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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苏轼兴修水利和徐州抗洪的卓越政绩

万 波

内容提要 ：
苏轼不 仅是 中 国 文化 史上 罕见 的 旷世奇 才 、 全能 的 文化 巨人

，

还是勤政爱 民 的 杰 出

典 范 。 苏较 为 官
一任

，

造福一 方
，

政绩卓越
，
彪柄 史册 。 本文就 苏较兴修水利 和徐 州 抗 洪 的 卓越政绩

作 浅谈
，

这些政绩体现 了 苏轼
“

以 民 为 本
”

的 民本思 想 。

关键词 ：
苏轼 兴修水利 徐 州 抗 洪 政绩 民本思 想

苏轼是 中 国文化史上罕见 的 旷世奇才 、 全能 的文化 巨人 ，
他在诗 、 词 、散文 、 书法 、 绘画等方面

都取得 了登峰造极 的成就 。 苏轼还是勤政爱 民 的杰 出典范 。 他心系 黎民百姓 ，
亲 民爱 民

，
为官一任

，

造福一方
，

一生做了许多有利于人 民 的实事 、好事 。 苏轼政绩卓越 ，
彪炳史册 。 本文就苏轼兴修水利

和徐州抗洪 的卓越政绩试作浅谈 。

一

、兴修水利 ，
造福人 民

（

＿

）
疏浚凤翔 东 湖

嘉祐六年 （
１ ０６ １

） ，

二十六岁 的苏轼到 陕西凤翔府任签书判官
，
这是他 出仕 的第一站 。 嘉祐七年

（
１ ０６２

） ，
他组织劳工疏浚古饮凤池

，
清除淤泥

，
扩宽水面

；
引 城西北 的凤凰泉水注入古饮凤池

，
种莲

植柳
，
修筑君子亭 、宛古亭 、喜雨亭等秀丽 的亭 台楼榭 。 因 古饮凤池距凤翔府城东 门 只 有二三十步

远
，
又改名 为东湖

，
延续至今

，
东湖 已经有九百五十多年历史 。 东湖经过疏浚后 ，

既可 以灌溉农 田
，

也可供游览 。 经过历代修葺 ，
如今的凤翔东湖风景 区 已成为一座美名满三秦 、佳景传 四方的古典 园

林
，
是人们在凤翔瞻仰苏轼 的重要遗迹 。

（
二

）
改造密州 雩泉

；

筑堤壅水

苏轼任地方官
，

一

向重视水利建设
，
在密州亦然

，
做 了两项重要 的水利工程 ： 改造雩泉和筑堤

壅水 。

熙宁七年 （
１ ０７４

）九月 ，
苏轼移知密州 （今 山东诸城 ） 。 因密州 临海多风

，
沟渠又不能储水

，
所以

经常遭受旱灾之苦 。 熙宁八年 （
１ ０７５

）
四 月 、 五月 ，

密州先后遭遇严重 的旱灾
，
苏轼先后两次在常 山

求雨有应 。 熙宁八年五月 ，
苏轼在常 山求雨时发现一泉

，
泉水

“

清凉滑甘
，
冬夏若一

，
余流溢去

，
达于

山下
”

。

？他就在泉上凿石为井
，
筑亭于其上

，
对泉水进行保护和合理的开发利用 。 因古代为求雨而

举行的一种祭祀 叫雩
，
所 以苏轼将此泉命名 为雩泉 。 雩泉 的水既可 以用于饮用 ，

又可 以用于灌溉农

田
，
成为周边百姓生产 、 生活 的不尽水源 。

熙宁九年 （
１ ０７６

）
四 月 十八 日

，
苏轼作 《雩泉记 》 ，

并立石于常 山之上 。 他在文 中说 ：

“

今民 吁嗟其

所不获
，
而呻吟其所疾痛

，
亦多矣 。 吏有能 闻而哀之 ，

答其所求
，
如 常 山 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 ？ 轼 以

是愧于神 。

”＠
由 此可见

，
苏轼修凿雩泉 的另一个意图是为 了

“

勉吏
”

