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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枕边珍品系列--东坡志林》

内容概要

经常见到报纸上有人以教师的口吻号召大家“读点闲书”，但对于什么样的书才算闲书却始终语焉不
详。也许是觉得根本没有加以说明的必要也许是觉得范围太大，很难界定。对于忙于应付功课的学生
，对于成天捧读专业书籍的理工科人士，只要是教科书、专业书以外的书，从古典名著⋯⋯实际上是
沙里淘金，那标准是近乎苛刻的。
    在现代作家当中，周作人称得上是读闲书的第一大家。他喜欢搜集前人的笔记、尺牍，喜欢的书可
以不厌其烦地收藏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在《谈笔记》一文中他曾说他理想中的笔记应该具备这样一些
条件：“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
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悄，与生死大事同样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读《
东坡志林》，品味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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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苏子卿 可能是双关吧，，表面上是说苏武。
2、回楼上的，苏轼的朋友就是用这个典故来打趣他，说他成天修身养性，还不是也娶了个老婆在家
里。
3、東坡後頭還有一個王陽明 這才是中國文人的典範
4、融儒释道，出世入世之间，心灵仍然无法真正超脱，苏轼的隐痛谁知道
5、最近找到一本小书：《西北东南风》，写一些民国时候的事，也是笔记类的那种，挺有意思，推
荐！
6、上缴了灵魂。。。言重了。。。
7、　　余近读《东坡志林》，想见其为人，幽默如东坡。特择笑料二则，请君品尝。
　　
　　 
　　措大吃饭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当饱吃饭，饭了便睡，睡
了又吃饭。”一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吾来庐山，闻马道士嗜睡，于睡中
得妙。然吾观之，终不如彼措大得吃饭三昧也。 
　　
　　三老语
　　
　　　　尝有三老人相遇，或问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记，但忆少年时与盘古有旧。”一人曰：
“海水变桑田时，吾辄下一筹，尔来吾筹已满十间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弃其核于昆仑山下
，今已与昆山齐矣。”以余观之，三子者与蜉蝣朝菌何以异哉？ 
　　
　　
8、中华版的史料笔记中，大概也只有东坡志林比较经读。
9、谢谢指教，差点购买，中华书局的用纸和厕纸无异，令人心寒。
10、书做的不好。
11、老头花是心里花    基本没啥生活作风问题
    也就搂个把娼妓喝喝花酒   不是什么大事
    这段还不少人引    仿佛没有花边新闻的才子就不是才子似的
12、　　对于国人来说，东坡的大名伴随着我们一生，他的诗文，伴随着你从小学到大学，长大了 出
去旅游 会经常路过以他命名的景点。我出生在黄冈，现在迁居到广东，杭州湖州也是我常去的地方，
他的足迹和我生活息息相关。曾经总是想不通这样一个大儒，为何官场如此失意。尤其是在政敌被打
倒之后，同一个阵营的战友再次抛弃他，于是他的一生就是：被贬，被贬，越贬越远。。。。。。。
好在他能以苦为乐，就像一个铁豆子，炒不烂，炸不碎，永远的乐观地生活在政敌面前，并把这种乐
观通过他的文字传给了我们，这就是我们爱他的原因吧。
　　    我曾经为了了解他，读过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并相应读过其政敌《王安石传》。书中的解
释是这位老兄，太执着于自己的信念，而且敌人妒忌英才，才有了他倒霉失意的官场人生。当然这个
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位老兄本身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本《东坡志林》从图书馆借来的，还是崭新的，在深圳 这种书好像很少人借阅。当时看中的
