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封龙山上，一棵古树深深地吸引住了

苏轼的目光，是他喜欢的槐树。这棵树据
说是东晋高僧释道安在此静修时所植，有
七八百年了。树冠如巨大的伞棚，浓荫蔽
日，树枝如蟠龙蜿蜒，与翠绿的叶子交叠相
映，有风吹过，如龙舞动。苏轼喜槐大抵是
因其高大、雄壮、繁荫、坚实。他写过《槐》
诗，为学生王巩家族写过《三槐堂铭》，咏赞
槐树的品德。眼前的古槐，让他想起了迩
英阁的双槐，想起了他写过的“日高黄繖下
西清，风动槐龙舞交翠”的句子。

友人在一旁见苏轼的目光久久在这槐
树上流连，且知东坡先生喜佛，此槐又为僧
人释道安亲手种下的，真是机缘巧合，便请
苏轼题字留念。

苏轼欢喜不已，待友人笔墨伺候，早已
胸有成竹，援笔立就，“槐龙交翠”四个行草
大字喷薄而出。接下来题写落款，他稍微
沉思了片刻，落笔“赵郡苏轼”，钤上篆体

“子瞻”印章。
这个情景来自于我的想象。当我登上

石家庄市近郊的封龙山，看到那棵依然枝
繁叶茂、蓊郁葱翠的古槐，看到树旁苏轼题
写的“槐龙交翠”的石碑，不禁浮想联翩，霎
时千年穿越。苏轼有没有登临封龙山，我
没有查到有关记载，但碑刻的字迹确凿无
疑出自苏轼的手笔。苏轼出知定州期间，
曾到过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关隘土门关，
有“千峰右卷矗牙帐，崩崖凿断开土门”
（《雪浪石》）和“谽谺土门口，突兀太行顶”
（《紫团参寄王定国》）诗句为证，而土门关
距封龙山只有咫尺之遥，因此，我的一番苏
轼登山题词的想象，当不至于齐东野语、荒
腔走板。

其实，这些并不要紧，我们的目光聚焦
在“赵郡苏轼”四字上面。

赵郡苏轼！
苏轼不是四川眉山人吗？为何自题

“赵郡苏轼”？又为何成了河北赵州人？实
际上，这并不奇怪，也不是苏轼心血来潮、
偶而为之，这对他来讲是常有的事。如为
亡妻王弗写的墓志铭云：“治平二年（1065
年）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
师。”他的朋友曾巩也称其为“赵郡苏轼”。
不只是苏轼，其父苏洵、其弟苏辙都有自称

“赵郡某某”的习惯。苏辙于宋哲宗元祐七
年（1092年）被封为“栾城县开国伯”，其著
述干脆自名为《栾城集》。

原来，苏轼的祖籍是河北栾城。
苏轼去世后，苏辙给“抚我则兄、诲我

则师”的哥哥亲撰“墓志铭”，其中明确告知
人们“苏自栾城，西宅于眉”。栾城县长期
为赵郡所辖，赵郡东汉建安年间由赵国改
置，北齐有了赵州之名，其后历朝历代在赵
郡、赵州之间改来改去，多有反复。民国二
年（1913年）赵州改为赵县，闻名天下的赵
州桥就在那里。栾城县今已改为石家庄市
栾城区。

苏轼给他的祖父苏序写过一篇《苏廷
评行状》，云：“公讳序，字仲先，眉州眉山
人，其先盖赵郡栾城人也。”因祖父名序，故
苏轼写序一律将“序”改作“叙”或“引”。

欧阳修为苏轼父亲苏洵写的墓志铭，
云：“有蜀君子曰苏君，讳洵，字明允，眉州
眉山人也。苏显唐世，实栾城人。以宦留
眉，蕃蕃子孙。”

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成语“出人头
地”就是讲他提携苏轼的故事。他的这个
苏氏渊源说法实际上源自苏洵。《三字经》
里有一句“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
籍。”这说的就是苏洵。苏洵在族谱中发现
了祖籍栾城的秘密，他在《苏氏族谱引》中
谓：“唐神龙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
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此始。”

苏老泉找到眉州苏氏的始祖老根儿
了——唐代栾城人苏味道！这段话简言
之，即唐代神龙初年，苏味道贬眉州刺史，
死于任上。他有一子留在眉州，从此有了
眉州苏氏一族。

贰
这天我偶尔抬头望向窗外，天空蓝莹

莹的异常晴朗，没有一丝风。我突发兴致，
说走就走，开车直奔栾城区苏邱村。

苏味道墓在苏邱村。邱，原作丘，因讳
孔丘而改，苏丘即苏家的坟丘墓地。村口
矗立着一座高大的苏味道雕像，街心则有
一个巨型毛笔雕塑，下端笔毫弯曲呈书写
之状，动感十足，笔杆上书“一代文豪苏东
坡”。满街两侧墙壁上都是苏味道和三苏
的诗文，营造出浓浓的文化气息。

