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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景祐三年农历腊月十九，苏轼出生
在眉州眉山县城纱毂行一户“门前万竿竹，堂
上四库书”的诗礼之家。今年1月10日（农历
腊月十九）是苏轼 986 岁的生日，“东坡文化
季”系列活动也正式启幕。

众所周知，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
并称“三苏”，均是流芳传千古、才名震古今
的文豪。苏轼之所以能成为千年英雄和文
化巨人，与他从小耳濡目染接受的家庭教
育密切相关。正值苏轼诞辰之际，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陈才智，解读苏轼的家风家教如何影响了
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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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才智说，苏氏家族有着家行仁孝、爱民
忠君、直言敢谏、乐善好施等优良家风，世代
传承，对苏轼绚烂多彩的人生打下亮丽的底
色。苏轼的成长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莫
过于双亲，父亲苏洵，人称“苏老泉”，三挫于
科场，绝意于功名而潜心经史学术文章，27岁
以后发愤读书，以身作则，对苏轼和苏辙严格
要求，勉励二人勤奋学习。

知子莫若父，苏洵非常了解两个儿子的
脾气和个性。长子苏轼聪颖，苏洵尤为自豪，
但是他也看到了苏轼身上过于豪放、收不住
锋芒的弱点。他在《名二子说》中说，车轮、车
辐、车盖、车轸，在一辆车上都各司其职，唯有
车轼，好像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只是露在外面
的横木。虽然如此，轼之存在，其实意义有两
点，其一，为物虽小却不可或缺，平时默默无
闻，关键之际则扶危救困，其二，才华横溢往
往会锋芒毕露，必然会招致嫉恨，进入社会，
需要收敛锋芒，像轼一样，虽身处车子的显要
位置，却应该有所“外饰”，并善于掩饰，不可
以太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苏洵经常带着
兄弟俩游历名山大川，每到一地，都不忘瞻
仰先贤。即便不能带苏轼兄弟出去，苏洵
回到家中也常常给两兄弟讲述路上见闻，
很多事迹令苏轼非常着迷。这种行走的力
量深深影响了“身行万里半天下”的苏轼，
四十多年宦游四海的经历，使苏轼对于人
文古迹情有独钟，因此留给后人不少山水
名篇。这些山川名胜，也因苏轼的吟咏而
魅力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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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童年时代，父亲苏洵常常游学在
外，对苏轼的教育主要落在母亲程夫人的
身上。程夫人出身名门，自幼熟读诗书，知
书达理，同时她非常注重对孩子人格的培
养。

陈才智列举了程夫人教苏轼读书的例
子，有一次，她陪儿子读《后汉书·范滂传》，
文中讲范滂因党锢之祸为宦官所杀，临刑
前与母诀别，安慰母亲不要悲伤。范滂的
母亲很坚强，安慰儿子道：“一个人既想有
好的品德名声，又想要长寿富贵，如何两
全？”苏轼深有感触，问母亲：“倘若我也做
范滂这样的人，母亲会同意吗？”程夫人答
道：“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
吗？”这样响当当的言论，可谓中国教育史
上闪耀至今的光芒。正是在母亲的言传身
教下，年少的苏轼立下远大志向，要做一个
为理想不惜以死相争的人。

苏宅四周竹林密布，程氏借竹喻人，教导
苏轼兄弟要像竹子一样，有坚韧不拔、刚正不
阿的气节。程夫人是一个天性善良的人，苏
宅杂花满树，许多鸟雀喜欢来此处安家，程夫
人禁止家人捕鸟，孩子们甚至可以凑近观察
它们。一方宅院的生态和谐，是因为程夫人
对于万物心存善念，“恶杀生”的观念也影响
到苏轼，让他在人生的历程中始终保有仁慈
温厚而冲淡的心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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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通才和天
才。陈才智在其所著《苏海拾贝》中说，统摄
苏轼研究有个最恰切的概念就是“苏海”，作
为“苏海”里的一朵浪花，苏轼家风传承的经
验，在教育学理念和实践上也是贡献巨大，影
响深远。用李之仪的话说，即“载瞻载仰，百
世之师”（《东坡先生赞》其二）。