是他描写黄州的小品。后来看到他的人物论古部分，算是历史评论，以前的不解便豁然开朗。
　　
　　    非常郁闷，本想续写的，刚好买了一本牟宗三《寂寞中的独体》，里面关于北宋文人的论述 把
我的想法已经表达出来了。看来多读就有眼力。
13、　　在当当网订购了一本《东坡志林》，正版，质量还不错，作为闲暇之书。
　　
　　    这是一本相当于“日记”式的记述，写得轻松诙谐，潇洒自如。看着看着，忽然觉得这个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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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仙人--东坡先生也与现代的常人是一样的，在功名与修隐之间徘徊难安。像他所记述的关于“乐天
烧丹”的事迹，“乐天”，即白居易，字乐天，他在被贬于江州司马时期曾在庐山筑草堂进行烧丹修
炼。东坡先生就这个故事讲了一句“乃知世间、出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者，
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字里行间明显的失落与强烈的自我安慰溢于言表。可知，东坡
虽说想修隐，但心仍多少系于功名业绩，多有沮丧的味道。
　　
　　    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谁能真的“六根清净”，耳不闻世事，眼不着尘嚣，手不触脂粉，
口不食烟火呢？唉，难矣。但愿自己的心如止水，在纯净与宁静之中好好享受自己的美好光阴。
14、大体上还是不错的，苏轼的随札大多真知灼见，对法家的批评和反思，以及隐逸林泉的高士的推
崇，都是不错的。只是编注者基于特殊的目的，也许是上缴了灵魂罢，所以，注释和评语读之要慎⋯
⋯
15、我觉得那朋友似乎只是泛泛而论，并没有特指苏东坡。
16、　　刘文忠评注太差了,很多基本常识的错误,还有很多地方不知道,干脆就写&quot;说法不
详&quot;....比如&lt;庞安常耳聩&gt;一条,原文是&quot;善医而聩&quot;,&quot;而&quot;是转折连词,点评
者竟然注为&quot;耳&quot;...还有&quot;丙,土母&quot;,点评者说&quot;说法不详&quot;!真让人哭笑不得.
17、大爱的东坡兄啊~~我怎能放过~~不过有些地方还是比较艰深难懂，所以也是拣些感兴趣的看，但
就算如此仍是得益不少
18、不知所云的插图1+
19、　　
　　    《东坡志林》可真是好东西。
　　
　　    讲他怎样游览，到处逛，累了就地休息，遇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传说一定要探个究竟，看了什么
不惬意的东西必定要讥讽一番，见到老百姓居然也认识自己，心里也是很高兴的。
　　
　　    又讲他养生，是炼丹砂，原料稀奇古怪，除了石头金玉外，尿液精液也是可以的，还往往说出
一番道理来；自然也有养生决之类，多是求身心安泰，最后有朋友说养生难在戒欲，你苏东坡再怎么
无欲无求也“不免为胡妇生子”，他觉得很有趣，也就记下来了。
　　
　　    至于乡间怪事能人异人，数不胜数，人家医生是耳朵不好，医术却了得，他说你以眼为耳，我
以手为口，咱们俩都是异人啊——就这么点事，他写了两次，可见真是感兴趣得不行。一次他研究来
研究去，发现他和一个同年同月生的朋友都贫困潦倒，就说这日子不好，生在这时候的人都倒霉，但
看看穷的情况，还是那个朋友可怜些。他又听说三个老人夸耀自己长寿，一个说看过几朝几代，一个
说看过几次沧海桑田，一个说盘古开天地的时候他也在场。他听了这个故事便说，这三个人，长寿是
长寿，其实和那些朝生夕死的小虫子又有什么区别呢？
　　
　　    东西写得饶有趣味，真真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乞田小儿。元气足得很，自己写以前一个
高士被诏入京，他老婆写了首打油诗，说你这次去可真是“断送老头皮”了，那高人把诗念给皇帝听
，皇帝一高兴把他放了。后来苏东坡自己也被诏，还是犯了事被诏的，老婆在旁边哭，他就说，你怎
么也不写首诗给我呢？老婆一下子便破涕为笑了。
　　
　　    这样健全而聪明的人，林语堂说得对，是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无论嬉笑怒骂，他都创造