苏味道墓被包围在房舍之间，四周都
是人家，空地被辟成了一处小公园，有几位
老人在那儿晒太阳闲聊。墓的封土不大，
上面覆盖着枯黄的杂草。墓前立有三通石
碑，中间略高，上写“大唐凤阁侍郎同凤阁
鸾台平章事苏公味道之墓”，两边略低，左
书“三苏发祥”，右书“眉山发迹”，为崇祯年
间兵部右侍郎范志完所题。

苏味道在唐代绝对是声名显赫的大人
物。唐初文坛有“苏李”两大才子并称之
誉，这个“李”即是写出“解落三秋叶，能开
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名句的
李峤，也是苏味道赵州的同乡；还有“文章
四友”之说，除了苏味道、李峤，另有崔融和
杜审言，后者即是杜甫的祖父。《全唐诗》存
苏味道诗 16首，其中最有名的诗是《正月
十五夜》，留下“火树银花”一词。

苏味道诗文写得好，官也做得大，曾两
度为相长达七年，位极人臣。从其官名“凤
阁鸾台平章事”可以看出浓郁的女性色彩，
当是则天女皇当国时期了。苏味道为人处
事圆滑世故，常对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
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
矣。”人们私下给他起了个绰号“苏模棱”，
成语“模棱两可”即拜这位老先生所赐。因
阿附武则天宠臣张易之，唐中宗李显复位
后被贬眉州刺史，没过多久又迁益州大都
督府长史，但未及赴任死在眉州。据《苏氏
族谱》记载，苏味道死后葬于眉山西南十公
里的杨梅山。苏味道有四个儿子，其二子
苏份留在眉山守墓，繁衍子孙，于是有了眉
山苏氏，到了苏洵已是第十代。

古人有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传统，但
也有“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的洒脱。按苏味道留子于眉的作法，应该
是当地落葬，老家栾城的墓应为衣冠冢。

苏味道是苏邱村南边五六里的南赵村
人，两村之间有一座三孔拱桥清明桥。传
说苏家后人为清明节到苏味道墓祭祀方
便，在洨河之上搭建了一座桥，名之清明
桥。专家鉴定为唐代建造，宋明清皆有重
修，桥头立有康熙二十年（1681年）重修由
知县撰文的石碑。上世纪六十年代洨河改
道，桥也就停止使用，渐趋荒圮，但所幸保
留下来了。至今每年的清明节，苏氏后人
尤其是侨居海外的后人都来苏味道墓祭
祀，香火不绝。

叁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 年），“赵郡苏

轼”来河北当官了，以两学士（端明殿学士
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这年，苏轼已
是57岁。

此时，苏轼在朝廷的保护神宣仁太后
死了，哲宗亲政，党争加剧，苏轼又遭弹劾，
为逃离是非旋涡，主动也是无奈要求外
放。离京的时候，皇帝连面都不肯见，苏轼
只得写了一封信向皇帝辞行。十月抵达定
州上任。八月，妻子王闰之刚刚去世，苏轼
正是在这种官场失意、贤妻亡故的双重打

击下，来到定州的，其沮丧、失落和伤痛的
心情可想而知，他写给苏辙的诗中有“今年
中山去，白首归无期”的句子，伤感之情溢
于言表。“中山”即定州，为春秋管仲所筑，
战国时期曾为中山国国都，汉时为中山王
刘胜的首府，宋时属河北西路，为宋辽边境
重镇。所以，苏轼做定州知州，也兼“军分
区司令”。按照宋朝体制，军事将领都由文
官担任，武将担任副职。

由于承平日久，北疆无战事，定州军政
腐败，纪律松弛，士兵骄惰。苏轼到任后，
予以大力整治，严惩贪污，修缮营房，禁止
喝酒赌博，待军中衣食稍微改善，又加紧操
练，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苏轼在《与钱济明》尺牍中尝谓：“出守
中山，谓有缓带之乐，而边政颓坏，不堪开
眼，颇费锄治。近日逃军衰止，盗贼皆出疆
矣。”出知定州，本来是想散散心的，谁料情
况如此糟糕，还好，费了一番努力，不再有
逃兵了，盗贼都跑到疆外去了。字眼中溢
出苏轼的自得之色。