，
特别是为 了 自 勉

，
激励 自 己关

心 民生疾苦 。 时至今 日
，
雩泉上 的亭又重建起来 了

，
雩泉还在流淌 。 人们

一看到雩泉
，
就会情不 自禁

地想起一心为 民 的东坡先生 。

苏轼在密州 还发动百姓筑堤壅水 。 此事在苏轼作于熙宁九年 （
１ ０７６

）
三月 初三 日 的 《满江红 ？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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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会流杯亭 》词 中有记载 。 苏轼于熙宁八年 （
１ ０７５

）夏秋之 间 ，
筑堤壅水 。

“

新堤
”

的位置在东武城南
，

“

城南有坡
，

土色如丹
，
其下有堤

”

，

？
“

东武
”

是密州 的 旧 时之名 。

“

新堤
”

的用途主要有两个 ：

一是
“

壅

郑淇水入城
”

，

？郑淇水 因 紧傍东武故城
，

一到汛期
，
城 中百姓常被其害 。 苏轼筑堤壅水 ，

保证了城 中

百姓 的生命财产安全 。
二是美化环境 。 苏轼在堤上栽种花木 ，

使大堤呈现 出
“

长林翠阜
，
卧红堆碧

”

的美景 。 元丰八年 （
１ ０８５

） ，
苏轼路过密州

，
写下 《再过超然 台赠太守霍翔 》 ，

诗 中 写道 ：

“

郑淇 自 古北

流水
，
跳波下濑鸣玦环 。 愿公谈笑作石埭 ，

坐使城郭生溪湾 。

”？希望太守霍翔筑石坝拦蓄郑淇水
，
在

城边修一座水库
，
造福密州人民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

霍太守未能 了却苏轼 的心愿 。
１ ９５ ８ 年

，
诸城人

民在政府 的领导下
，
大搞水利建设

，
于城南 的三里庄筑起一条全长 ４５９ 米的拦河大坝

，
建成一座库

容为 ５４３４ 万立方米的 中 型水库 三里庄水库 。
三里庄水库成为诸城百姓生活 、 生产 的重要水

源
，
苏轼当年的愿望终于实现 。

（
三

）
疏浚钱塘六 井

熙宁 四年 （
１ ０７ １

 ） ，
苏轼任杭州通判 。 因杭州城 中 多 卤地

，
没有甜水井

，
唐朝名相李泌任杭州 刺

史时开凿的钱塘六井
，
都是引 西湖水灌注其 中

，
时间久 了得不到及时修治 。 熙宁六年 （

１ ０７３
） ，
苏轼

协助杭州太守陈襄疏浚钱塘六井
，
以提高杭州居 民饮用水的质量 。 并于熙宁六年三月 作 《钱塘六井

记 》 ，
表达 了他关注 民生 的近忧与远虑 。 钱塘六井修成后基本解决 了杭州居 民 的饮水问题 ，

但 由 于

西湖经常被湖 中 的葑草夹泥沙所淤塞
，
湖床抬高

，
对六井 的供水不畅通 。 加上引水 的管道是用易破

的竹筒做 的
，
竹筒一破

，
泥沙进入竹筒堵塞管道

，
流入六井 的西湖水就更少 了 。

元祐 四年 （
１ ０８ ９

）
七 月

，
苏轼到杭州任知州

，
就着手解决钱塘六井 的 问题 。 他用瓦筒取代竹筒 ，

又用砖石培瓮保护
，
可 以 坚 固持久 。 在苏轼 的指挥下 ，

经过军民 的艰苦奋战
，
钱塘六井得到 了 一次

彻底 的治理 。 然而 ，
随着历史 的变迁

，

六井逐渐被人们废弃 。 目 前
，
只有位于杭州市 内 的天香楼前的

相 国井作为历史遗迹保存下来 。

（
四

）
疏浚茅 山 、盐桥二运河

苏轼在任杭州通判 时访问 民 间疾苦
，
老百姓都说 ：

“

最苦恼 的事情是茅山 、 盐桥两条运河淤塞 。

”

