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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江苏文脉关系这么深，可是偏偏每次都错
过南京。

“金陵文脉太厚重了，不能那么轻易地交给苏轼，
要等到他凤凰涅槃之后，等他从苏轼、苏子瞻变成了
苏东坡。”郦波说，苏轼到黄州之后，才有了“东坡”这
个号，人生境界也提升了。

第一次“差一点儿”到南京，是在被贬谪黄州的路
上，从长江南京段的江面经过，却只能望金陵而叹。
此时，他的内心凄凄惶惶，命运未卜，不知前路在何
方。

苏轼第一次来到南京，正是在离开黄州之后。
他踏上来时的路，顺江而下，到了南京的下水关，

也就是今天的水西门、赏心亭一带，古秦淮河入江口。
他把船停在那儿，逛了两天，每天都回到船上。

两天之后，有个人听说东坡来了，从钟山出来见他。
东坡本来在船舱里，抬眼往帘子外一看：那人骑了个
小毛驴，没穿官服。

苏轼赶紧也换上便服，连帽子都没戴，抢先上前
几步：“轼今以野服见大丞相。”此人下了毛驴，哈哈一
笑：“礼岂为我辈设哉！”

一句话之间，当年的政敌，江湖一笑泯恩仇。王
安石骑着小毛驴，陪苏轼在南京游玩了一个月。两人
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王安石邀请苏轼来钟山半山园：“你还不如听我
的，来做我的邻居吧！”苏轼很感动，但最后还是离开
了，“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临别的时候，王安石带着学生又到江边送苏轼，
目送他上船。船离开之后，王安石的学生问他：老师，
你怎么评价苏轼？王安石脱口而出：“不知更几百年，
方有如此人物！”这是英雄的相惜。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苏轼又被贬到惠州。这一
次，他本来可以沿运河直接到长江，却特意跟三个儿
子说：去金陵。

金陵清凉寺里，有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嘱咐儿
子们供奉的阿弥陀佛像。他写了首诗《次旧韵赠清凉
长老》：“送我长芦舟一叶，笑看雪浪满衣巾。”

在南京，他还瞻仰了崇音寺的观音菩萨像。
此去经年。建中靖国元年，他从南方贬谪地儋州

北归，又到了南京，然后去了扬州，最终在这一年七月
二十八日病逝于常州。

苏轼平生14次来往江苏，大多数时候都从运河
走，所以在江河交汇地的镇江来回走了12次，写了
100多首诗。

36岁那年，苏轼到杭州任通判，从汴京坐船，走
运河、过长江，在镇江金山寺住了一晚，写下《游金山
寺》：“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生于“长江
头”——四川眉山，这辈子围着“长江尾”兜兜转转。

在杭州任通判期间，除了治理西湖之外，苏轼还
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负责运河的疏浚和漕
运。

沿着运河，他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在苏州，他
从西北的虎丘山，一路逛到吴江垂虹桥，不知不觉爱
上了这座水上的城市。他说，到了苏州，不去虎丘与
闾丘，是人生憾事。

巧合的是，他在苏州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定慧寺；
后来被贬谪黄州，一开始就住在黄州的定慧院。

“宦游”长江尾的苏轼，不仅曾经是杭州的“市
长”，留下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还曾在徐州、扬
州等地任“市长”，在徐州留下了纪念抗洪胜利的黄
楼。

在徐州的两年，苏轼除了抗洪之外，还为当地做
了另一件大好事——挖矿。徐州人原本不知道当地
蕴藏着煤矿，苏轼体恤百姓缺少柴火，就派人四处寻
找煤矿，最终在徐州西南面白土镇旁边的山里找到煤
矿。他还想到，用白土镇的煤炭来炼铁，于是徐州北
山蕴藏的铁矿也有了用武之地。

苏轼，平生往来江苏14次，实力代言“苏
式生活”。

20岁那年的琼林宴上，一个宜兴人绘声
绘色滔滔不绝，为苏轼描绘了一幅苏式“巴
适”生活图卷。从此，“去宜兴买房”的种子在
苏轼心中生根发芽。

沿着运河的“宦游”生涯，他12次途经镇
江，留下了100多首诗。打卡苏州，他力荐：
虎丘不可不去，不去是人生憾事。他在徐州
当“市长”（任徐州知州），抗洪、挖矿，造福一
方。途经盱眙，感慨美食不可辜负，直叹“人
间有味是清欢”……

苏轼的行程轨迹遍及江苏，为什么屡次
错过南京？别急，文脉厚重的金陵，要等“涅
槃”之后的苏东坡隆重登场。

前不久，江苏文脉大讲堂第二十二讲在
南京图书馆精彩开讲。讲座中，南京师范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郦波深度解读“苏轼的苏
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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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的生活：到宜兴买房
打卡镇江12次
写了100多首诗

王安石当导游
一个月金陵深度游

苏轼向往的“苏式生活”，缘起于20岁那年的琼林
宴上。那是皇家礼遇、专属于新科进士的宴会。北宋
嘉祐二年（1057）的琼林宴，尤其“群星璀璨”。

那一年的科考，是中国古代科举史上最著名的一
场考试，诞生了一张“千年龙虎榜”。主考官欧阳修，
选出来的考生包括：苏轼、苏辙兄弟，曾巩、曾布兄弟，
程颢、程颐兄弟，还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这些人物，后来
都成为北宋政坛、文坛、学术圈顶流。这份榜单上，24
人进入宋史正传，17人当了宰相。

琼林宴上，坐在苏轼旁边的是宜兴人蒋之奇，比
苏轼大五岁，后来也成为北宋名臣。

蒋之奇的口才特别好，比苏轼还能说会道。他俩
坐在一起吃饭，蒋之奇就不停地夸自己的家乡。苏轼
听得心痒痒，从此一心想去宜兴安家。后来，苏轼真
的去了宜兴，也买了房子。

宜兴著名的紫砂壶工艺里，提梁壶就是苏轼发明
的。

宜兴，古称“荆邑”“阳羡”，凭借一方好水土，不仅
是盛产紫砂的“中国陶都”，还是人文荟萃之地。蒋之
奇的七世孙蒋捷，是宋词的最后一位大师级人物，因
一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被称为

“樱桃进士”。历史上的宜兴是大名鼎鼎的
“进士之乡”，今天的宜兴是著名
的“教授之乡”“院士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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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赏心亭

镇江北固山

南京市博物馆藏明代吴经墓
提梁壶。宜兴紫砂壶中有名的提
梁壶，相传就是苏轼发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