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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苏轼与文 同徐州书简

徐 丽

内容提要 ：
苏轼 与 文 同 是远 亲

，

苏轼称 文 同 为 从表兄
，
两人年龄相 差近二 十 岁

，
自 苏轼从政后

，

与 文 同 从初识 到 来往甚 密
，
时 间 长达十 五年之久

，
诗文 唱 和五十 多 首 （篇 ） ，

是 苏轼一 生 中 交往 时 间

最 长
，
诗文往来最 多 的友人之一 。 其 中

，
在 苏轼徐 州 任上 的 两 年 多

，

致文 同 书 简 就达十二札
，

包含两

家 结 亲 、诗文 书 画 、养 生却病等 内 容
，

可谓是交往 最 密切频繁 的 时段 。 本文试 图 通过 苏 较 与 文 同 的

交往
，
特别 是在徐 州 期 间 的往来 书 信

，

让人们对 苏 文 的 深厚情谊有更 多 的 了 解 。

一

、 从文 同其人到
‘ ‘

实始识君
”

文同
，
字与可

，
号笑笑先生

，
又号丹渊客

，
人称石室先生

，
梓州永泰县 （今 四川 盐亭 ）人 ，

西汉蜀

郡 （今 四川成都 ）太守文翁之后 。 北宋仁宗皇祐元年 （
１ ０４９

）进士及第 ，

三次在朝作官
，
曾 任判 尚 书职

方兼编校史馆书籍 、秘 阁校理 、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 司条贯 、判登闻 院等 。 在长期 的地方官任

上
，
先后担任邛州 （今 四川 邛崃 ）军事判官 、静难军 （今陕西彬县 ）节度判 官 、 邛州 （今 四 川 邛崃 ）

通

判 、 汉州 （今 四川 广汉 ）
通判 、普州 （今 四川 安岳 ） 、 陵州 （今 四川 仁寿 ） 、 兴元府 （今陕西汉 中 ） 、洋州

（今陕西洋县 ）知州 ，
神宗元丰二年 （

１ ０７９
）卒于赴任途 中 的 陈州 （今河南淮 阳

）宛丘驿 ，
享年六十二

岁 。

文同是一位
“

端静而文
，
明哲而忠

”

的正人端士
，
这是苏轼对文同 的评价 。 司 马光称赞他襟韵潇

洒如 同
“

晴云秋月
，
尘埃所不能到 。

”

王安石也称他为
“

循吏
”

。 他在各地兴利除弊 ，
办学倡文

，

“

所至

尤恤 民事
”

，
他廉洁简朴

，
苏轼称他为

“

清贫太守
”

。 他 的去世 ，

“

梁洋之民悲思
”

，
邛州 、 盐亭相继为之

建祠
，
出版书籍 。

文同是一个诗赋书 画全能 的大艺术家
，
其作 品备受世人推崇 。 《宋史 ？ 文 同传 》称 ：

“

善诗 、 文 、

篆 、隶 、 行 、草 、 飞 白
”

，
他的 《跋范仲淹 

＜道服赞 

＞ 》和 《跋王献之 
＜送梨帖 ＞ 》收入乾隆 《三希堂法帖 》 。 他

是湖州 墨竹派 的创始人
，
宋 《宣和 画谱 》称他 的 墨竹

“

富潇洒之态
，
逼檀栾之秀

，
疑风不动

，
不笋而

成
”

。 对于文同 的才学 ，
苏轼在 《书文与可墨竹并叙 》 中说 ：

“

文与可有 四绝 ： 诗一
，
楚辞二

，
草书三

，
画

四 。

”

诗位列第一
，

一生写有八百六十多首诗
，
他的诗歌题材丰 富

，
体裁多样

，

以反映民生疾苦 的社

会诗的思想性最强
，

以描绘 自 然景物 的写景诗的艺术性为最高
，
是一位颇具独创性 的诗人 。 苏辙对

文同也有甚高 的评价 ：

“

发为文章
，
实似其德 。 风雅之深 ，

追配古人 、翰墨之工 ，
世无拟伦 。

”

著有 《丹

渊集 》 四十卷 。

宋英宗治肀元年 （
１ ０６４

） ，

二十九岁 的苏轼在凤翔府任大理寺丞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
，
此时

，

四

十七岁 的文同 丁父忧之后
，
返 回京师

，
苏轼与文 同在京师初次见面

，
苏轼在 《黄州再祭文与可 》 中 回

忆道 ：

“

我官于岐
，
实始识君

，
甚 口 秀眉

，
忠信而文 。 志气方刚 ，

谈词如云
”

。 虽然二人是初次见面 ，
但

苏文两家从亲缘关系来讲
，
应是 旧相识 。 嘉祐五年 （

１ ０６０
） ，
苏洵在京任秘书省校书郎

，
修 《太常 因革

礼 》时 ，
文同任秘 阁校理

，
点校 中秘书

，

二人面晤 的机会应该 比较多 。 这年苏洵就写有 《与可许惠所

画舒景 以诗督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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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松怪石 霜 竹枝
，
中 有 可 爱知音谁 ？