当 时
，
每隔三 、 五年就要发动 民工清理运河 中 的淤泥 。 不然 ，

就连船也无法在运河 中航行 。 这种经常

性 的疏浚不仅劳 民伤财
，
而且挖 出 的淤泥堆放在居 民 门旁 、 道路上 ，

既影响交通
，

又有损市容市貌 。

元祐 四年 （
１ ０８ ９

）十月 ，
杭州 知州苏轼亲 自 视察 了茅 山河 、 盐桥河 。 他发现茅 山河 的水位 比盐桥

河 的水位高一米多
，
而且是流经人 口稀少 的东郊

，
行船也少 。 根据这些情况 ，

苏轼制定 了一个综合

治理运河的方案 ：

“

以茅 山一河专受江潮
，

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 。 复造堰闸 ，

以 为湖水畜泄之限
，
然

后潮不入市 。

”＠元祐五年 （
１ ０９０

）
四 月

，
疏浚茅 山河 、盐桥河的工程顺利竣工 ，

运河的水畅通 了
，
交通

便利 了
，
杭州 的市容整洁 了 。

（
五

）
疏浚杭州 西湖

苏轼在杭州 知州任上
，

还做 了 一项很了不起 的 民生工程 疏浚西湖 。 当 时西湖 中 的葑草甚

多
，
草根夹杂着泥沙

，
越积越多

，
造成西湖淤塞过半 。 如果不及时治理 ，

再过二十年
，
杭州西湖将不

复存在 。 苏轼 向朝廷上 了一道奏章 《杭州 乞度牒开西湖状 》 ，
指 出 西湖对于杭州 的重要性 以及不治

理西湖 的严重性 。 在苏轼看来 ，

“

杭州之有西湖
，
如人之有眉 目

，
盖不可废也 。

”？朝廷最终采纳 了苏

轼 的治湖方案
，
并拨款用 于治理西湖 。 苏轼发动 民夫 以工代赈 ，

清理葑草
，
用淤泥堆筑长堤

，
以利南

北两岸 的交通
；
在堤上修筑了六座桥

，

以便东西往来 的船只 自 由通过 。 苏轼指挥人们在堤上遍植杨

柳 、芙蓉 。 这样既加 固 了堤坝
，
又使长堤美丽如 画 。 他还决定将临近湖岸 的湖面交给附近 的农民种

菱
，
种藕

，
养鱼

；
并 由这些农 民负责清除湖 中葑草 。 他又在西湖 中建 了 三座石塔

，
禁止在石塔以 内 的

水域种植菱 、荷 、茭 白 。 西湖经过综合治理 ，
面貌焕然一新 ： 湖水清澈见底

，

画舫在湖 中 自 由穿梭
；
十

里荷花
，
清香醉人

；
堤上绿柳成荫

，
游人如织 。 后来 ，

人们将此长堤称为
“

苏堤
”

。

“

苏堤春晓
”