苏轼对教育十分关注，他倡导兴学设
教，注重教化的作用，但并不过分夸大学校

的功能；论证学与道的关系，强调实践的重
要性；主张学校教育应通过严格有序的教
学，保障人才的规格质量，以此为选拔人才
提供资源，并就科举考试科目和程序提出
具体建议。在教育学上，苏轼有思想，有理
念，也有具体实践，不仅惠泽润当时，而且
影响垂范今世。他的教育主张和建议，涉
及学校功能、学习方法、考试改革和教育管
理等方方面面，很多建议为朝廷采纳并推
行，为北宋教育的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陈才智认为，苏轼丰富而独到的教育理
念和实践，不仅充实了古代教育理论素材，
而且对现代教育仍然具有启迪作用，“今天，
苏轼的教育理念和影响显得格外宝贵，可以
说早已超越一朝一代，随着其浩荡的才情、

渊博的学识、幽默的风格、从容的气度、刚正
的气节、洒脱的气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宝贵财富，就像大海一样，吸引着热爱他的
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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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生日应过公历还是农历苏轼生日应过公历还是农历？？
根据推算，每年的 1 月 8 日应当是苏轼

的公历生日，不少网友在线上为东坡贺
寿。但苏轼生于北宋景祐三年农历腊月十
九，今年的腊月十九则是 1 月 10 日。陈才
智也回答了网络上近期关于苏轼生日的热
议话题，关于苏轼生辰有公历和农历两种
算法，各有依据。按照农历，苏轼生于北宋
景祐三年腊月十九。检陈垣《二十史朔闰
表》，景祐三年腊月十九正值公元 1037 年 1

月 8 日。今人纪念苏东坡诞辰，可以选择
公历的 1 月 8 日。

对于纪念苏轼而言，古人自然是用农
历。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十二月十九日，
诗人宋荦在苏州首开寿苏雅集，庆贺补订后
的《施注苏诗》刊成。继此之后，苏轼研究专
家翁方纲一生至少举办过 24 次寿苏会。著
名藏书家黄丕烈在苏东坡诞辰775周年时曾
作诗纪念：“东坡生日是今朝，愧未焚香与奠
椒。却羡苏斋翁学士，年年设筵话通宵。”此
外，毕沅、梁章钜、孙星衍、洪亮吉、张问陶、伊
秉绶、林则徐、陶樑、余绍宋、罗振玉、吴昌硕
等学者达官或文坛雅士，都举办或参与过寿
苏会。这已经成为今人研究苏轼对后世影响
的重要选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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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壶浊酒喜相逢”“潦倒新停浊酒
杯”“浊酒一杯家万里”……在传统诗词
中，“浊酒”是一个频繁出现而让人难以忽
视的意象。从唐诗宋词到明清诗歌再到近
代诗歌，时有“浊酒”出现。何谓“浊
酒”，它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有哪些意蕴，
在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

浊酒浑浊清酒甘洌浊酒浑浊清酒甘洌

农耕时代，随着生产力提高，粮食除了
满足人们日常饮食需要，已经有了富余。人
们在“果酒”基础上，开始用谷物酿酒。用
黍和稻等糯性较高的原料，经过蒸煮，加曲
发酵，最后压榨酿造的谷物酒呈黄色，看上
去较为浑浊，通常没有经过过滤和沉淀，里
面存留部分酒渣，因此被称为“黄酒”或

“浊酒”。
在唐诗中，“浊酒”还有“蚁浮”“浮

蚁”“醪”等别称。浊酒的酿造工艺简单，
相对寡味，一般百姓家庭即可酿造，陆游
诗有“农家腊酒”，即浊酒。与“浊酒”相
对应的则是“清酒”，它选用小米、玉米等
黏性小的粮食酿制、蒸馏而成，酒精浓度
高、糖分少、色泽相对清透，饮用时无须
过滤。酿造清酒的工艺复杂，清酒醇香甘
洌，价格不菲，在古代通常为贵族享用。

在甲骨文中就有了“酒”的记载，《周
礼》 则是较早记录“浊酒”的典籍，《周
礼》 将酒分为“五齐三酒”，其中的“五
齐”是相对于清酒而言的“浊酒”。酒最早
用来祭祀，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多的文化
意义附着其上，最后形成一种酒文化，众