我 能知之不 能说
，

欲说常 恐 天真 非 。

羡君笔端有新意
，

倏忽 万状成 一挥 。

使我 忘 言 惟独 笑
，

意 所欲说辄见之 。

闻 胡 为 然 笑不 答
，

无 乃君 亦 难 为 辞 。

昼行 书 Ｓ夜画 被
，

方得其 意 尤 若疼 。

纷纭 落纸 不 自 惜
，

坐客争夺相 漫欺 。

贵 家 满前谢不 与
，

独许见赠怜我 衰 。

我 当 枕簟 卧其 下
，
暮续 膏 火朝 忘 炊 。

文同擅长画松 、石 、竹 ，
但

“

知者谁 ？

”

谁能理解其 中 的奥妙 ？ 谁是文同 的知音呢 ？ 苏洵 自 己 觉得

是不能用确切 的 言辞表达 出 对文 同作 品 的理解
，
但他认为天真 自 然乃是文 同绘画作 品 的最高境

界 。 文同 的 画有新意 ，
善于捕捉迅速变化 中 的各种事物 的神态

，
因此

“

倏忽万状成一挥
”

。 面对文同

的绘画
，
苏洵发 出 理解之后 的会心一笑

，
文 同对 自 己 的绘画也采用

“

难为辞
”

、

“

笑不答
”

的态度
，
大

概是让人用心去理解作 品而不需要太多的说辞呢 ！ 文同作画专一
，

已 进入痴境
，
他 的笑就是痴的表

现 。 苏洵 的这首诗 ，
足 以说 明他对文同绘画 的欣赏和理解

，
也许是受父亲 的影响

，
苏轼在见到文同

所绘 的竹子就特别赞叹
，

父子俩的鉴赏观点十分默契 。 治肀三年 （
１ ０６６

） ，
苏轼就写有 《石室先生画

竹赞并叙 》 ，
这也是苏轼写 的有关文 同 的第一篇作 品

，
文 中道 ：

“

与可
，
文翁之后也

，
蜀人犹 以石室名

其家
，
而与可 自 谓笑笑先生

，
盖可谓与道 皆逝

，
不 留 于物者也 。 顾尝好画竹 ，

客有赞之 曰
：

‘

先生 闲

居
，
独笑不 已

，
问安所笑

，
笑我非尔 。 物之相物 ，

我尔一也 。 先生又笑 ，
笑所笑者 。 笑笑之余 ，

以竹发

妙 。 竹亦得风 ，
夭然而笑 。

’ ”

在苏轼看来
，
文 同 的笑是一种恬淡 自 适 的表现

，
只有贤德的高士才会

“

独笑不 已
”

。 文同笔下 的竹子 ，
轻风吹拂

，
不觉笑弯 了腰 。 这也是苏轼对文同 自 号笑笑先生 的理解

，

也是对文 同谦谦君子之风的赞扬 。

治肀二年 （
１ ０６５

）
二月

，
苏轼在凤翔任职期满

，

回 到京城在登 闻鼓院任职
，
而文同也是在二月 接

到通判汉州 （今 四川广汉 ） 的政令 ，
赴 四川上任 。 不久又改任邛州 知州 ，

初秋时节
，
文 同思念苏轼而

题写 了 《夜思寄苏子肀秘丞 》诗
一首 ：

“

乱竹敲风远
，
高松过雨凉 。 检书 防落烬 ，

下幕恐遗香 。 好月 娟

娟上
，
轻云苒苒长 。 端令阻佳客 ，

不得共清觞 。

”

在好月 娟娟
，
轻风苒苒 的秋光 中

，
志趣相投的文人不

能共 同举杯邀月
，
真是一件憾事 。 诗 中 的苏子肀 即是苏轼 。 文 同在其他诗文 中所提的

“

胡学士
”

、

“

胡

侯
”

、

“

子肀
”

都是指苏轼
，
这其 中 的原 由 附带说明 一下

，
文同逝世后

，
留下诗文遗著甚多

，
北宋末年

正值元祐党祸期 间
，
文同 的 曾 孙文鷲整理文同遗集时

，
为避祸而改称 的 。

治肀三年 （
１ ０６６

） ，
文 同升迁为太常博士

，
再迁 尚 书祠部员 外郎

，
赐五 品服

，

六月 任普州 （今 四 川

安岳 ）知州 。 四 月 ，
苏洵病逝于京师

，
苏轼兄弟扶柩返川 。 治肀 四年 （

１ ０６７
）冬 ，

文同母亲李 氏去世
，
文

同 回 乡 丁忧 。 这两年 ，
苏文两家均在丁忧期

，
往来甚少 。 可视为初识期 。

二
、 亦亲亦友 情趣相投

从熙宁元年 （
１ ０６ ８

）
至元丰二年 （

１ ０７９
） 这十余年 间 ，

苏轼 （苏辙 ） 与文同诗词 唱和 ，
书画往来颇

多
，
是亦亲亦友的最好证明 。

神宗熙宁元年 （
１ ０６ ８

）年 ，
文同 回 到家乡 梓州永泰县 （今 四川盐亭 ） ，

修缮 了 老宅东谷茅斋
，
将堂

屋取名 为墨君堂
，
并作 《墨君堂 》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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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竹种复 画
，
浑如王椽居 。 高 堂倚 空 岩