了一个高度，中国文人的元气在这里戛然而止。
　　
　　    我说中国文人都是胭脂色的，阴性的；好不容易出个阳刚的，也没什么大才气；好不容易有个
既有才有阳刚的，往往又有些病态。像这样充满热量才华横溢心智健全的人，是上天给中国的莫大恩
赐。
　　
　　    还是那句话，如果能时光回转竟能使我再见苏轼，我是愿意端靴扫地，再不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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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孔子诛少正卯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或以为太速。此叟盖自知其头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未
去而发之。使更迟疑两三日，已为少正卯所图矣。（头方命薄⋯⋯这对孔夫子还真是不大尊重哈⋯⋯
）
　　
　　嗯，文言不好打，白话儿吧。大部分是人物篇里的。
　　
　　汉高祖没发迹的时候常常带哥们儿回家吃饭，自己没家，就带到大哥家去。嫂子不乐意，偷偷把
好吃的藏起来，说没饭了。哥们儿觉得不好意思，走了。多少年之后，刘邦发迹了，给侄子们封王，
就这个哥哥的儿子只给封了个侯，就叫“頡羹侯”——不给饭侯。
　　
　　汉武帝无道（原话儿），但是有一件事儿做的还不错。什么呢，就是他见汲黯的时候要换身儿衣
服正装见，见卫青都是蹲在茅坑上见。卫青是奴才，给他舔屁沟正合适（原文是：雅宜舐痔⋯⋯），
踞厕见之，正其宜也。
　　
　　荀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胡扯，青就是蓝，冰就是水。（中国人早于欧
洲n年了解到水的三态变化⋯⋯）
　　
　　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屁，那你还是想要肉跟车不是？（感情苏轼是个排斥装b的主儿）
　　
　　抑君似鼠，此之谓智。（这也敢写，宋朝还真民主）
　　
　　刘伯伦出门带个板儿锹，跟手下人说，“死即埋我。”我看他没我牛B。要我说，不死是不死，
死都死了，还埋个屁。（你还真性情⋯⋯）
　　
　　下面，咚咚咚咚！是苏学士的炼丹学成就！
　　
　　阳丹诀
　　冬至后，常常有鼻涕，反复漱口几次，咽下丹田。拿三十个瓷盅儿，都要有盖儿的，吐得里面。
盖上盖子，编好了序号。放在干净屋里，选忠厚谨慎的人看着。三十天开开看，里面都干了（废话）
，有黄有红，拿手绢过滤一下。拿那新汲的水，淘一淘，让臭气去掉。都放在一个干净瓷器里面。夏
至的时候儿，拿出来做成梧桐子儿大小的丸子，空腹拿酒顺下去，不限丸数，三五天吃光了。夏至感
冒了也这么干，冬至时候吃。这东西叫阳丹诀，必须得段誉，啊，打错了，绝育⋯⋯诶，反正就是不
能xxoo，要不这丹砂不凝结。
　　
　　阴丹诀
　　拿头胎男孩儿的妈妈的奶，父母都没病那种，好好的养了，一天取一升人奶。没有半升也行。拿
朱砂银当鼎炉，要没有山泽银也凑合。慢火熬炼，慢慢搅合至淡金色，还是做成梧桐子儿大，空腹和
酒口服，不限量。大家都知道吃秋石（这东西是童子尿炼出来的），但是那玩意儿不干净。而且这东
西是阳性的，再过一次火，剩下的跟烧盐没区别。大家也都喜欢喝奶，奶，阴性的，不加热太凉寒了
。阳丹阴炼，阴丹阳炼，这是道教的灵机妙旨，一般人不能轻易告诉他，慎之，慎之！
　　
　　论古篇还没看
　　
　　比较牛的篇名是 1 武王非圣人 2 周东迁失计 3 司马迁两大罪 
　　
21、　　首先要声明一点，此小品非彼“小品”，不是央视春晚上那些越来越没劲的东西，此小品乃
小品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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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品于我，是不折不扣的最爱。
　　
　　我对小品的兴趣，大约发生于二十年前读《东坡志林》。文章写成那样儿，让我意外，也让我喜
欢，所谓不拘一格，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于是，仿效之；于是，《东坡志林》之类的笔记、小品
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曾经见过很多紫砂茶壶上刻着一句话——不可一日无此君，字或优雅或拙劣，但是，这意头却很