成为杭

３ ５



第 二十 四 届 中 国 苏轼 学 术研讨会论 文 集

州西湖十大景色之首
，
驰名 中外 。

（
六

）
疏浚颍州 西湖

元祐六年 （
１ ０９ １

）
八月 五 日

，
苏轼 以龙 图 阁学士知颍州 。 闰八月 二十二 日

，
苏轼到颍州任上 。 他

上任不久就遇到颍州秋旱 。 十二月 ，
苏轼 向朝廷上奏 《乞罢黄河夫万人开颍州 沟洫状 》 ，

得到朝廷 的

许可
，
准 留一万名维修黄河的 民夫在颍州疏浚西湖

，
引来焦陂水

，
修建三座水 闸 。 就在疏浚工程将

要完工时
，
苏轼于元祐七年 （

１ ０９２
）
三月 移知扬州

，
他督促颍州签书判官赵令畤继续实施工程 。 元祐

七年三月 十六 日
，
当颍州西湖疏浚工程完工 的喜讯传来

，
苏轼欣喜之情难 以 自 禁

，
写诗与赵令畤唱

和 。其 中有两句诗高度赞誉颍州西湖 ：

“

西湖虽小亦西子
，
萦流作态清而丰 。

”？
“

大千起灭一尘里
，
未

觉杭颍谁雌雄 。

”？颍州西湖从此名声大噪
，
与杭州西湖 、扬州西湖 、 惠州西湖并称为 四大西湖 。

（
七

）
广州 引 水

绍圣元年 （
１ ０９４

） ，
苏轼 因朝廷激烈 的党争

，
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

，
惠州安置 。 绍圣元年十 月

到达惠州 。 绍圣 四年 （
１ ０９７

） ，
苏轼接到广州 知州 王敏仲 的来信 。

王敏仲在信 中告知广州正流行瘟

疫
，
百姓死亡人数众多

，
特意 向苏轼讨教有何 良策 。 苏轼建议王敏仲修建病坊 ，

还介绍 了 罗 浮道士

邓守安关于改善饮水 的建议 。 邓守安是苏轼 的好友 ，
他对广州 的情况十分了解

，
得知广州 疫情后

，

立 即指 出 ：

“

广州一城人
，
好饮咸苦水

，
春夏疾疫时

，
所损多矣 ！

”？
当 时只有官员 和有钱 的人家才能

吃到刘王 山 的井水
，
穷人只 能 吃咸水 。 邓守安还告诉苏轼 ，

蒲涧 山 的滴水岩 的水质很好
，
建议从滴

水岩 引 水入广州
，
具体做法是 ： 在滴水岩下置一大石槽储水

，
用 五根大竹相接

，
用麻缠好

，
再涂去

漆
，
随着地势的起伏

，
直接引入城 内 。 在广州城 中 ，

则设一接水大石槽
，
将水储蓄起来 。 然后用五根

竹管将水分散引 入城 中各个方位
，
并设小石槽盛之

，
以便百姓汲取 。 他还估算 了这套供水系统 的用

材和费用
，

“

不过用大竹万余竿
，
及二十里 间

，
用葵茅苫盖

，
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

”

。

１ １

苏轼在 回信

中 向 王敏仲详细转述
，

还推荐邓守安去操办此事 。

王敏仲十分重视苏轼 的意见
，
将此建议付诸实施 。 苏轼虽然不能擅离贬地前往广州 ，

但是很关

心工程进展 。 不久他又给王敏仲写 了一封信 ，
谈到 引 水可能 出现的 问题及解决方案 。 他建议 ，

引 水

的竹竿
“

每竿上
，
须钻一小眼

，
如绿豆大

，

以小竹针窒之
，

以验通塞
”

。

１ ２

苏轼还提醒每年应有一定 的

经费用于更换堵塞或损坏的竹竿
，
希望王敏仲能做好维护规划

，
使这项利 民工程

“

永不废
”

。 从信 中

可见
，
苏轼对广州 引 水工程是多么 的关注 ！ 广州人民最终喝上 了甘甜的 自 来水 。 苏轼可谓功不可

没
！ 广州 的这套引水系统

，
据ｉ兑是中 国最早的

“

自来水
”

工程
，
也是一项造福于广州人民的水利工程 。

（
八

）
指导开凿琼州双泉 （

即 指凿双泉
）

绍圣 四年 （
１ ０９７

） 闰二 月
，
苏轼责授琼州 别驾 、 昌 化军 （儋州 ）安置 ，

不得签书公事 。 绍圣 四年

（
１ ０９７

）
六月

，
苏轼到达琼州府城 。 在琼州府城东 ，

他发现
“

众泉蹙发
”

，
清澈甘甜而无人汲用

，
特别是

位于琼州府城东北隅 的
“

双泉
”

（ 即浮粟泉和洗心泉 ） ，
相距咫尺而泉水 的 味道却不 同 。 苏轼告知琼

州 百姓
，
并指导琼州百姓开凿

“

双泉
”

（ 即指凿双泉 ） 。 从此 ，
有很多琼州百姓来取用

“

双泉
”

