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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花馆丛书》总序

藤花館者，即毗陵顧塘孫氏宅；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蘇文忠公

駕鶴於此。公諱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宋史》本傳贊曰：“器

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

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

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洵爲確論。

公宦海浮沉三十載，高宗趙構以爲“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

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

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迺

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

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奪者，峣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

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孝宗趙昚則云：“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

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斡

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匯萬狀，

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

是而大成矣。”

公硯田筆耕終生，當時已有《黄州》《儋耳》《南征》《北歸》諸集；

後人復事蒐括，至《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東坡全集》凡一百十五卷；其

中論及毗陵人事、與此邦士子酬唱往來并居於是里所作者亦頗可觀。“爲佛、

爲法、爲眾生自重”語既畢，詩文乃與手植紫藤、海棠共育一方文脈；雖歷

經元、清兵隳戰火，玉局風流綿延九百十五年，至今文采倜儻。真德秀曰：“一

世偉人塋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誠哉斯言。

歲在玄黓敦牂，時值庚戌癸亥，毗陵學子於艤舟亭畔追慕東坡遺範，

吟誦詩文、賞析書畫；每有心得，不免録於紙筆；積帙既夥，廼思付之梨

棗。於焉群賢畢至，竟成辛卯盛會；佳作頻傳，聞名四海諸邦。論著漸繁，

遂成總集。源起端明，故命曰“藤花馆丛书”云耳。

                                                                         

                                                                         常州市蘇東坡研究會  盧曉光

夏正丙申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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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景苏资料辑录》序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今之四川眉山人。生于北宋景祐三年丙

子（1036）十二月十九日，卒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七月二十八日。  

苏东坡犹如一座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化高峰。他因文章而名列“唐宋

八大家”；因诗而开创“苏、黄”（乃至“江西”）诗派；因词而被称“东

坡体”；因书写《寒食帖》被誉作“天下第三行书”并居“宋四家”之首；

因画创文人写意而独出于“湖州墨竹一派”；因出仕而成为名臣。其人其

才其品，可谓宋世无双，古今罕见。

“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髙于人，众必非之”（李康《运命论》）。苏东

坡命运多舛，一生宦海沉浮。因“乌台诗案”而贬谪黄州五年，人到中年，

于元丰七年十月与元丰八年一月（1084—1085）两次上表朝廷，乞居常州，

准许落户黄土村；再因朝廷党争而贬谪岭南海外，垂暮之年，于建中靖国

元年（1101）六月向朝廷上《乞致仕状》，获准寓居常州“孙氏馆”（今

之藤花旧馆）并不幸病逝于此。对苏东坡而言，仕途坎坷，流落多地，终

究是不幸之事；但对常州而言，却有幸获得苏东坡先生的青睐——主动乞居，

并终老常州，不能不说是古今常州人深感欣慰与骄傲的大事。“莹域所藏，

寝庙所寄，虽非其乡而谓之乡人可也”（周启隽《重修东坡书院记》）。因此，

可以说常州乃苏东坡第二故乡。

近千年来，常州人的景苏情怀从未淡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自上世

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常州人一次又一次掀起缅怀、景仰苏东

坡的热潮。特别是在创建“常州历史文化名城”的过程中，修复了苏东坡

的撤瑟之所——藤花旧馆，在原址成立了常州市“苏东坡纪念馆”，由此

凸现出常州历史文化中的一张名片——人文地标建筑。

2016 年是苏东坡先生仙逝常州九百一十五周年。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

决定编撰《常州景苏资料辑录》。本书选取苏东坡逝世后，截至清末，常

州籍人士所撰写的有关苏东坡的诗文，及非常州籍人士所撰写的有关苏东

坡与常州的诗文，共计 400 余篇（首）。编撰这部书，属初创，难免存在

疏漏不足之处，恳望大方之家不吝指教。

是为序。        

                                                                                                                        陳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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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录者语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

人。北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南宋乾道六年（1170），赐谥“文忠”。

近千年来，东坡先生深受世人敬重与传颂。其人英杰奇伟，忠言谠论，

冠冕百代；挺挺大节，奎耀神州。其诗词歌赋、文章书画，鸿才河泻，逸

藻云稠。东坡风范，罕见其匹；旷世巨擘，江山万古。

东坡仕途，风波险恶，三起三落，耿光难掩。情钟毗陵，舣舟于漕运之岸；

乞居常州，安家于阳羡之村。岭海北归，崎岖万里，桑榆末景，缘在东南。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七月二十八日不幸病殁于常州。

常州，既为行政区域之名，也是历史文化之地。本辑录之景苏资料，

起于北宋，止于晚清。凡属“常郡八邑”（即武进、阳湖、江阴、无锡、宜兴、

金坛、金匮、靖江）之人士，其景苏诗文，皆辑录之；而非常州籍人士，

所撰写东坡与常州有关联之诗文，也辑录之。

农曆丙申年（2016），乃东坡逝世九百一十五周年。常州苏东坡研究

会同仁发愿汇编常州景苏资料，以告慰东坡先生在天之灵，以发扬东坡文

化精神，造福一方。

本辑录挂一漏万，错讹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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