适合形容我对小品的态度。这句话的来由，据说与乾隆皇帝有关。传说乾隆爷嗜茶，当他退位做太上
皇的时候，有老臣为之不甘，劝谏他把皇帝的位子继续做下去，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谁都知道
，乾隆爷当年即位的时候曾经发过誓，说，假如上天给他大寿限，他做皇帝决不超过圣祖仁皇帝康熙
爷爷在位的六十一年，到时候一定把大位传给后来人。这个誓，是天子的金口玉言；君无戏言，总不
能赖账。我想，乾隆爷那时候肯定也不想让这个位，但这个誓言又让他毫无办法。于是，面对大臣的
劝谏，乾隆爷只好大而化之，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君不可一日无茶。”当然，无论乾隆爷是现任
皇上还是退居二线的太上皇，茶，肯定是少不了他老人家的。谁敢呀？
　　
　　虽然对小品，我也是“不可一日无”，但却没人给我送，只好自己掏钱买。苏东坡说，宁可食无
肉，不可居无竹。现在楼房住着，没地儿种竹子，但天下事难不倒咱，遂以小品代之——宁可三日无
猪肉，不可一日无小品；无猪肉可以减肥，无小品使我心忧。
　　
　　小品的好，在于随意；无论是写，还是读。写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必为人所拘，也不必
被稿债追索，舒服；读之，无论大块的假日，还是“三上”，都可一卷在手，率性而为，爽利。一生
有小品可读可写，夫复何求？
　　
　　那日，kim对我说，还是爱读竖排版的书，无论是躺是坐，读着方便。此话与我心有戚戚焉。竖
排的书翻开，卷着对握，从书的天头地脚两端望过去，竟是一个浑然天成的心形；这样握着，转着圈
儿读，绝不会感到丝毫的障碍，而那无意中握出的心的形状，恰是读书人对书的感受，一个字——爱
。
　　
　　许多的小品、笔记都是读过多次的，例如刚刚重读一过的这本《东坡志林》。数年前，曾为书房
兄千方百计搜得一套中华书局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很想为自己也弄上一套，但那书是稀货，很
多已经不重印了，无论如何也搜不全，一直挂在心上，窹寐思得。仰赖网络的力量，最近居然从卓越
、当当搜得七十余种，除少数尚不得外，太半已入我柜中。欣喜之余，随手抽出读之再三的《东坡志
林》，用数日午休时间，躺在沙发上重读一过，仍是握成了心的形状。且心中暗喜，以后每日的午休
，都会有这些笔记、小品陪我度过了，光阴于是显得充盈起来。
　　
　　清末时候梁鼎芬写给藏书家杨守敬的一份短简，曰：“羊头已烂，不携小真书手卷来，不得吃也
。”躺在沙发上，沐在亚热带冬日正午的阳光里，突然忆起这短简，想，饭已吃饱，茶也喝好，高卧
读小品，此中之乐，丝毫不亚于就着小真书手卷大啖炖烂的羊头肉，其乐也融融。这滋味，绵绵悠长
，非身处其中，不得知也。正是：人生福，读书忙，最是小品滋味长。
　　
22、　　
　　想了解苏轼，应吟东坡诗，食东坡肉，读东坡志林。
　　此书目录：
　　卷一：记游，怀古、修养、疾病、梦寐、学问、命分、送别；
　　卷二：祭祀、兵略、时事、官职、致仕、隐逸、佛教、道释、异事上；
　　卷三：异事下、技术、四民、女妾、贼盗、夷狄；
　　卷四：古迹、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
　　卷五：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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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才看到30几页，冯某不才，只观察到多处年号与年份错误。作者写在前面的简介里，标注的
苏轼入仕、遭贬等的年份与正文里备注的年份不符，这是不应出现的错误。冯某文史不通，不知其中
另有其他常识性错误，但此一处，既已寒心，初购此书，凭中华书局四字而已，至此失望之情不能详
述。
24、开始喜欢他是因为那阕《定风波》
    有一种万峰揽尽的气度    一种波澜不惊的翩然
    用现在的话说   叫气场
    后来想老头活着的时候也没算过几天好日子
    难得那份达观
    他对生命有很强烈的好奇心
    一辈子潇洒来去     欢祈痛苦都成了享受
25、评点部分太low
26、真是心.爱书的心
27、多谢, 差点买了中华书局刘文忠注的版本. &#34;丙土母，而庚其子也&#34;这个太说不过去了.