，
素 壁 交扶疏 。

山 影覆秋静
，

月 色 澄夜虚 。 萧爽只 自 适
，
谁 能爱吾 庐 。

墨君 即是墨竹
，

以 墨 画竹
，
称竹为君 。 文同爱竹 ，

画竹
，
更以竹为堂名

，
他将 自 己修筑墨君堂之

事告诉 了 苏家兄弟
，
并寄上 了他 的 《墨君堂 》诗 ，

他 的诗很快得到 了 回 应
，
苏轼作 《墨君堂记 》寄文

同 。 苏轼在文 中写道 ：

“

独王子猷谓竹君
，

天下从而君之无异辞 。 今与可又能 以 墨象君之形容 ，
作堂

以居君
，
而属余为文

，
以颂君德

，
则与可之于君

，
信厚矣 。

”

自 王子猷将竹子称为竹君
，
天下人都非常

赞同而没有异议
，
如今文与可又能用 墨来画 出竹君 的形态

，
建造堂室来安置

，
又请我写文章来歌颂

竹君 的 品德
，
看得 出来

，
与可对竹君是何等的厚爱 。 与可之所以厚待竹君 ，

一定是对竹君高洁 的 品

德有深刻 的理解
，
苏轼希望跟从与可学画竹

，
权充作与可所画竹君 的 昆弟子孙族属朋友

，
把他们收

藏在 自 己 的居室
，
作为竹君 的别馆 。

文同 和苏轼在文 中所提到 的王掾和王子猷
，
是 同一个人

，
字徽之

，
晋大 司 马桓温 的参军

，
性格

卓荦不羁
，
尤其爱竹

，
是最早喻竹为君的人 。

苏辙也作 《文与可学士墨君堂 》诗 ：

虚 堂竹 丛 间
，
那 复厌竹远 ？ 风庭响 交 戛

，
月 牖散凌乱 。

尚 恐昼掩关
，
婵娟 不 长见 。 中 堂开素 壁

，
萧飒起霜幹 。

随 宜赋 生 意
，
落笔 皆 葱 藉 。 根 茎 杂 土 石

，
枝叶 互 长短 。

依依露下 绿
，

冉冉风 中展 。 开 门视丛 薄 ，

与 此终何辨 。

文 同对墨君堂情有独钟
，
熙宁八年 （

１ ０７５
） ，
文同罢任兴元府知州 时

，

回 故 乡 度假
，
作有 《夏 日 闲

书墨君堂壁二首 》和 《墨君堂晚晴凭栏 》 。

熙宁二年 （
１ ０６９

）初 ，
苏轼兄弟丧满之后 回 到京师

，
苏轼 以殿 中丞

，
直史馆授官告 院

，
兼判 尚 书

祠部
，
苏辙为制置三 司条例司检详文字 。 熙宁三年 （

１ ０７０
）
三月

，
文同还朝

，
知太常礼院兼编修 《大宗

正司条贯 》 ，
苏文再度会面

，
开始 了他们亲密 的交往 。 这年夏天 ，

文同所养 的 马和猿先后死 了
，
苏轼

因感惋惜而写 了诗 （诗佚 ） ，
文 同作 《和子肀 吊猿 》和 《和子肀悼马 》诗 。 八月 中秋节

，
文同在京城试院

“

督秋试
”

锁宿试院 中
，
不能与家人 团 圆

，
更不能与苏轼相聚

，
又一个

“

不得共清觞
”

的 日 子
，
文 同在

试院 中写下 了 《 中秋夜试院寄子肀 》和 《秋 日 晚晴呈 同 院 》
二首诗 。 《 中秋夜试院寄子肀 》诗 中 写道 ：

忆初我 来 时
，
夜 色 如墨 障 。

心 常念 明 月
，

几 曰 西 南上 ？

松梢倚楼 角
，

一玦偃相 向 。 渐见轮 中 物
，

依稀吐形状 。

今 宵 东 岭外
，

抵抵金波涨 。
人 间 重此 夕

，

一

岁 号 佳 赏 。

而 我督秋试
，

锁宿 密如藏 。
细 务纷满 前

，

约 束甚韈鞅 。

无 由奉朋 侣
，

彻 晓 坐 清 旷 。
之人 富 才 华

，

笔 力趫且壮 。

谁 陪把樽 酒
，

露下 与 酬 唱 。 南墙咫尺地
，

使我起遐想 。

人生此 良会
，

可 惜 已虚放 。
独 立 中夜 归

，
俯首入 书 幌 。

遗憾 的是
，
在史料 中未 曾 有苏轼有关和文 同 中秋诗的记载

，
也许是诗遗佚 了

，
也许文同 的诗 因

“

锁 院
”

而未能寄给苏轼
，
也就无从和文同诗 的说法 。 不过 ，

在文同督试完成不久
，
苏轼作有 《跋文同

草书 》 ：

“

李公择初学草书
，
所不能者

，
辄杂 以 真 、 行 ，

刘贡父谓之鹦哥娇 。 其后稍进 ，
问仆 ：

‘

吾书 比来

如何 ？
’

仆对 ：

‘

可谓秦吉 了矣 。

’