多文人参与到酒文化的构建和推介过程。
其中，浊酒作为一种意象，比起清酒更代
表一种大众趣味和平民气质。诗歌中的

“浊酒”也更为读者所熟悉，诸多带有“浊
酒”意象的诗歌因此成为文学经典而被广
泛传播。

最早让“浊酒”一词为人们所重视并不
断引用的，应该是陶渊明。陶渊明一生嗜
酒，在诗文中多次提到“浊酒”，如“何以
称我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
日》），“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
酒十九》），在陶渊明的诗中，“浊酒”体现
了他安贫乐道的精神追求。

唐代以后，“酒”的意象更加频繁进入
诗文之中，渐渐成为一种表达个人情绪的
独特依托。纵观唐代诗歌，其中最典型的
是诗仙李白，他最喜用酒的意象，比如

“兰陵美酒郁金香”“金樽清酒斗十千”。其
中的“清酒”，不仅彰显出李白张扬奔放的
生命力，还体现了他浪漫豪迈的人生态度
和诗学风格。

诗人更喜欢诗人更喜欢““浊酒浊酒””

但显而易见，诗人更喜欢写“浊酒”，
以此来表达经历困境后孤苦郁闷的情绪。比
如白居易在《快活》中写道：“可惜莺啼花
落处，一壶浊酒送残春。”杜甫晚年名作

《登高》，“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
杯”，写出了晚年杜甫的落寂与困顿；苏轼
在《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
于女王城东禅庄院》有道：“数亩荒园留我
住，半瓶浊酒待君温。”陆游更是在诸多诗
词中运用“浊酒”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心中的
感情，他在《杂感》中写道：“一杯浊酒即
醺然，自笑闲愁七十年。”还有“浊酒闲倾
不满瓶”“但有老盆倾浊酒”“浊酒未倾心已
醉”等。后人将杨慎的《临江仙》添加在

《三国演义》的开头，其中“一壶浊酒喜相
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表达了一
种经历世事沧桑后的豁达。李叔同在《送
别》一词中，用“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
梦寒”，表达对友人依依不舍的情绪，“浊
酒”与“别梦寒”共同营造了一种孤寂的氛

围。
清酒和浊酒都可以表达个人情绪，但

浊酒被赋予了一层沧桑的意味，这份沧桑
遒劲的厚重，传达了诗人忧国忧民之思。
杜甫的“潦倒新停浊酒杯”和范仲淹的

“浊酒一杯家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杜甫诗中“浊酒”出现频率高，如“浊酒
寻陶令”（《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苍苔
浊酒林中静”《漫兴九首·其六》。“浊酒”
与杜甫“诗史”的定位，和他悲天悯人的
思想与忧世伤生的心绪正相匹配。在范仲
淹的诗词中，虽然只有一句“浊酒一杯家
万里”出名，但它名气很大，而且与范仲
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思想相得益彰。

杜甫与范仲淹的诗词基本奠定了诗人
通过“浊酒”表达家国情怀的传统。这一
传统在后世得到继承。清末梁启超有《二
十世纪太平洋歌》：“满船沉睡我徬徨，浊
酒一斗神飞扬”，表达了作者对国家的拳
拳之心。近代秋瑾在其《黄海舟中日人索
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中写道：“浊酒不
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表达的则
是她希冀各位有志之士群策群力救国图存
的家国情怀。由此观之，这些寄寓作者情
感的“浊酒”，体现了他们对家国的深沉
情感，表达了他们大济苍生之志。

可以说，中国诗酒文化中的“浊酒”
意象，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相生相伴，
诗人在创作诗文之时，将“浊酒”意象融
入其中，从而在文学史的长河中，使得带
有“浊酒”气息的诗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文学氛围，既表达一种个人情绪，也呈现
了一种家国情怀，从而使得诗文逐渐经典
化。个人命运的坎坷，国家命运的起伏，
都透过诗歌中的“浊酒”意象得以呈现，
个人情绪和家国情怀在一壶“浊酒”里相
逢，酝酿发酵，形成沉郁顿挫的诗文风格
和深厚凝重的家国情怀。而这些文学作
品，以“浊酒”为纽带，形成一种经典的
中国美学风格，传承至今，影响深远，值
得我们深入研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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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风，为苏轼人生打底

从唐诗宋词到明清诗歌 为何总有“一壶浊酒”？

描绘陶渊明喝酒故事的宋代画作描绘陶渊明喝酒故事的宋代画作《《扶醉图扶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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