28、　　    有一日翻《东坡志林》，记苏东坡在官至杭州时打听到“灵隐寺后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
僧不下三十余年矣，不知今在否？”想来杭州在当时虽是繁花盛景之地，却也是佛陀攒集的地方。灵
隐寺、雷峰寺自当不说，净慈寺、虎跑也是香火靡靡的道场，还有那隐匿在茶山下的上下天竺。可是
我总觉得在杭州修行实为一件难事，且不说民风不俗、富庶有余，单是那赏不尽的湖光山色、秋月春
花就足以乱花渐欲迷人眼了，更别说乱了心。所以我很好奇，这百余年来杭州的僧人是何以守得那东
窗残烛、青灯古佛的冷寂。而东坡居士笔下那三十余年与世隔绝的苦行僧的生活更是难以想象，难道
看到那春时晌午上山焚香的绝色佳人，头戴红花、美目盼兮岂有不心动的道理。
　　    不过和尚的心思且不去妄加猜测，要说苏东坡留下的苏堤实在是造福后人的一道风景。择一日
午后与编辑部的同事外出采风，千挑万选最后还是踏上了苏堤。总觉得这瘦长的堤岸似是集杭州美景
于大成者，仿佛一条横亘的脉络把西湖的灵气南北串通，又似一座无形的关隘它的东边是现实闲世里
的钟鼎；它的西边是青绿山水间的山林。同事一语道破这其间的玄妙，前十分钟还在写字楼里感慨春
意盎然，后十分钟却已身在这春色之中，实在是妙不可言。所以说杭州的好处委实在这两种角色转换
间的会心一笑，景之所至不过是情之所至的道理罢了。虽然我们感慨杭州的春天似是越来越短暂了，
但是换一个角度去想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碌了呢。阳光摆在那里，湖水荡漾于耳畔，繁
花开在枝头，春燕呢喃在梁间，浓妆淡抹的西湖日日夜夜静卧在城市与山野的对峙当中，而我们为什
么偏偏要守着那方寸的案台转圈却弃窗外的春色于不顾呢。想来这与那苦行修身的僧人有何分别，生
之所目本来就应该饱览尘世风光的一切美好，生之所言本来就应该赞美包括人性在内的一切美好事物
，生之所心更应该抛却行动的囹圄、得失的计较而放大在一个无限宽阔的天地之间。做一个四季赏花
的人，做一个被景色所打动的人；认真的是天地间的阴晴圆缺，圆满的春去秋来的更新替换，即便是
临窗落泪也不失为一种幸福。所以我更愿意把这次编辑部的采风当成是一次眼睛与心灵的小小旅行。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写道，如果生活的要义在于追求幸福，那么，除却
旅行，很少有别的行为能呈现这一追求过程中的热情与矛盾。不论是多么的不明晰，旅行仍能表达出
紧张工作和辛苦谋生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意义。
　　    所以即便时间稀少，你仍不要忽略身边如期而至的美景，亦不要把工作和谋生当作是对自己的
一种修行。即便是被堵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中央你大可以摇下车窗看一看路边不知何时一夜怒放的白色
玉兰。是谁说让西湖的青绿山水把我埋葬，这样的纵身缱绻虽然令人动容，但是西湖景美不如相忘于
江湖，我只愿偷得浮生半日闲，一晌贪欢去了。
29、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很叫人心酸的话语。
　　
　　随随便便一个明白人儿，轻易不会有如此的感悟。大约只有像苏东坡那样，被人推着攘着风雨兼
程，才会从万千语词里，挑出这七个字来慰勉自己。其实，苏轼一辈子虽然宦海沉浮，少有得志出头
之日，他终究还是没有排遣与打发太多饥寒交迫的岁月；他的风雨兼程，更多是来自于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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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怎么个活法儿，谁能定义呢？街头卖菜，喝着西北风的小贩，与西花厅里，坐着打盹儿的
总理，本质上也都是人间烟火的奴隶，分别很小的。但毋庸置疑，他们的分别又大得离谱。
　　
　　在我们中国，除了备受打击以至于精神失常的人之外，很少有人会主动选择做个纯粹的文人。
　　
　　文人地位很低下。
　　