甘甜 的泉

水 。 苏轼为琼州百姓做 了一件大好事 。 苏轼
“

指凿双泉
”

，
造福琼州百姓

，
传为千古佳话 。

元符三年 （
１ １ ００

）
六月

，
苏轼在儋州贬所遇赦北归

，
再次经过琼州城东北隅 的

“

双泉
”

时
，
琼州 知

州 、 承议郎陆公 已经在
“

双泉
”

上修建 了一亭
，
请求苏轼为亭命名 。 苏轼欣然题名 为

“

洄酌亭
”

，
并作

《洄酌亭并序 》诗 。 随着历史 的变迁 ，
苏轼指导开凿 的

“

双泉
”

，
其 中

一泉名 为
“

浮粟泉
”

，
水味甘甜

，
汲

者不断
，
从不枯竭

，

至今保存完好
，
享有

“

海南第一泉
”

的美誉 。 另
一泉名 为

“

洗心泉
”

，
水虽清而味不

及
，
后遂无人问津

，

日 久而湮没 。

（
九

）
开凿儋州

“

东坡井
”

绍圣 四年 （
１ ０９７

）
七月

，
苏轼到达 昌化军 （儋州 ）贬所 。 儋州 当 时是蛮荒之地 ，

闭塞落后 。 苏轼抵

儋之初
，
过着

“

食无 肉
，
病无药

，
居无室

，
出无友

，
冬无炭

，
夏无寒泉

”

１ ３ 的 日 子
，
他和苏过僦居破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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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 的伦江驿馆 。 昌化军使张 中敬重苏轼
，
派人修葺伦江驿馆 。 不久 ，

湖南提举常肀董必察访广西
，
得

知苏轼居住驿馆
，

上奏朝廷
，
言苏轼在儋州居住官舍

，
朝廷派使 臣将苏轼逐 出 伦江驿馆 。 苏轼决定

买地筑屋 。 他在 昌化军使张 中 、学生王介石等人 的热心帮助下 ，
在城南桄榔林下盖 了 五间简陋的茅

屋 。 茅屋于元符元年 （
１ ０９ ８

）
五月 建成

，
苏轼为其命名 为桄榔庵 。

苏轼在儋州 生活十分艰苦
，
但他乐观旷达 、 随遇而安 ，

把海南 当成 自 己 的第二故 乡
，
写下

“

我本

海南 民
，
寄生西蜀 州

”
１４

、

“

九死南荒吾不恨
，
兹游奇绝冠肀生

”
１ ５

的诗句 。 苏轼在儋州 三年多 的 时 间

里
，
热心为 当地黎民百姓做好事 、办实事 。 他 以诗书礼乐教授学生 ，

传播 中原文化
；
劝说当地人开垦

荒地 、 多种稻谷 ，
重视农业生产

，
并且推广农业耕作方法

；
劝告黎民 爱惜耕牛

，
革除杀牛祭神 的 陋

习
；

开凿
“

东坡井
”

，
解决 乡 民饮水问题 。

苏轼关爱黎民百姓
，
他见儋州

“

百井 皆咸
”

，
乡 民多取沟渠浊水饮用

，

以致经常患病 。 苏轼带领

乡 民在桄榔庵旁择地凿井 。 因苏轼在此处凿得
一石

，
形状如龟

，
清泉涌 出

，
便把水井 叫

“

龟泉
”

。 乡 民

吃上 了 清澈 、甘甜 的井水 ，
十分感激一心为 民 的东坡先生

，
改

“

龟泉
”

为
“

坡井
”

（或
“

东坡井
”

） ，
井旁

的村落也 因此得名 为
“

坡井村
”

。 儋州
“

东坡井
”

已 有九百二十多年的历史
，

至今保存完好
，
井水从未

枯竭
，
仍然是儋州市 中和镇坡井村村民 的主要水源 。

二
、徐州抗洪 ，

政绩卓越

熙宁十年 （
１ ０７７

）
二月 十二 日

，
朝廷诏令苏轼 以 尚 书祠部员 外郎 、 直史馆知徐州 。 徐州 自古 以来

就是重要 的军事战略要地
，
史称

“

北 国锁钥
”

