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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不胜寒》

内容概要

《高处不胜寒--诗人苏东坡》(作者李时英)描述北宋大文豪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自宋仁宗嘉祐二
年应科举试出仕，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病逝的四十四年间，仕途坎坷颠踬，而文苑成果辉煌的人生
历程。作者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精炼优美的文字，塑造了一位为人真诚正直为官清廉爱民、自宋以来
历代文人和普通百姓都倾心仰慕和赞颂的杰出诗词文书画大家的可亲可敬形象。作品主题鲜明，立意
深远，格调高雅，故事情节起伏跌宕，人物形象鲜活生动，语言文字流畅自然，素朴雅致。具有较强
的可读性。
    《高处不胜寒--诗人苏东坡》主要特点有：写人物命运，不纠缠于历史公案的是是非非；立足于求
实求真，拒绝戏说；以情动人，人情与诗情并茂(书中选人苏轼诗词四百余首，并附简单注释)；苏轼
钟情于壮丽河山，本书可视为半部游记。
    在描写苏东坡坎坷一生的同时，《高处不胜寒--诗人苏东坡》还全景般地表现了北宋时期的政治、
军事、文化、吏治以及众生百相、风土人情。读者不仅能全面了解和感受苏轼作为一代文豪的多彩人
生，而且，能从苏轼的文学创作和社会交往中，得到许多人生感悟和艺术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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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不胜寒》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欧阳修慧眼识国士 苏子瞻初试显奇才 第二章 眉山城小荷才露角 崇政殿新秀直陈言 第三章 判
风翔爱民得美誉 葺官舍喜雨建新亭 第四章 陈知府怒罚苏轼 苏签判喜识章惇 第五章 试秘阁再度列三等
直史馆两载罹双哀 第六章 葬老泉阁藏父爱 娶闰之妹续姐弦 第七章 判官告有心三试探 反变法无我两上
书 第八章 过陈州兄弟度佳节 客汝阴师生抒隐衷 第九章 悴钱塘决囚理积案 游西湖赏景咏新词 第十章 
宴名楼书画平民讼 赏胜景月夜看湖光 第十一章 奉差遣体察民疾苦 寓讥讽借用我诗词 第十二章 长头祈
福艳妓改词 灵隐祷雨钱江观潮 第十三章 子瞻情深送述古 闰之意外得朝云 第十四章 赴密州会友赋诗 
登常山求神解难 第十五章 追穷寇洒泪拾弃孩 猎常山挥毫成佳作 第十六章 宴超然中秋添绝唱 赴河中泉
城访亲朋 第十七章 客东园苏范联姻 守徐州官民抢险 第十八章 建黄楼频添佳韵 呈奏状只为民生 第十
九章 江淮路会友抒情 水晶城舒心赏景 第二十章 遭诟陷被逮吴兴郡 人冤狱受审御史台 第二十一章 诗
讥新法坦然自供 鱼传不测绝命留诗 第二十二章 京城贬逐文坛杰 黄郡恭迎水部郎 第二十三章 寓定惠初
识诸友 迁临皋再聚全家 第二十四章 好景难消胸中块垒 真情能化五内冰霜 第二十五章 修田塘荒坡挥汗
水 献歌艺慧女谢宾朋 第二十六章东坡耕读称居士 雪堂吟啸号农夫 第二十七章行蕲滨伴月卧溪桥 访东
坡知音谈书画 第二十八章畅游赤壁三绝唱 醉咏襟怀一妙词 第二十九章纳朝云生辰闻新笛 送君猷除夜
思前途 第三十章病缠身讹传惊帝讯 儿满月戏作洗儿诗 第三十一章君命当遵迁临汝 友情难舍别黄州 第
三十二章登庐山诗题胜地 晤荆公话吐真情 第三十三章折子失金凄凉度岁 蒙恩称愿潇洒归常 第三十四
章返京城纾难庆余生 知制诰秉公申大义 第三十五章擢翰林两呈辞免状 祭司马初结不解仇 第三十六章
好友无猜频添嬉谑 佞人寻衅屡惹忧烦 第三十七章别京师众友人情重 忧杭州百姓苦难深 第三十八章救
饥荒捐金建病坊 浚西湖爱民疏淤井 第三十九章筑长堤湖添新景赴 帝京路访灾情 第四十章任承旨八番
求下郡 守颍州半载似登仙 第四十一章赴扬州沿路问民情 罢花会呈疏免积欠 第四十二章主兵部痛失贤
妻驳 诟谗坚请僻郡 第四十三章帅真武严整三军 贬英德笑别四友 第四十四章朝云情深求度岭 长湖风劲