　　任何人表面上谬赞某某人某某人“有才”或者“文采飞扬”或者“文思如泉”或者⋯⋯他/她从内
心极深极深之处，可老大不情愿自己也成为类似的人，亦庆幸自己不是类似的人，更有甚者，或许，
从心底里，还要轻薄一下这些所谓文人的酸腐和不切实际。从一天的光阴流逝中，我们自然而然找不
到一丁点和文人挂钩的事物。从，早上起床洗漱上洗手间吃早饭，到，夜里洗漱穿上睡衣上床“造-爱
”睡觉，有哪一刻是和文人或者文艺有关系的？您听见过男女爱爱时，吟诵楚辞汉赋诗三百，唐诗宋
词元散曲的吗？我想即便苏东坡先生，苏大才子，在和他的小妻小妾⋯⋯的时候，也不会来一句“大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嗨的时候，您只管单调地叫就可以了（也可以不单调地叫，很多人爱爱的时候声音千奇百怪：百
灵鸟飞过蓝天，小毛驴儿拉磨，蝈蝈儿拨弄土琵琶⋯⋯），此是正解⋯⋯
　　
　　不叫就证明您不嗨，不叫而顾左右言他地吟诗作对，也证明您不嗨⋯⋯
　　
　　笔者只是妄图蜻蜓点水地提一下：
　　
　　这个世界没有谁愿意做文人。
　　
　　这个世界压根也不欢迎文人。
　　
　　这个世界更没有地儿给文人。
　　
　　“一蓑烟雨任平生”，着眼点在于“任”。
　　
　　烟雨无情，来去无踪，南北东西，瞬息万变，只能听之任之；平生所爱，平生所愿，也不过若烟
雨迷茫，无处可寻，只好听之任之。
　　
　　“任”，是无奈，是无情，是无怨，更是无果⋯⋯
　　
30、网上也可以阅读，但不如手执一册舒服。
31、淡淡的讲述，出其不意的悬念，发人深省的余韵。这就是东坡的文。
32、　　这本是和中华书局的繁体竖排《东坡志林》买来对照着看的。
　　
　　此本除了有些我认为和每篇笔记毫无关联的插图外，文字是简体横排的，还有个别冷僻字的注音
和词语解释、编者评语。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普及本。虽然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另外一个版本，又薄又精炼，还便宜，
才9元。
33、回楼上的：可能是各人理解不同。原文如下
    “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
去欲。”张云：“苏子卿齧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
。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记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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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理解是苏轼说去欲是难的，张公规就说你看连苏武这样的人也没有办法，所以差不多就算了。
然后“众客皆大笑”，这就有点类似于朋友之间开玩笑打趣的意思了（可能不仅仅针对苏轼，也指在
座诸位，但这句话的由头是苏轼引起的，开他玩笑的可能性更大些），如果仅仅理解成就事论事，那
这群朋友的交往就未免有些无趣了吧，更不值众客“大笑”。
    不过清谈议论，说了些好玩的话引起众人大笑，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还是看各人的理解吧，我更愿意把一些场景想得有趣些。
34、　　◎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
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我是个很喜欢影子的人，看的最多的影子该数初中时候家里客厅墙面上的树影，深夜里头，白白
的月光透过楼前的高树来到我的面前，树影随风而动，非常美。
　　
　　◎儋耳夜书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
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
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热闹的元夕，在城中四处走走，各种声响，你我都有过这种时候吧。热闹是他们的，走在热闹里