、

“

南 国重镇
”

。 四月 二十
一

日
，
苏轼到徐州 知州任 。 苏轼

在徐州任职 的 时间为一年零十一个月
，
时间不长

，
但他政绩卓越

，

万民称颂 。 如徐州抗洪保城
；

石潭

祈雨降甘霖
；
白 土镇寻煤成功

，
开发利用煤炭

；
利 国监冶铁强兵

；
治理盗贼

，
安 民强 国等 。 最值得称

颂 的是苏轼在徐州抗洪 的政绩卓越
，
永载史册 。

熙 宁十年七 月 十七 日
，
黄河在澶州 （今河南濮 阳

） 曹村决堤 ，
水淹 四 十五个州 县

，

三 十万 顷 良

田 。 汹涌 的洪水直灌梁 山泊 ，
夺泗水河道 向徐州城扑来 。 在洪水还未到徐州城之前 ，

苏轼未雨绸缪
，

制定 了 周 密 的 防洪计划
，
并组织徐州 百姓做好 防洪工程 ： 加 固城墙

，

以 防水灌
；
疏通河道

，
修复堤

坝
，
开挖沟渠

，

以利泄洪 。 在洪水到达徐州城之前 ，
这些 防洪工程 已基本完成 。

城 内 的 富人听说洪水将 临
，
十分惶恐

，
纷纷携带家眷 、 财物 ，

准备 出城逃难 。 为 了安定人心 ，
苏

轼下令不准任何人 出城
，
他郑重宣布 ：

“

只要有我在
，
决不会让洪水冲毁徐州城 。

”

在苏轼大义凛然

的训导下
，
富人不再出城

，

民众惊恐 的心逐渐肀静下来 。

熙宁十年八月 二十一 日
，
汹涌 的洪水 以排 山倒海之势到达徐州城下

，
被城南 的 山岭所阻

，
水位

高涨 。 到九月 二十一 日
，
徐州城下水深 已达两丈八尺九寸

，
高 出城 中肀地一丈九寸

，
情势十分危急 。

苏轼临危不惧 、身先士卒 ，
誓与徐州城共存亡 。 他身披蓑衣 ，

脚穿草鞋
，
亲 自 指挥并参与抗洪抢险 。

他立 即调集五千 民夫
，
火速加 固城墙

；

开凿清冷 口
，
疏浚下游河道 。 同 时

，
派 习 水性 的人划船 、携带

干粮救济城外 的受灾百姓
，
得救者无数 。

苏轼还亲 自 到武卫营去见禁军首领 。 因 为禁军直接受皇帝命令 ，
知州无权直接调动

，
苏轼恳请

禁军 出力
，
与徐州百姓一起抗洪保城 。 禁军首领见苏轼浑身湿透 ，

满是泥泞
，
不辞辛劳地抗洪护城

，

十分感动 。 禁军官兵全体 出动 ，
奔赴抗洪第一线 。 军 民共同奋战 ，

终于在 巨 大 的洪峰到来之前
，
筑起

了一道长九百八十 四丈
，
厚二丈

，
高一丈 的东南长堤 。 长堤

“

首起戏马 台
，
尾属 于城

”