与可 闻之大笑 。 是 日
，

坐人争索
，
与可草书落笔如风

，
初不经意 。 刘

意谓鹦鹉之于人言
，
止能道此数句耳 。 十月

一

日 。

”

苏轼对文 同 的草书十分欣赏
，

以至于在元丰三年

（
１ ０８０

） ，
也就是文同去世后一年

，
睹物思人

，
作 《文与可飞 白赞 》 ，

称他的草书飞 白 为 ：

“

美哉多乎 ！ 其

尽万物之态也
，
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

，
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

，
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

，
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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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
，
离离乎其远而相属

，
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 。

”

十一月
，
文同将赴陵州 （今 四川仁寿 ）任 ，

五 日
，
文 同邀苏轼 同游净 因 院

，
向方丈臻师告别 。 在净

因 院里
，
苏轼欣赏到 了之前文 同为臻师绘的竹子

，
今天

，
文 同又受邀在净 因 院东斋堂画 了两枝竹子

和一段枯木
，
臻师这时正在法堂 内整修 四壁

，
他 向文 同求画

，
文同答应 了 。 苏轼 因此作 了 《净因 院 画

记 》

一文来记载此事 。 宋 《西楼苏帖 》又称为 《文与可画 墨竹枯石记 》 。 苏轼 的 《净 因 院画记 》是苏轼绘

画理论的代表作 品之一 。

就在文 同离开京师之前
，
苏文二人又一次 出 游

，
这次游 的是延 晖故亭

，
文 同作 《同苏秘丞子肀

登延晖故亭 》 ：

城端有 亭余故基
，

吏 曰 旧 榜题延晖 。

行 穿 蒙笼倚孤埤
，
霜风飘萧吹我 衣 。

高 林 满 郊 目 四 围
，

云起 曰 落晴烟 飞 。

感今念往聊久之
，
埤垸 昏 黑群鸦 归 。

文同在离京之前
，
还请苏轼为 自 己 喜欢的玉堂砚作 了一篇铭文 。 苏轼在 《玉堂砚铭并叙 》 中 写

到 ：

“

文同与可将赴陵州
，
孙洙 巨 源 以玉堂大砚赠之 。 与可属子瞻为之铭 ，

曰
： 坡陀弥漫

，
天 阔海浅 。

巨 源之砚
，
淋漓荡洁 。 神没鬼 出

，
与可之笔 。 烬南 山之松 ，

为煤无余 。 涸陵 阳之水 ，
维 以濡之 。

”

熙宁 四年 （
１ ０７ １

）初春 ，
苏轼作 《送文与可 出守 陵州 》诗为其送行 ，

诗 曰
：

壁 上墨君不 解语 ，

见之 尚 可 消 百 忧 。

而 况我友似君者
，
素 节 凛 凛欺霜秋 。

清诗健笔何足数
， 《逍遥 》 《齐物 》追庄 周 。

夺官遣去不 自 觉
，

晓梳脱发谁 能 收 。

江 边乱 山 赤如楮
，

陵 阳 正在 千 山 头 。

君知远别 怀抱 恶
，
时遣墨君解我 忧 。

熙 宁 四年 （
１ ０７ １

） ，

王安石变法 已 全面铺开
，
苏轼与文 同在变法上所持 的 观点也是一致 的 。 此

时
，

三十六岁
，
年富力 强 的苏轼 出 任杭州通判

，
苏轼反对王安石 的激进变法

，
因此与 王安石新党 的

矛盾越来越大
，
新法派人物又诬苏轼在为父扶丧返川 时贩运私盐

，
虽然

“

查无其实
”

，
但苏轼也想离

开京师
，
到 了杭州 。 而苏辙在王安石 的三司条例司任职 ，

更是不能苟同
，
也请外任 。 苏轼在对待新法

上
，
采取 了

“

因法 以便民
”

的主张
，
而文同到地方官任上

，
采取的是

“

上不害法
，
下不伤民

”

的主张 。 他

们抑制豪强
，
发展生产

，
为官清廉

，
造福万民

，
都是人 民拥戴 的清官廉吏 。

从熙宁 四年 （
１ ０７ １

）年至元丰二年 （
１ ０７９

）年 的八年 间 ，
苏轼与文 同再也没有 同游 的机会

，
为 了

仕途而各奔东西
，
只有用诗文唱和 、 书信往来来保持亲密 的友情 。 熙宁 四年 （

１ ０７ １
）九月 ，

苏轼到杭

州 赴任时
，
过颍州拜谒欧 阳修

，
盛赞文 同 的诗才

，
他在 《仇池笔记 》 中记载 ：

“

余昔对欧公诵 与可诗

云
；

‘

美人却扇 坐
，
羞落庭下花 。

’

公 曰
：

‘

世间元有此句
，
与可拾得耳

’

。

”

苏轼到杭州后
，
将 自 己 写 的

《腊 日 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诗寄给文同 ，
文 同有 《依韵和子瞻游孤山二首 》 。 熙宁五年 （

１ ０７２
） ，
苏

辙 当 时任陈州教授
，
苏轼作 《戏子 由 》诗寄给文 同 ，

文 同作 《子瞻戏子 由依韵奉和 》 。 文 同在和诗 中

说
，
苏辙 比 当年的孔子还穷

，
而 自 己 和苏辙 的命运是相 同 的

，

“

陵州谬守卑且劳
，
马前空愧持旌旄

”

