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456789

HAINAN TODAY || 2023年第04期史海钩沉

月。苏辙次子苏适添一子，即苏辙

之孙，乳名“斗老”，出生三日，依习

俗入浴。苏辙即写信告知远在海

南儋州的兄长东坡，这是苏家第

九名男孙。东坡遂作五言长诗

《借前韵贺子由生第四孙斗老》。

其中有：

君归定何日，我计久已熟。

长留五车书，要使九子读。

（吾与子由共九孙男矣）

箪瓢有内乐，轩冕无流瞩。

人言适似我，穷达已可卜。

早谋二顷田，莫待八州督。

（吾前后典八州）

东坡说：你什么时候回程？我

已然考虑成熟,杜甫说“男儿须读

五车书”。我们要长期留有五车

书，让这九个孙子苦读才是。《论

语》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小

筐饭，一水瓢汤，在简陋的街头，别

人难以忍受这种穷困清苦，而颜回

却不曾改变他好学的乐趣。卿大

夫乘轩车，着冕服，官爵显赫，但不

一定人们会转动目光赞赏你。有

人说，你儿子苏适很像我，穷困还

是发达已经可以预知。可早些去

找两顷田地，耕读传家，不必费心

费力去追求高官厚禄，也不必等待

像我一样，前后主管八州。

苏氏家族希望子孙读书授业，

科举步仕，借以振兴中落的家道。

苏东坡明确要求子孙，多读史书，

文章写作要形式内容相适应。他

在给苏辙孙子、自己的侄孙信中

说：“侄孙近来为学何如？想不免

趋时。然亦须多读史，务令文字华

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同时，读

书正业，入仕报国，并不一定看重

官阶；耕读传家，重视学术功业，并

不期盼高官厚禄。“勿令得一第后，

所学便为弃物也。”不要登第之后，

学业便荒芜废弃。知识用以修身，

金榜题名后更应以广博学识治国

安邦。东坡十分关心记挂远在中

原孙辈的读书写作，信中还要求

“侄孙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

文。有便，寄近文一两首来，慰海

外老人意也。”

东坡自知远谪海外，会给后辈

子孙带来许多影响，便更加关注他

们的学养提升。在给另一名侄孙

“元老”的信中说：“老人与过子相

对，如两苦行僧尔，然胸中亦超然

自得，不改其度……侄孙既是东坡

骨肉，人所觑看，住京，凡百加关

防。切祝，切祝。”我与儿子苏过在

儋州，是两个苦行僧，但胸中还是

超然自得，不改自己的法度规则。

你是东坡后裔，人们会窥视偷看，

住在京都，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百

倍防范，谨慎小心。

“三苏”盛誉，千秋传颂。其实

“三世四苏”，亦应重视。一世苏

洵，二世苏轼、苏辙，三世即苏过。

轼辙子辈，即苏过一辈，成年的有

兄弟六人：苏轼之子苏迈、苏迨、苏

过，苏辙之子苏迟、苏适、苏远。六

人中能与前辈并称“四苏”者，惟独

苏过。他长期陪伴父亲苏轼，特别

是惠州、儋州期间，把妻儿留在惠

州，独自随父亲渡海南迁，在“非人

所居”的海南儋州，时刻照顾父亲

饮食起居，“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

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同时，

在父亲严格教导下，读书作文，从

未间断。

东坡居儋，“独与幼子过处，著

书以为乐”。因此，苏过诗文书画

成就，高于其他兄弟，实至名归，以

“小坡”之称成为苏家第三世的代

表。

元符二年（1099），是东坡居儋

第三年，三月，东坡写信给秀才程

儒。信中说：“儿子到此，抄得《唐

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

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

呵。”《汉书》，东坡少时，抄过全文，

共80万字。而今贬居儋州，苏过

已经抄完《唐书》，准备再抄写《前

汉书》。

后晋时编纂、署名刘昫的《唐

书》，后人称为“旧唐书”，共200万

字，编完后流布甚少。从宋仁宗庆

历年间起，宋祁和欧阳修新编唐

书，嘉祐五年（1060）完成，此时图

书刻印技术比较成熟，新编唐书得

以“布书于天下”。至东坡居儋，已

30余年，在海南所见，当是宋编唐

书。此书共 225 卷，169 万字，是

《汉书》的两倍，苏过已经抄写完

成。这是多么艰苦的学习方式啊！

东坡认为：儿子如果再抄完《前汉

书》，“便是穷儿暴富也”。苏东坡

把研读史书、抄写名著的意义和价

值，看得如此重要，对苏过的要求

如此严厉，这也是苏过得以在众兄

弟中脱颖而出的直接原因。H
（作者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

会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

苏过抄书：“便是穷儿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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