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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出生于

1036年 12月 19日（公历 1037年 1月 8号）。苏轼在

人世间只生活了 66 年，但是，在过去一千年的时空当

中，苏轼精彩绝伦，荡气回肠的一生，真是犹如一部美

妙的大片一样，自始至终都震撼和撞击着每一位走近他

的看客！可以说，再过千万年之后，我们都成了很古很

古的古人了，苏轼肯定还是这么光鲜亮丽的被世间的人

们津津乐道。 

2000 年，法国《世界报》出于对历史人杰的景仰

与尊崇，对人类发展的伟大历史追溯，以严谨的科学态

度，进行了一次从 1001年到 2000年世界级杰出人物的

评选活动，共评出了 12名杰出人物，称为“千年英雄”，

苏东坡是唯一一位入选的中国人。《人民日报》为此专

门发表了《西方人眼中的苏东坡》的评论员文章，予以

全面介绍。 

现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林语堂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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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旅居海外时，有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守正不阿，

放任不羁，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的作品摆

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林语堂先生对苏东坡的人格魅力早有生动的描述，

他说： 

苏东坡是人间不可无一却难能有二的。苏东坡的人

格魅力，犹如花朵的美丽与芬芳，容易感受，却很难说

出其中的成分。 

苏东坡是一个秉性难改、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乐天

派；一个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一个

皇帝的秘书；一个政治上坚持己见的巨儒政治家；一个

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大文豪、诗人。他保持天真淳朴、

终身不渝的品质，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令古往今来的

文人、士大夫难以望其项背。 

他感觉强烈、思想清晰、文笔优美、从来不因自己

的利益和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他仁慈慷慨，总是省

不下一文钱，却自觉和帝王一样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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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对事物生气，却无法恨别人。他恨罪恶，对作

恶的人倒不感兴趣，只是不喜欢而已。他从来没有私怨，

他一生嬉游歌唱，自得其乐。 

他单纯真挚，讨厌一切虚伪和欺骗，向来不喜欢装

腔作势。他对弟弟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

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不好人”。难怪他快快活

活、无忧无惧、像旋风般活过一辈子。 

苏东坡的作品散发着生动活泼的人格魅力，有时候

顽皮，有时候庄重，随场合而定，但却永远真挚、诚恳、

不自欺欺人。他写作没有别的理由，只是爱写。今天我

们欣赏他的著作也没有别的理由，只因为他写的好美、

好丰富，而那种美发自他天真无邪的心灵。 

从林语堂先生的话看来，苏东坡简直就是旷世奇

才，万古不朽的人间极品！ 

而当今中国，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加之有极个

别家庭对学生人格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有个别青少年

学生人格不够健全，缺少沟通和包容之心，稍有不满意，



 

- 4 - 

就拳头、棍棒、刀子相见，校园里的暴力事件也时有发

生。 

中国古代圣贤十分重视对后代的人格优化教育，并

提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 

少年强，则中国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腾飞之中国，和谐之中国，华夏儿女为人为事永远

有东坡文化增光添彩。 

总之，苏东坡的诗、词、文都能凸显苏东坡的人格

魅力，为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学习苏东坡的人格魅力，

编著此本《东坡魅力之光》，收集了苏东坡的诗、词、

文共三十多篇。编著此书参考了林语堂《苏东坡传》，

张忠全《苏东坡寓言选译》，三苏祠博物馆《苏东坡诗

选》和《苏东坡词选》等著作。由于才疏学浅，水平有

限，书中肯定存在一些不足和纰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此书出版销售，所得利润由编著者胡豪申请“东坡

人格魅力奖”。销售此书的部分利润用于青少年学习“东

坡人格魅力”的公益性鼓励或奖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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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湖上①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②晴方好③， 

  山色空蒙④雨亦⑤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⑥， 

   淡妆⑦浓抹⑧总相宜⑨。 

 

【说明】： 

苏轼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在杭州

任通判期间，曾写了大量咏西湖景物的诗。杭州西湖在

杭州的西面，三面环山，东侧是冲积平原，湖中有苏堤、

白堤。西湖十景驰名中外，十景中的“苏堤春晓和三潭

印月”就因苏轼而来。西湖之所以叫西子湖，就是从苏

轼这首小诗而来，这首小诗作于熙宁六年（1073）。这

是一首咏西湖最脍灸人口的小诗。 

 

【译文】： 

晴天的西湖波光粼粼多么美好，烟雨蒙蒙的西湖景

致也很奇妙。若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淡妆浓抹都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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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的美丽漂亮啊！ 

 

【注释】： 

①饮湖：在西湖上饮酒。 

②潋滟：水面波光闪动的样子。 

③方好：正好。 

④空蒙：形容雨中烟雨蒙蒙。 

⑤亦：也。 

⑥西子：即西施，春秋时越国的美女。 

⑦淡妆：淡雅朴素的妆饰。 

⑧浓抹：浓艳华丽的打扮。抹，涂脂抹粉。 

⑨相宜：合适、适宜。 
 
【简析】： 

苏轼写景，喜欢写变化中的景，本篇写西湖初晴后

雨之美景，突出了西湖晴天之美和雨天之美的总特征。

把西湖比作可浓妆可淡妆的美人，更是点睛之笔，比喻

之新颖妙丽，成就了西湖的别称“西子湖”。 

“水光潋滟晴方好”描写了西湖晴天的水光，在灿

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是波光闪闪，水波荡漾，十分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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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山色空蒙雨亦奇”描写了雨天的西湖，在雨幕笼