苏轼是一名官员，更是一名文人，还是
一个可爱有趣的生活家，他走到哪儿都仿
佛携一缕春风，令荒草泛绿，柳芽吐翠，活
色生香，机趣百生。

因了苏轼，我曾两度到定州寻寻觅觅，
这个宋朝文人深深吸引着我，又加之祖籍
河北这一“老乡”身份，多了一重亲近感。

定州市南城门楼有些破旧，倒给人以
一日入宋城之感。步入文庙，古树森森，一
派蓊郁，有两棵槐树格外“显老”，相传是苏
轼手植。树上贴着2019年做的标牌，树龄
为925年，倒推则为1094年，那年正是苏轼
在定州任上。两树皆呈老态龙钟状，有多
根柱子支撑，但依然和封龙山的古槐一样
老树新枝，生机盎然。东侧的槐树树枝向
两边伸展，如凤凰展翅，人喻之“舞凤”；西
侧的槐树则挺拔高耸，如神龙游天，人喻之

“神龙”。合之人谓“龙凤双槐”或“东坡双
槐”。我的目光久久在双槐游弋，东坡虽然
早已远去，而他种下的槐树仍然活着，并且
还要长久地活下去。定州至今保存着苏轼
留下的雅石“雪浪石”。苏轼非常喜欢这块
石头，写了一诗一铭，并记述了得石的经
过，“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孙
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又得
白石曲阳，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
室曰雪浪斋云。”据《名胜志》载，雪浪斋就
在文庙的后边。苏轼在寓所的后花园偶然
得到这一块奇石，如获至宝，黑色的石头，
白色的纹路，颇像四川两位画家孙位、孙知
微画的《石间奔流图》。他又从曲阳托人运
回一块白石，雕成芙蓉盆，专门盛放奇石，
以水激其上，水珠飞溅，似雪花飞，似浪花
卷，故名之雪浪石，连自己的书斋亦名之雪
浪斋。

苏轼离开定州后，雪浪石就好似被遗
弃的孩子，无人理会。元符年间，张芸叟知
定州，重新将雪浪石置于盆中。一块雅石，
历经千年能保存至今，没有湮没于荒野沟
渠，完全得益于苏轼的魅力奇大，像张芸叟
这样爱之敬之的忠粉太多，历代绵延不绝。

张芸叟在致苏轼哀辞中提到了“山中
酒”，大抵就是“中山松醪酒”。

“松醪酒”古已有之。唐代诗人刘禹
锡，自称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留有“橘树沙
洲暗，松醪酒肆香”的诗句。苏轼到了定
州，自然也好这一口。苏轼在古代文人中
是有名的美食家，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吃货
一枚，他也自嘲为“老饕”。他不仅好吃，还
会做，留下好几种名菜，“东坡肉”“东坡豆
腐”“东坡羹”等。苏轼善饮但酒量不大，

“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饮
酒说》）。对于“松醪酒”，一品之下，逗出了

“老饕”先生的馋虫，他咂摸咂摸，觉出有些

地方不太对口味，或者少了些许劲道，便加
以改造，自酿出新品“中山松醪酒”。他不
仅自饮，还与朋友们分享，比如曾寄给属河
北东路的雄州知州王崇拯，并附诗一首纪
念。苏轼酿酒也算是老手了，曾自酿过“蜜
酒”“桂酒”等，著有《蜜酒歌》《桂酒颂》《东
坡酒经》等。林语堂称他为“一个不可救药
的乐天派”“造酒试验家”“酒仙”。自得之
余，苏轼作《中山松醪赋》，文采斐然，奇诡
超拔，大有“离骚”气象。

苏轼在定州忙忙碌碌，从他的奏议上
可以看出，他整顿军政，恢复增修弓箭社，
赈济灾民，修葺曲阳北岳庙；民间还传说他
教农民种水稻，传唱秧歌，以纾解乏累。政
务之余，他也四处游历，饱览北国风光。他
渐渐摆脱了朝政的纷扰，淡化了丧妻的伤
痛，有趣的灵魂在河北这块土地上安妥下
来，赏石，酿酒，写诗，作赋，悠哉乐哉。苏
轼就是这样一个旷达、豁达、通达的人，看
得破，识得远，想得开，“此心安处是吾乡”

“天涯何处无芳草”。每一个灾难降临时，
他会像常人一样，痛苦沮丧，但他有超强的
化解和转换的能力，挥一挥衣袖，抖去伤
痛，满血复活，满眼看到的都是“湖中月，江
边柳，陇头云”。

