因为他不明白南方小米为什么不能吃。直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曹靖华在一
次会议上遇见一位河南老乡，他是农业科
学专家。曹靖华借机讨教这个问题，专家
冲口而出说：“土壤问题，北方是碱性土壤，
宜于谷子生长，小米好吃。南方是酸性土
壤，不宜于谷子生长，小米不能吃，煮不烂，
只能当饲料……”

由此可见，鲁迅当年关于南北小米的
看法不是无凭无据的。鲁迅在其小说中也
多次写到小米，对小米喂鸟、小米煮饭等生
活场景信手拈来。如《伤逝》里的涓生，感
到“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
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
《铸剑》先后用“煮熟一锅小米的时光”和
“煮熟三锅小米的工夫”作为时间长度，可
谓别具一格。

千里送小米，礼轻情意重。1936 年
初，曹靖华的学生邹鲁风两次到上海拜访
鲁迅，曹靖华均托他带上“小米一囊”。曹
靖华还经常给鲁迅寄去家乡的灵宝枣、羊
肚菌、猴头菇等，他知道鲁迅身患二十多年
的老胃病，而这些特产和小米一样，都具有
健脾和健胃的功效。

鲁迅晚年在上海，曾多次在河南菜馆
梁园请客。为什么常去梁园呢？据作家吴
奚如回忆：“因为这个饭店，除了有名的烤
鸭外，还有鲁迅先生爱吃的小米稀饭（鲁迅
先生似乎有胃病）。”

远在北京的母亲十分清楚鲁迅的身体
状况，也非常关心老大、老三两家的日常生
活，不时寄来他们爱吃的果脯、小米等等。
如1930年12月7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从三弟寓持来母亲所寄果脯、小米、
斑豆、玉蜀黍粉等，云是淑卿带来上海者。”

鲁迅的“小米生活”，简单而丰富，平常
而实在。一袋小米，在鲁迅的心目中，或许
跨越了千山万水，关系到至亲好友，包含着
极其真挚的关爱和祝愿。

作为爱书人的杰出代表，近代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音韵训诂学家、
国学大师黄侃一生嗜书成癖。

当年他领着相对较高的教授薪
金，对于动辄几十块大洋的书本总是
毫不犹豫地买下，以至于常常手无余
钱。他曾一年买书就花上两三千元，
仅仅三年时间，买书就花掉了八千
元，加上存书，价值都在一万元以上。

藏书是爱书人的特质，黄侃也
不例外。他买了房子后，亲自布置
书房。书房内共有27个书架，还有
4架12箱书另外放置，可见藏书之
多。书架把房间塞满了，他仍然觉
得“架上宜有之书，所缺尚不少，后
此尚思时时买之”。

就是这么一位爱书、藏书的大

家，因为嗜书如命，还发生了一些趣
事，耐人寻味。

1922年1月30日这天，黄侃正
在家睡觉，好友陈元璜到他家时，将
唐代僧人慧琳的《一切经音义》拿
走。在此一年前，陈元璜曾向他借
过此书，这对于爱书如命的黄侃，无
异于虎口夺食，自然没同意，当时就
有了戒心，不料还是让陈元璜得逞
了。等他察觉时，忍不住大骂：“真
一不足齿之伧也！”意思是说陈元璜
这个人的行为做法非常粗俗、鄙贱。

骂归骂，心爱之物被拿走，还得
要讨回来。既是存心“窃”取，陈元
璜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交还回来
呢。当黄侃登门追要时，陈元璜关
上门，任他怎么叫喊，就是不出来。

急眼了的黄侃当时也顾不上形象，
便“决其窗，撦其帽，坏门而入”。一
代大家竟然捅开窗户，扯住陈元璜
的帽子，踢门进去，多么喜感的场
面！陈元璜也是铁了心，“乃以身蔽
抽替，且发恶言”，用身体挡住黄侃
破门而入，还说出无礼、粗野的话。
见这个办法没有效果，黄侃又让陈
元璜以其先人赌咒发誓，没想到陈
元璜真的赌了咒。后来，陈元璜再
访黄侃家时，黄侃又婉言求他归还
《一切经音义》，陈元璜仍百般抵赖。

无独有偶。黄侃后来由南京前
往北平避乱，让学生董文鸾帮其看
家、教育孩子，没想到董文鸾却将他
的各类书籍席卷一半有余，让他痛
心疾首。

后来，黄侃一反常态，也干起了
窃书的“勾当”。一天，他到朋友刘
禺生家中谈事，刚好友人出门尚未
回来。刘母怕他闲坐无聊，就从鞋
柜中拿出一本书供他消遣。不看则
罢，一看这书竟然是赫赫有名的晚
明说书人柳敬宁的说书底本《柳下
说书》，他就动了“歪心思”，以借为
名，行盗之实。回到家中，黄侃将这
本书藏在铁匣子里，轻易不示人。
对于这本书的来历，黄侃也不避讳，
让友人也奈何不得。

大师也有可爱的一面，爱书人
更是趣事多多。在读书方面，我们
要向黄侃学习；在藏书方面，就要做
到君子爱书、取之有道，切不可夺人
之爱，有失读书人形象。

苏 轼
不但是宋
代士大夫
群体的杰
出代表，更
是两宋以
来历代士
人阶层的
楷模，因而
从官方到
民间，从诗
文典籍到
碑刻绘画，
对苏轼的
形象有着
大量的记
载和演绎，
不同的演
绎角度折
射了不同
群体的文
化记忆，其
中关于“坡
仙”形象的
记载尤为
特殊，呈现
了多样化
的历史记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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