。

之后
，
文 同收到苏轼来信

，
应苏轼之请作 《寄题杭州 通判胡学士诗 四首 》 ，

分别为 《凤咮堂 》 、 《浅玉

斋 》 、 《方奄 》 、 《月 岩斋 》 。 苏轼历来注重养生 ，

熙宁六年 （
１ ０７３

）他将 自 己所得 的 陈希夷唐福 山药方赠

给文 同 。 文同 回 《子瞻寄惠希夷陈先生服唐福 山药方 因戏作杂言谢之 》 。 这年冬天 ，
文同罢守陵州

，

寓居彭州过冬
，
苏轼思念文同作 《题赵杌屏风与可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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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所至
，
诗在 口

，
竹在手 。 来京师不及岁 ，

请郡还 乡
，
而诗与竹皆西往 。

一

日 不见
，
使人思之 。

其面 目严冷
，
可使静险躁

，
厚鄙薄 。 今相去数千里 ，

其诗可求
，
其竹可乞

，
其所 以静

，
厚者不可致 。 此

予所 以见竹而叹也 。

熙宁七年 （
１ ０７４

） 中 ，
苏轼仍在杭州任通判

，
而文同被赵汴推荐代替赵汴在成都府之职守

，
未被

采用 。 八月 ，
文 同乞求知洋州 （今陕西洋县 ） ，

九月
，

以度支员 外郎仍加轻车都尉知洋州 。 当月 ，
苏轼

离杭州通判任
，
赴任密州 （今山东诸城 ）太守 。

熙宁八年 （
１ ０７５

）
四 月

，
苏轼作 《文与可字说 》寄给文 同 。 文 中采用孔子与其弟子子张 、 子夏 的对

话来高度赞扬文同 的人 品
，

“

与可之为人也
，
守道而忘势

，
行义而忘利

，
修德而忘名

，
与为不义

，
虽禄

之千乘不顾也 。

”

这年秋
，
文同 出任洋州 知州 。 熙宁八年 （

１ ０７５
）末九年 （

１ ０７６
）初 ，

苏轼在密州修筑超

然 台
，
乞请文同作诗

，
文同作 《超然 台赋 》 ，

苏轼又希望文同能草书此赋
，
好刻于超然 台 的石 台上 。 熙

宁九年 （
１ ０７６

） ，
文同在洋州经营赏筌谷

，
修筑披锦亭 。 据康熙 《洋县志 》记载 ：

“

赏筌谷
，

邑北有谷
，
产

异竹
，
矩节细干

，
翠叶疏枝

，
挺然直上

，
有干云之势 。 文与可牧洋州 时 ，

置披锦亭于其 中
，
邀游玩赏

，

为关南胜概 。

”

文同在洋州作 《守居 园池杂题三十首 》 ，
分别寄予苏轼 、苏辙 。 这三十首 ，

每一首均为

洋州 的一处景观
，
如横湖 、

二乐榭 、待月 台 、 露香亭等 。 苏轼有唱和诗 《和文与可洋州 园 池三十首 》 ，

苏辙也有和诗 。 在此期 间 ，
文 同也一直与苏辙有诗文和书信往来 。 苏辙除有 《和文与可洋州 园亭三

十首 》外 ，

还有 《答文与可十首 》 。 苏轼在密州公干之余 ，
修筑 了快哉亭

，
并请求文 同作快哉亭诗

，
并

告诉他
，
今年 自 己 在密州 的任期满后

，
打算带着苏辙 回京师候命 。 文同应苏轼之请作 《寄题密州苏

学士快哉亭 》诗 。

三
、 亲上加亲 书简寄深情

熙宁十年 （
１ ０７７

）
二月

，
苏轼 由 密州改知徐州

，

至元丰二年 （
１ ０７９

） 的两年时间里 ，
是苏轼 （苏辙 ）

与文同 书信来往最频繁 的 时期
，
在 《苏轼佚文总编卷二 》 中 有 《与文与可十

一首 》 ，
其 中 写于徐州 的

就有九札
，
另有 《与文与可三首 》 ，

并注 明 为
“

以 下俱徐州
”

，
可见其密切 的关系 。 书简从 内容上大致

可分为
，

两家议亲结亲 的祝贺
；
诗文唱和书 画往来及谈论养生祛病之道等 。

熙宁十年 （
１ ０７７

）下半年 ，

六十岁 的文 同解洋州任
，
准备返 回 京师

，

此时 的苏轼正赴徐州 任上
，

在与文与可书信 中有
“

轼 自 密移河 中
，

至京城外
，
改差徐州

”

。 因苏辙的女儿许配给文同 的大儿子文

务光
，
苏文两家结亲 。 苏轼十分高兴 ，

“

闻与可与之议姻
，
极为喜幸

”

，
信 中表达 了他

“

欣慰之怀
，
殆不

可言
”