然而，苏轼在定州的这段好日子刚刚
开始就戛然而止了。绍圣元年（1094 年）
闰四月，朝廷下旨将苏轼贬谪至岭南的英
州。满打满算，苏轼在定州任职才六个
月。有人是见不得他过上舒适的日子的。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写道：“四月章惇
拜相，他的巨斧首先落在苏东坡身上。”章
惇和苏轼是老朋友，年轻时同游陕西诸山，
胆子奇大，苏轼戏言章惇将来会杀人，后来
两人成为政敌，章惇得势，对苏轼痛下辣
手。

肆
苏轼离开定州，再次开启颠沛流离的

漫漫长路。岭南，被称作化外之地、瘴疠之
地，苏轼朝着未知的地方和命运出发了。

从定州一路向南，过真定（正定），行至
临城，西望太行，灵感突至，遂作《临城道中
作并引》：

予初赴中山，连日风埃，未尝了了见太
行也。今将适岭表，颇以是为恨。过临城、
内丘，天气忽清彻。西望太行，草木可数，
冈峦北走，崖谷秀杰。忽悟叹曰：吾南迁其
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书以付迈，使
志之。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
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
这段小引和诗很有意思。说当初赴定

州上任走的也是这条道，当时风沙弥漫，看
不清西边的太行山，颇为遗憾。此次南下
到了临城、内丘，忽然天气晴朗，太行山的
草木历历可数，秀丽风光一览无余。苏轼
很高兴，觉得这是一个吉祥之兆。想起唐
代韩愈（退之）遭贬，遇赦北归衡山时忽见
阴霾尘埃一扫而空，秀峰突现，和自己今天
所遇十分相像，这是否预示着自己南迁也
很快就能回返呢？遇事总是朝着好处想，
给自己正向的心理暗示，总是活在希望中，
苏轼的乐观达观无处不在。

苏轼缘何行到临城诗情大发？除了天
气突然放晴令他想到韩愈的吉兆之外，这
里边其实应该还有个深层的因由。

临城也隶属赵州，有一王氏家族，与苏
家关系至为密切。王适、王遹兄弟二人皆
先后师从苏轼和苏辙，王适还娶了苏辙的
女儿为妻。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湖
州任上遭谤，罢官，并被缉拿，“余得罪于吴
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不去，送余
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
返取余家，致之南都。”（《王子立墓志铭》）
灾祸突然降临，连苏轼也十分惊慌，许多
亲戚朋友避之唯恐不及，王适兄弟两个却
临危不惧，泰然自若，忠心不改，不仅给老
师送行，予以安慰，还把家眷送到苏辙那
里。

我们都有一个经验，坐火车路过某座
城市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座城市自
己最熟悉的亲朋好友。苏轼过临城，怎会
不想起自己关系至密的学生和亲家呢？

除苏轼外，在河北地界，苏辙曾做过大
名府推官，苏轼长子苏迈做过河间县令，三
子苏过做过定州通判，苏家数人都和祖籍
地河北有缘。古代中国是宗法社会，特别
重视郡望和祖庭，讲究出身和来历。这也
是不忘来处的根脉意识，那块祖居地或许
压根儿就没有踏足过，但依然被视作精神
故乡和心灵家园，魂牵梦萦，不可或忘。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
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临终
前两个月写的诗，颓唐中有自嘲，更有看穿
世事的诙谐超然。苏轼一生漂泊，四海为
家，随遇而安，伟大而有趣的灵魂如空中的
明月，朗照人世间。如果把苏轼也比作一
棵老槐树，那么河北栾城是树根，四川眉山
是树干，所行止之处则形成树冠，郁郁乎，
洋洋乎，枝柯交错，槐龙交翠，老而弥坚，日
久弥新，巍巍然挺立在中华大地上。

赵郡苏轼，眉山苏轼，中国苏轼。
（摘自《河北日报》）

赵郡苏轼
刘江滨

地址：衡水市新华东路 50 号 代号：17 —— 34 邮编：053000 广告许可证：冀衡工商广字 133001000024 印刷：本报印刷厂

李耀荣 2021年12月2日 星期四

电话：2065057 邮箱：hsrbydx@sina.com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壮心不已。用这句古诗
形容衡水学院教授贺旭志一点
也不为过。他不仅有“壮心”，
而且在退休后还做出了非常骄
人的成绩。

贺旭志教授今年94岁，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退休以
后，专心著述。到目前，他出版
的 著 作 已 经 超 过 了 1000 万
字。他把自己的著作列了一个
清单：《同用字典》200 万字，