，心里越来越平静，那些过往的得失，仿佛都不是很重要了，即使我不那么热闹，听着这些热闹的事
儿，也知道这个世界是很美好的，活下去是很自然的事。钓不钓得到鱼，又有什么重要？
　　
　　◎养生难在去欲 
　　
　　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
去欲。”张云：“苏子卿齿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
，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记之。
　　
　　养生要戒房中事，东坡说去欲最难啊。通判张公安慰他说，你看苏武是怎么样的气节，在塞外环
境多艰苦，还不是在匈奴娶了胡妇生了孩子，你都来了偏僻的海南岛，何必纠结这种事呢。真是好朋
友啊，安慰人都引经据典。
　　
　　◎贺下不贺上
　　
　　贺下不贺上，此天下通语。士人历官一任，得外无官谤，中无所愧于心，释肩而去，如大热远行
，虽未到家，得清凉馆舍，一解衣漱濯，已足乐矣。况于致仕而归，脱冠佩，访林泉，顾平生一无可
恨者，其乐岂可胜言哉！余出入文忠公门最久，故见其欲释位归田，可谓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
发于至情，如饥者之念食也，顾势有未可者耳。观与仲仪书，论可退之节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
子之欲退，其难如此，可以为进者之戒。
　　
　　这段深得我意，我自己行事也是如此，最好的朋友平时都不联络，有好事了或许知会一声，一般
联系我都是遇到些不好的事了，给朋友出出主意，梳理梳理，让对方宣泄一下郁闷的心情，这样就可
以了。凑热闹其实没什么效用，必要的时候出现才更好些。
　　
　　◎书杨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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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年过洛，见李公简言：“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为诗。及召对，自言不能
。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
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语妻曰：“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
　　
　　读上去很温暖，杨朴的妾很可爱，东坡对妻子也很温柔。遇到艰辛的时候，让身边的人宽慰一笑
，很是难得。
　　
　　◎朱氏子出家
　　
　　朱氏子出家，小名照僧，少丧父，与其母尹皆愿出家。照僧师守素，乃参寥子弟子也。照僧九岁
，举止如成人，诵《赤壁赋》，铿然鸾鹤声也，不出十年，名闻四方。此参寥子之法孙，东坡之门僧
也。
　　
　　◎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十二（之一）
　　
　　法颖沙弥，参寥子之法孙也，七八岁事师如成人。上元夜予作乐灭慧，颖坐一夫肩上顾之。予谓
曰：“出家儿亦看灯耶？”颖愀然变色，若无所容，啼呼求去。自尔不复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后当
嗣参寥者。
　　
　　这两则是讲两个小和尚，都是小大人那种。照僧可能真的比较像大人，读《赤壁赋》像模像样的
，之后也有才名远扬。颖却更加可爱，估计是装成大人的样子，上元夜里萌小和尚坐在别人肩头乐呵
呵看花灯，可是东坡非得嘴贱刺他，你一出家人也要看灯么，小家伙不好意思，哭着说要回去了，自
此再也不出去玩了。这大叔也太讨厌了！！！
　　
　　◎名荣安亭
　　
　　陶靖节云：“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轩，以容安名之。
　　