的喜悦心情 。 元丰元年 （
１ ０７８

） ，

两家正式结为姻亲
，
苏轼写信表示祝贺 。 这

一年
，
文同在判登

闻鼓院之职不久
，
改知湖州 （今浙江湖州 ） 。 苏轼在徐州抗洪 ，

修筑 了象征赈灾 的黄楼
，
请文同作 《黄

楼赋 》 ，
又 附绢 四幅

，
请文同作竹木 、 怪石 ，

少许置黄楼上为屏风
，
以成为徐州 的奇观 。 《与文与可十

一首 》之七 ：

轼辄有 少 恳
，

托 幼 安 于 闻 。 为 近 于 守居之 东 作黄楼
，
甚宏 壮

，
非 复超然之 比

。 曾 告公作 《黄楼

赋 》 ，

当 以 拙翰刻 石 其上 。 其 临观境物 ，

可令幼 安道其详
，

告 为 多 纪江 山 之胜
，

仍 不 用 过有褒誉 。 若有

褒誉
，
仆 即 难 亲 写 耳

，

切告 。
又有 少 事

，
甚是不 议好 恶

，
辄 附 绢 四 幅 去

，
告 为 作 竹木 、 怪石 少许

，

置楼

上 为 屏风
，

以 为 彭 门 无 穷之奇观
，

使来者相 传其 上有 与 可赋 、
画

，

必相 继修茸
，
则 黄楼永远 不 坏

，

而

不 肖 因 得挂名
，

公其 忍拒此意 乎 ？ 见 已 作记上石 。
旦 夕 寄 书 去 。

正 月 中 遣人至 淮上 咨请
，
幸 少 留 意

，

不 罪
，
幸甚 。 轼惶 恐 。

苏轼对
“

亲家翁
”

文同 的健康十分关心
，
常在信 中 问候

，

“

适 闻 中 间复微恙
，

且喜寻 已 ５
Ｆ复

”

，

“

未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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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会遇
，

万万 以 时 自 珍
”

，
并寄给文同茶墨

，
文 同作 《子肀棋负茶墨小章督之 》 ，

并寄所绘 《偃竹 图 》

等 。 苏轼还希望文 同能将亲家苏辙的 《墨竹赋 》书写在绢上 ，
因 为

“

近见子 由作 《墨竹赋 》 ，
意思萧散

，

不复在文字畛域 中
，
真可 以配老笔也 。

”

苏辙的文字与文与可 的 书写可谓是珠联璧合 。 元丰二年

（
１ ０７９

）初 ，
文同离京

，
苏辙作 《送文与可知湖州 》相送 ，

文 同到达陈州 （今河南淮 阳
）病重 ，

住在陈州

宛秋驿馆之 中 。 此时 的文同非常希望能见苏轼一面 。 苏轼在 《林子 中诗寄文与可及余与可既没追和

其韵 》诗 中 写道 ：

“

自 闻与可亡
，
胸臆生堆阜 。 悬知 临绝意 ，

要我一执手 。 相望五百里 ，
安得 自 其牖 。

”

元丰二年 （
１ ０７９

）
正月 二十一 日

，
文同 因疾病卒于陈州宛秋驿

，
享年六十二岁 。

四 、 追思故人 ，
深情依 旧

文同 的去世
，
对苏轼兄弟来讲

，
悲痛万分 。 这位亦亲亦友 的兄长 ，

与他们是何等的情深 。 元丰二

年 （
１ ０７９

）
正月 三十 日

，
苏轼 闻讯

，
即作 《祭文与可文 》寄给黄庭坚 。 苏轼在文 中写道 ：

从表弟苏轼谨 以清酌庶羞之奠
，
致祭于故湖州文与可学士兄之灵 曰

： 呜呼哀哉 ！ 与可能复饮此

酒也夫 ？ 能复赋诗以 自 乐
，
鼓琴 以 自侑也夫 ？ 呜呼哀哉 ！ 余 尚 忍言之

，
气噎悒而填胸

，
泪疾下而淋衣 。

想到从今往后
，
再也不能与文同饮酒赋诗

，
鼓琴 自 乐

，
苏轼悲从 中来

，
不觉泪满衣襟 。 对于文同

的人 品
，
苏轼景仰之极

，
他又道 ：

呜呼哀哉 ！ 孰能惇德秉义
，
如与可之和而正乎 ？ 孰能养民厚俗

，
如与可之宽而 明乎 ？ 孰能为诗

与楚词
，
如与可之婉而清乎 ？ 孰能齐宠辱忘得丧

，
如与可之安而轻乎 ？

苏轼在 《与李公择 》的信 中也谈及文同 的正直与清贫
，
他道 ：

“

与可之亡
，
不惟痛其令德不寿

，
又

哀其极贫
，
后事索然 。

”

二月
，
苏辙作 《祭文与可学士文 》 ：

“

昔我爱君
，
忠信笃实 。 廉而不刿 ，

柔而不

屈 。 发为文章 ，
实似其德 。 风雅之深 ，

追配古人 。 翰墨之工 ，
世无拟伦 。

”

三月
，
苏轼写信致文同儿子

文务光
，
对其父亲之死表示安慰

，
诗名 为 《与文郎 》 。 七月 七 日

，
苏轼在湖州 。 睹物思人 ，

作 《文与可画

赏筌谷偃竹记 》 。 接着 ，
在 《林子 中诗寄文与可及余与可既没追和其韵 》诗 中道 ：

“

君诗与楚词
，
识者

当有取 。 但知爱墨竹 ，
此叹吾 已久 。

”