。 苏轼下令 ，
各

段堤坝和城墙必须有官吏负责守御
，
确保徐州城万无一失 。 洪水被长堤阻挡在城外 ，

民心逐渐安定

下来 。

经过徐州军 民 的 日 夜奋战
，
十月 初五

，
水势渐退 。 十月 十三 日

，
清冷 口被凿通

，
徐州城外 的洪水

３ ７



第 二十 四 届 中 国 苏轼 学 术研讨会论 文 集

流入黄河 旧道
，
徐州城得 以保全 。 苏轼率领徐州军 民取得 了抗洪 的胜利 ，

守护 了徐州城和徐州人民

的生命 、财产安全 。 苏轼深谋远虑 ，
为 了 防止今后洪水 的侵袭

，
向宋神宗上奏

，
请求朝廷拨款

，
增 固

徐州 的 防洪堤坝 。

元丰元年
（

１ ０７ ８
）

二月
，
宋神宗降诏奖谕苏轼抗洪保城的功劳

，
奖励钱粮 。 苏轼把朝廷奖励 的钱

粮
，
改筑徐州 的外小城 、修建 四道木岸 、 堵塞十五个大坑 ，

以 防水患 。 为 了 纪念抗洪 的胜利 ，
苏轼决

定在徐州 东 门修建一座楼 。 元丰元年 （
１ ０７ ８

）
二月 动工

，

八月 十二 日 竣工 。 这座楼用黄土涂饰 ，
因为

黄代表土
，

土可 以克水
，
所 以取名 为黄楼 。 黄楼不仅是苏轼徐州抗洪 的卓越政绩的象征 ，

也是一座

历史 的丰碑
，
是人们在徐州緬怀东坡先生 的重要历史遗迹 。 苏轼徐州抗洪 的丰功伟绩彪炳史册 ！

综上所述
，
苏轼兴修水利 和徐州抗洪取得 了卓越 的政绩

，
这些政绩是他一生为黎民百姓所做

的大量实事 、 好事 的一部分 。 苏轼所做 的大量实事 、 好事 ，
体现了

“

以 民为本
”

的 民本思想 。 苏轼
一生

勤政爱 民
，
其人格魅力 足 以名垂千古 ！ 苏轼永远为后世所仰慕 ！

注释 ：

① 《 苏 东 坡 全 集 》 ，

北 京 燕 山 出 版社 出 版
，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２ 月 第 １ 版
，
第 １ ５ ４ ５ 页

② 《 苏 东 坡 全 集 》 ，

北 京 燕 山 出 版社 出 版
，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２ 月 第 １ 版
，
第 １ ５ ４ ５ 页

③ 《 苏 东 坡 全 集 》 ，
第 １ １ ５ １ 页

④ 《 苏 东 坡 全 集 》 ，
第 １ １ ５ １ 页

⑤ 《 苏 东 坡 全 集 》 ，
第 ６ ５ ６ 页

⑥ 曾 枣 庄 、 马 德 富 校 点 《 栾城 集 》 ，

上 海 世 纪 出 版股 份 有 限公 司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社 出 版
，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０ 月 第 ２ 版
，
第

１ ４ １ ７页

⑦ 《 苏 东 坡 全 集 》 ，

北 京 燕 山 出 版社 出 版
，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２ 月 第 １ 版
，
第 ２ ０ １ ４ 页

⑧ 《 苏 东 坡 全 集 》 ，

北 京 燕 山 出 版社 出 版
，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２ 月 第 １ 版
，
第 ８ ７ ７ 页

⑨ 《 苏 东 坡 全 集 》 ，
第 ８ ７ ５ 页

⑩ 《 苏 东 坡 全 集 》 ，
第 ２ ６ ９ ６ 页

１ １ 《 苏 东 坡 全 集 》 ，
第 ２ ６ ９ ６ 页

１ ２ 《 苏 东 坡 全 集 》 ，
第 ２ ６ ９ ８ 页

１ ３ 《 苏 东 坡 全 集 》 ，

北 京 燕 山 出 版 社 出 版
，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２ 月 第 １ 版
，
第 ２ ６ ４ ７ 页

１ ４ 《 苏 东 坡 全 集 》 ，
第 １ ０ ８ ５ 页

１ ５ 《 苏 东 坡 全 集 》 ，
第 １ ０ ８ ７ 页

作者简介 ：

万 波
，

男
，

大 学本科
；

工作单位 ：
眉 山 三 苏祠博物馆

；

地址
：

四 川 省 眉 山 市 纱 縠行 南段 ７２ 号
；

职称 ：
副研 究馆 员

；
研究方 向

：

三 苏 文化研 究 、
文 物研 究 。

联系 电话 ：

１ ３ ９ ９ ０３ ７ ９ ５ ０８

３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