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非常奇

妙。可见，善于领略自然美景的诗人，在西湖游宴，起

初阳光明媚，后来下起了雨。“晴方好”“雨亦奇”道尽

了西湖的晴姿和雨态之美好奇妙。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人用了

奇妙而又贴切的比喻，写出了西湖的神韵。诗人之所以

拿西施来比西湖，是因为西施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绝

色美人，二者同在越地，同样有个“西”字，且同样具

有婀娜多姿的天然美的姿质，不用借助外物，不必依靠

人为的修饰，随时都能展现出美的风致。西施无论淡描

娥眉还是浓施粉黛，总是那么绰约风姿，而西湖不管是

晴姿还是雨态都美妙无比，令人心旷神往。 

当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疏导西湖，灌溉了民

田千顷，并筑堤防洪，所以，苏轼写西湖的美景，其中

之寓意和内涵是丰富深刻的，让后来的诗人为之搁笔。

“水光潋滟”、“山色空蒙”描写其态，“晴方好”、“雨

亦奇”抒其广泛的豪宕之情，情景交融，情景相对。 

苏轼的概括性很强，他不描写西湖的一处之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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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之景，而是对西湖的美景作全面评价，给西湖的景色

增添光彩，赋予了西湖青春活泼的美丽生命。在后来的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第二次去杭州任知州时，

留下了今天杭州西湖十景中的“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 

诗人变平凡为新颖，借寻常之事作惊人之语的艺术

技巧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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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  诗 
 

  若言①琴上有琴声， 

    放在匣②中何不鸣③？ 

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于④君⑤指上听？ 

 

【说明】： 

本篇作于元丰五年(1082)闰六月,苏轼自认为此诗

为“偈”。该诗哲理性很强，富有禅机。 

 

【注释】： 

①若言：如果说。 

②匣：盒子。 

③鸣：发出琴声。 

④于：在。 

⑤君：古代对男子的尊称。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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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悠扬的琴声来自于琴本身，那琴放在琴盒

子中，为什么发不出声音？如果说，优美的琴声是来自

于弹琴人的手指，那人们为什么不从手指上欣赏美妙的

音乐呢？  
 

【赏析】： 

苏轼这首《琴诗》，借物言理，言近意远，只驳不

辩，答辩自在其中，内容和形式都很特殊。关于琴是什

么样的，琴声又如何，作者是只字未提，而是分别先设

一个假定的前提，然后再提出疑问，而这种疑问又是以

问句的形式进行否定，否定中又暗含了肯定的意思。也

就是说，高明的琴师，没有琴，灵巧的手指是奏不出乐

章的。细细品味，肯定了琴声不只因为有了琴才有的，

琴声也不只是靠纤细灵巧的手指发出的。琴和手指，两

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缺了其一，都绝不会有“天籁

之音”。 

诗人这首小诗既不写景，又不抒情，也非咏物，而

是借琴阐发一种哲理。那就是，世上万事万物，只有靠

对立统一才能功成名就：有千里马而不遇伯乐，千里马

难以脱颖而出，有贤才而无圣主，贤才同样要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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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如，刘备是琴弦，诸葛亮是手指，正因为诸葛亮的鞠

躬尽瘁，才使得刘备开创了魏、蜀、吴三国鼎立抗衡的

局面；唐太宗是琴弦，魏征是手指，正因为唐太宗承诺

“魏征直言，永不降罪”， 才使得魏征敢于对唐太宗直

言不讳，忠直辅佐，结果唐太宗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

的大唐盛世——“贞观之治”。 

琴弦与之手指，手指与之琴弦，相辅相成，不可分

离。只有当琴弦与手指完美结合时，才能相得益彰。孩

子是琴弦，父母是手指，正因为有了父母对琴弦的拨动，

才有了孩子的“成长快乐曲”；学生是琴弦，老师是手

指，正因为有了老师对琴弦的拨动，才有了学生的“进

步快乐曲”。琴弦离不开手指，否则，就不能展示其魅

力。 

众人熟知，“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一日，忽

然哭着喊着要他的父亲为他准备纸墨。他的父亲没有办

法，只好依他照办，没想到他奋笔疾书，写下一首诗，

读起来琅琅上口，文采斐然。周围四邻知道后，便邀他

及家人去做客。宴毕，吟诗立就。仲永父亲认为有利可

图，便让他在乡邻间作诗，结果荒废学业。”仲永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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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可以调弄的琴弦，但没有找到会调弄的手指，最终一

事无成。 

细品苏轼的这首《琴诗》，答辩自在其中的手法，

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大有变革之味，苏轼就是力主“变

革”的开拓型人物。《琴诗》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创新，

无疑是诗坛的一股沁人心脾的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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