　　我大学时候租过一个农民房，就一间房子，在我们学校对面的一个巷子里。房间在第二层，总共
二层楼，庭院里有一棵高大的树，下雨时候有风来非常幽静，所谓“风撼梧桐雨洒窗，今宵好夜长”
。把窗帘拉上，帘上有树的影子，白天夜里都有，影子随风而动，很美。那时候我的签名就是“倚南
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那种心情，该和东坡一样吧。
35、　　乱翻书，看到苏东坡在《东坡志林》里有一段关于求雨的记载，是这样写的：
　　
　　    吾昔为扶风从事，岁大旱，问父老境内可祷者，云：“太白山至灵，自昔有祷无不应。近岁向
传师少师为守，奏封山神为济民侯，自此祷不验，亦莫测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会要》看，云
：“天宝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宝符灵药，遣使取之而获，诏封山神为灵应公。”吾然后
知神之所以不悦者，即告太守遣使祷之，若应，当奏乞复公爵，且以瓶取水归郡。水未至，风雾相缠
，旗幡飞舞，仿佛若有所见。遂大雨三日，岁大熟。吾作奏检具言其状，诏封明应公。吾复为文记之
，且修其庙。祀之日，有白鼠长尺余，历酒馔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龙也。”是岁嘉七年。　
　　
　　细读起来，好像还没有我妈讲这类故事来得生动呢。
　　
　　去年冬天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北京下大雪了，我站着打电话的时候，透过窗户能看见树枝上厚
厚的雪。又说起华北地区普遍大旱，庄稼的生长受到影响，人工抗旱似乎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
本问题。妈妈先说了句“是啊，那几滴水管什么用！“接着又说，”不过人一抗旱，老天爷就开始下
雨，可灵验了。“
　　 妈妈说当年在乡下生活时，也经常遇到旱灾。实在旱得要命的时候，人们就会求雨。求雨一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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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当地比较德高望重的人到庙里向龙王爷诉说旱情，祈求龙王爷开恩降雨，并承诺如果降雨了，就搭
戏台唱戏感谢。
　　 在当年既没有电影电视也没有广播的极端贫乏的乡村生活中，搭戏台请戏班来唱戏是一桩盛大的
事。只有那些比较富裕和作为当地交流中心的村镇才偶尔在逢年过大节的时候搭台唱戏。每到这时候
，远近几里甚至十几里地的人都会赶来看戏。我也曾随大人去相距很远的地方看过戏。
　　妈妈说，她记得有一年冬天她们那里遇到大旱，方圆几十里内都种不上小麦，人们都很着急。一
个镇长之类的人（她说的人名我忘了）领人到附近一座山上的庙里，求龙王爷开恩降雨，并承诺如果
降雨了，就搭戏台唱戏感谢。结果，在他们求雨回来的路上，就下起了瓢泼大雨。镇长怕唱大戏招引
得四村八乡的人们都来看戏，错过了播种时机，就准备让大家先种地，过了农忙季节再请戏班来唱。
结果，不几日，镇长骑马外出时，从马上摔了下来，一时竟起不来床了。好好的人怎么说从马上掉下
来就掉下来了呢，并且还摔得这样重？镇长想了半天，终于明白这可能是龙王爷不高兴了，惩罚他的
食言。于是他让家人抬着他到庙里再拜龙王爷，说明了自己推迟请戏班唱戏的理由，并承诺如果龙王
爷让他恢复行走能力，他一回去就请戏班来唱戏。才拜完，就发现自己能走路了。这下没什么可说的
了，镇长一回去就组织大家搭了两个戏台，请了两个戏班来，同时唱着对台戏。为了不耽误播种，他
要求各村派人轮流看戏和播种。
　　
　　 说完，妈妈感叹龙王爷就是有求必应，而我则发现，他原来这样看爱戏，并且性子还挺急。
　　
　　
　　  　
36、“不免为胡妇生子”说的是北海牧羊的苏武。
37、纸还行啊⋯⋯中华书局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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