苏轼感叹文同诗名 为其画名所掩 。

元丰三年 （
１ ０８０

）
正月

，
文 同死后一年

，
苏轼离京贬官赴黄州

，
途经陈州

，
与苏辙一 同在陈州 协

助料理文 同 的后事 。 在陈州苏轼见到文 同 的草书飞 白
，
作 《文与可飞 白赞 》 。 正月 十 四 日

，
苏轼将离

开陈州赴黄州
，
作 《陈州 与文郎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作此诗 》 。 文逸民 ，

即文务光
，
苏辙的女婿 。 此诗

中有
“

君 已 思归梦 巴峡
”

之句
，
感叹文 同 已 魂归故里

，
而 自 己 为 了仕途却在外漂泊 。 四五月 间

，
文同

灵柩过黄州
，
苏轼再作 《黄州再祭文与可文 》 ：

丧之西 归
，
我 窜 江 潰 。 何 以 荐君

，
采江之芹 。 相彼 日 月

，
有朝 必 曛 。 我在 茫 茫

，

凡几合分 。 尽此

一觞
，
归 安 于坟 。

苏轼又有 《与文郎
一首 》相赠 。

元丰 四年 （
１ ０８ １

） ，
文 同去世后二年

，
苏轼贬官黄州

，
作 《文与 可琴铭 》 ，

追忆故人 。 元丰七年

（
１ ０８４

） 十 月 ，
苏轼在宜兴 的小船 中

，
想起 了 已 过世 的 五年 的文 同

，
将 自 己 在熙 宁九年 （

１ ０７６
）作 的

《寄题与可学士洋州 园 池三十首 》全部书写 出来并题跋 ：

“

久不作小楷
，
今 日 忽 书此一纸

，
元丰七年

十月 六 日 宜兴舟 中 。

”

此书法保 留在 明代 《晚香堂苏帖 》 中 。 元丰八年 （
１ ０８ ５

） ，
苏轼见文同墨竹发 出

了 ：

“

笔与子皆逝
，
诗今谁为新

，
空遗运斤质

，
却弗断兹人

”

的悲叹 。

宋哲宗元祐元年 （
１ ０８ ６

）
正月 十二 日

，
苏轼作 《题憩寂 图诗 》 ，

诗 中 回 忆起文 同有关墨竹 的话 ：

“

文与可尝云
，
老夫墨竹一派

，

近在徐州 。

”

此时
，
苏轼作为元祐重臣

，
在京任起居舍人

，
睹物伤情

，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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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作 《书文与可墨竹并叙 》和 《题文与可墨竹并叙 》 。 元祐二年 （
１ ０８ ７

）秋 ，
苏轼作 《书晁补之所藏与可

画竹三首 》 。 元祐八年 （
１ ０９ ３

） ，
文同去世十 四年

，
苏轼见文 同遗墨而嗟叹

，
作 《文与可画赞 》 ，

这也是

苏轼有关文 同 的最后一篇作 品 。 绍圣元年 （
１ ０９４

）
二月 五 日

，
文 同去世后十五年归葬于梓州永泰县

新与 乡 新与里 。

苏轼与文同亦亲亦友 的关系并没有 因文同 的病逝而结束 。 苏轼对文家一直非常关心和关注 。

元祐元年 （
１ ０８ ６

）
七月

，
文务光去世

，
苏轼致信对文家表示慰问

，
并打算让长子苏迈 回川 探视 。 当再

次见到文同 的 《赏筌 图 》时 ，
苏轼百感交集

，
他临摹 了此 图并题上 了诗和跋文

，
表示对文 同 的怀念之

情 。

元祐三年 （
１ ０８ ８

）十月 ，
苏轼作 《文骥字说 》 。 文骥乃文务光的儿子 ，

苏辙的外孙
，
苏轼 以外伯翁

自 称 。 苏轼道 ：

“

骥孙才五岁
，

入吾家
，

见先府君画像 曰
：

‘

我尝见于大慈寺 中和 院 。

’

试呼 出相之
，
骨

法 已 奇
，
神气沉稳 。 此儿

一

日 千里
，
吾辈犹及见之 。

”

对文家寄予厚望 。

作为亲家翁 的苏辙
，
与文家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 。 从熙宁元年起 ，

苏辙与文 同就开始有往来 。

苏辙作有 《文与可学士墨君堂 》 、 《和文与可洋州 园亭三十咏 》 《送文与可知湖州 》 《墨竹赋 》 《祭文与

可学士文 》等作 品 。 文同去世后 ，
苏辙更 以长辈 的身份

，
对文家关怀备至

，
作有 《外孙文骥与可学士

之孙也
，
予新教之作诗后发犹有家风

，
喜其不坠作诗赠之 》 《文 氏外孙入村收麦 》 《次韵文 氏外孙骥

以其祖父与可学士书卷还谢惊学士 》 《同外孙文九新春五绝句 》 《外孙文九伏 中入村晒麦 》 《祭亡婿

文逸民文 》等 。

五
、 共创 湖 州墨竹

一派

苏轼和文同都是爱竹子之人
，
他们不仅爱竹

，
而且咏竹 、 画竹 ，

追求竹子君子 的谦谦之气质
，
高

风亮节 。 苏轼是
“

宁可食无 肉
，
不可居无竹

，
无 肉使人瘦

，
无竹令人俗 。

”