《中国历代职官辞典》83万字，
《两汉职官辞典》80万字，《前
四史职官辞典》106万字，《中
国历代职官辞典》198 万字，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译著》45
万字，《古文注译》60万字，《后
汉书今注今译》合著500万字，
小说《仙桃山传奇（续西游记）》
65万字，《孟仙的婚事》短篇小
说集 8万字，《贺旭志诗文集》
49万字，《洋河里的浮尸》63万
字，《池北村文集》30万字，诗
集《东方升起一巨星》4.5 万
字。还出版了《贺旭志论文集》

《贺旭志戏剧评论集》《贺旭志
散文集》《三字经解读》《唐传奇
译注》等著作。

贺旭志 1927年出生，原籍
深州市，在上中学前，正赶上日
本侵略中国，他积极参加抗日
活动。1948年，他作为深县民
兵团干事，和大家带领民兵到
平津战役前线送物资、救伤
员。解放以后，他继续求学，在
冀县师范毕业后，又考上了河
北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在衡
水师专当老师。34年前，也就
是1987年，贺旭志教授年满60
岁在衡水师专退休了。在贺旭
志看来，退休就是转战场，更多
的事情等着他做。他说：“国家
把我培养成大学生，又培养成
教授，退休，那是国家规定，必
须遵守。但是，我只要还有一
口气，就要拼命干。”上世纪 90
年代，衡水师专古文教材比较
少。于是，贺旭志就着手编写

《古文译著》，那时候，他身体
好，精力足，赶上夏天写作的房
子里没有电扇，他就打一盆凉
水，涮一把毛巾，擦擦身上，又
接着写下去。有一次，学校放
暑假了，贺旭志没回家，妻子从
深州老家找来了，看到贺旭志
的样子，心疼得掉下了眼泪，她
知道贺旭志的脾气，认准了的
事，就拼命干。于是，妻子陪着
她，给他扇扇子，递毛巾，终于
把著作完成了。贺旭志退休
后几十年，一直专心著述基本
没歇过，大年三十下午，他还
在写作，他说：“写作熬夜熬到
凌晨 3点是常事儿，有时熬到
凌晨4点。有一年年三十写到
凌晨5点了，一夜没睡，早起又

出去参加拜年活动。”他是从
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知道哪个
社会好，所以，新中国成立后，
他把名字改为贺旭志，意思
是：旭日东升天下亮，志愿服
务为人民。他这么说了，就这
么做。他常说：“要说享受，咱
们国家要不是党领导的好，带
领人民发展经济，你享受什
么?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力有大
小，技能不一样，但是，要干！
光说空话没用，我干不了大事，
可以做小事。实事求是，扎扎
实实，多做点对党对国家对人
民有益的事，就是我的志愿。”

贺旭志说：“写书，要站在
读者的角度写，为读者服务，
为读者需要去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尽量满足读者需要。”写
作《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先
秦部分），他自始至终坚持使
用大白话，让学生一看就明
白，适应教学需要。著作出版
以后，很受欢迎，几家大学出
版社要求再版。写作《中国历
代职官辞典》，当时多家出版
社要出这一类书，第一版由吉
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第二版
由北京社会出版社出版。衡
水学院原党委书记李德发看
到以后提出，皇帝以下有哪些
官职?这是学生们需要知道
的。于是，贺旭志按照这个思
路，进行修改，再版时添上了
这部分内容，并设计表格展
示。师生们看到书以后，都很
高兴，直夸贺教授编写得明
晰。贺旭志著述《两汉职官辞
典》4部，刚脱稿，清华同方知
网就来商讨出版事宜，目前这
4 部书已经出版。贺旭志写

《前四史职官辞典》，前四史是
二十五史中的前四部史书，
具体指的是西汉史学家司马
迁的 《史记》、东汉班固的

《汉书》、南朝范晔的 《后汉
书》 以及西晋陈寿的 《三国
志》。贺旭志把二十五史各朝
代 官 职 摘 录 下 来 ， 整 理 编
排，工程浩大，他以顽强的
毅力，完成了书稿。《后汉书
今注今译》 500万字，是与人
合著，其中有贺旭志写的 120
万字，这部书不算整理材料，
他就写了8年。

有几分耕耘，就有几分收
获。贺旭志教授笔耕不辍 34
年专心著述，获得了专业部门
380多项奖励和荣誉称号。这
些奖项，对贺教授来说，都是
学术上、艺术上的肯定，成就
上的实至名归。可是他并不
把这些放到心上。他说：“不
能背包袱，成绩只能说明过
去，未来还需要我们创造。”如
今，他还在继续书写奋斗着，
目标始终如一。

退休34年出版专著超千万字
——衡水学院94岁教授贺旭志笔耕不辍专心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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