更希望
“

门前万竿竹
，
堂上 四

库书
”

，
将家里 的房屋取名 为

“

疏竹轩
”

。 苏轼在 自 己 为官之地
，
除栽花养草外

，
也会种竹子 。 而文同

也是一样
，
堂屋取名 为墨君堂

，
推崇竹子的君子之风

，
并请苏轼 、苏辙为墨君堂作记 。 他在洋州 的三

十景之一就有竹坞
，
并在赏筌谷大种赏筌竹

，
修筑披锦亭

，
用来赏竹画竹

，
写 了许多 咏竹诗

，
诗有 ：

“

嗜竹种复画
，
浑如王掾君 。 高堂依空岩 ，

素壁交扶疏 。 山影复秋静 ，
月 色澄夜虚 。 萧爽只 自 适

，
谁能

爱吾庐 。

”

苏轼 的绘画理论 自 成体系 。 他主张
“

论画与形式
，
见与儿童论

”

，

“

诗画本一律
，

天工与清新
”

。 在

《净 因 院画记 》 中 又提 出 ：

“

山 石竹木
，
水波烟云

，
虽无常型

，
而有常理 。 常型之失 ，

人皆知之
；
常理之

不 当
，
虽 晓画者有不知 。 与可之于竹石枯木 ，

真可谓得其理者矣 。

”

在 《文与可画赏筌谷偃竹记 》 中 ，

苏轼提 出 了
“

胸有成竹
”

的理论
，

ｓｒ 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 中
，
执笔熟视

，

乃见其所欲画者
，
急起从

之
，
振笔直遂

，

以追其所见
，
如兔起鹘落

，

少纵则逝矣
”

。 这是苏轼描写文同所画 的偃竹 ，

也可 以理解

为文同是胸有成竹理论的实践者
，
而苏轼将其提高到理论

，

也就是说
，

“

胸有成竹
”

的绘画理论是苏

文共同创立 的
，
也可 以理解为他们共创湖州 墨竹派 的理论之一 。 而文同 的绘画实践多于苏轼 ，

他创

造 了
“

以墨深为面
，
淡为背

”

的墨竹画技法 。 他创作 的不施勾勒 的写意竹 ，
兼有书法之妙 。 他的墨竹

“

富潇洒之姿
，
逼檀乐之秀

，
疑风不动

，
不笋而成 。

”

苏轼对文同 的墨竹非常推崇 。 他在 《书晁补之所

藏与可画竹 》 中道 ：

“

与可画竹时
，
见竹不见人

，
岂独不见人

，
嗒然遗其身 。 其身与化竹 ，

无穷 出 清新 。

庄周世无有
，
谁知此疑神 ？

”

在 《 自题临文与可画竹 》 中 ：

“

石室先生请兴动
，
落笔纵横飞小凤 。 借君妙

意写赏筌
，
留 与诗人发吟讽

”

。 在 《净因 院 画记 》写道 ：

“

与可之于竹石枯木
，
真可谓得其理者矣 。 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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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
，
如是而死

，
如是而挛拳瘠蹙

，
如是而条达畅茂

；
根茎节 叶

，
牙角脉缕

，
千变万化

，
未始相袭而各

当其处
，
合于天造

，
厌于人意

，
盖达士之所寓也 ？

”

苏轼 的绘画现存 《枯木竹石 图 》和 《潇湘竹石 图 》 ，

文 同 尚 有 《偃竹图 》 《风竹 图 》 《单枝墨竹 》 《倒垂竹 》以及苏文 《墨竹枯木卷 》临本传世 。

湖州 墨竹派在继承前人 的基础上
，

不断发展
，
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 的影响 。 米芾在 《画史 》 中称 ：

“

以 墨深为面
，
淡为背

，
自 与可始也 。

”

方薰 的 《山静居画论 》也说 ：

“

墨竹一派
，
文石室为始祖 。

”

文同

生前所创造 的 墨竹 、 墨君 、 墨竹
一派等语 已 成为墨竹派 的代称

，

正如文 同 在给苏轼信 中所语 的 那

样 ：

“

近语士大夫
，
吾墨竹一派

，
近在彭城

，
可往求之 。

”

苏轼学 习文同墨竹
，
是墨竹派 的创始人之一

，

自 称是
“

湖州派
”

，
从而又创造 了

“

文湖州 派
”
一语 。 元 四家之一 的吴镇所撰的 《文湖州竹派 》就收有

师法文同墨竹技法 的宋元画家二十五人 。 元人李衍 的 《竹谱详录 》也收录 了许多金元时期 的墨竹名

家 。 明 清两代 的诸多名家们也深受墨竹派 的影响 。 可 以说 ，
苏轼与文同共创湖州墨竹派

，
促进 了文

人画 的形成和发展
，
成为 中 国文人画派 的开拓者

，
影响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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