助催舟 第四十五章惠州城盛情迎迁客 嘉祐寺佳境释愁怀 第四十六章囊羞箧尽遭恶疾 时乖运蹇和陶诗 
第四十七章众友情结白鹤居 朝云死葬栖禅寺 第四十八章谪琼崖海岸诀亲人 居儋耳黎乡濒绝境 第四十
九章结新友相聚载酒堂 出官舍共建桄榔庵 第五十章建书院众生求学 居黎寨逐客安心 第五十一章浩劫
余生夜渡海 良朋猝死泪招魂 第五十二章越岭放歌迁客路 如舟似木苦臣心 尾声 后记 改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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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不胜寒》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虽然已经是秋天，船舱里却依然闷热，苏轼把舷窗一一打开，让习习江风吹进舱里来，才
有了几分凉意。 此次南迁，王闰之特别高兴。这一年多来，她见丈夫为国事操心，接二连三地给皇上
进呈表状，但都不惟白费心思，还得罪了不少人，惹来许多烦恼。特别是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和诬告
，使得她这个性情十分温柔极难生气的人也动怒了。她几次劝丈夫，做好自己份内之事就行了，何必
去管别的呢。可是苏轼几句话，就能让她说，“我听你的。”因此，她一直盼望有一天能够离开京城
。那天，得知丈夫要去杭州做官，她高兴得孩子似的。她也听说过，杭州那地方风景特别好，就天天
盼着溽暑赶快过去，秋凉早日到来。这一天终于来了！她倚在船舱的窗口，看着两岸不断盘旋又不断
向后移去的田园、山林、村舍⋯⋯觉得许多日子以来自己心头那些不快，也随之向后退去。 从京城到
杭州，要走三千多里水路。此时，陈、蔡诸州，蝗灾正盛。在船上，可见沿河两岸庄稼地里，升起团
团烟雾——众多男女老少把手捉网捕到的蝗虫堆积起来，点火焚烧。不时有那虫子被烧焦的糊臭味，
随风吹进船舱里来。 船到陈州，苏轼老远就见有人在码头上招手，虽然面目不清，看身态却知必是弟
弟子由。迨船抵岸，果然不错。 苏辙把哥嫂迎至家中。这兄弟二人分手还不到两年，却感到似有十年
八年未见。史玉与闰之也有许多别后的话要说。史玉比闰之大，但十分尊重比她小好几岁的嫂嫂。 州
学教授苏辙一家，住在一所矮小的公房内。原本就不怎么宽绰，如今住两家人更觉拥挤。但苏轼不肯
去住传舍，宁愿挤在一起。苏辙、史玉跟前已有三个小的，大儿子梁儿苏迟十二岁，女儿宛娘十岁，
小儿子罗儿苏适八岁。孩子们到一起比大人热闹，屋子里洋溢一片欢乐的笑声。苏轼感到，已经好久
没有听到这样的欢笑声了。 第二天，兄弟俩去拜见父执张方平。 张方平字安道，应天人，天圣年间
进士，曾做过翰林学士、尚书左丞、观文殿大学士；为人正直敢言，因而曾几上几下。去年，因反对
王安石变法，贬知陈州。离京前去向赵顼辞行，仍然说：“民犹水也，可以载舟，亦可覆舟。若新法
卒行，必有覆舟之祸。” 苏轼、苏辙到了陈州官署，才知张方平率吏卒下乡灭蝗，已两日未归。苏轼
正欲留下短柬离去，衙役却报：大人回府。 张方平风尘仆仆，那满口美髯，也沾上了许多尘土；见了
二苏，开怀大笑。苏轼、苏辙躬身下拜，尊称：“张伯。” 苏、张本系远房表亲，又有通家之好。嘉
祐占元年，张方平守成都，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去拜访，并将父子三人的诗文请他评阅。张方平十分赏
识，称赞他们必将成为“国士”。苏轼又给张方平画像，张方平一直珍藏着。嘉韦占二年，三苏进京
，张方平特地给韩琦和欧阳修写了举荐信。他任满回京后，又与三苏往来频繁，与苏洵更是成了至交
。苏洵去世，张方平为作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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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不胜寒》

编辑推荐

《高处不胜寒:诗人苏东坡》主要特点有：写人物命运，不纠缠于历史公案的是是非非；立足于求实求
真，拒绝戏说；以情动人，人情与诗情并茂（书中选人苏轼诗词四百余首，并附简单注释）；苏轼钟
情于壮丽河山，《高处不胜寒:诗人苏东坡》可视为半部游记。在描写苏东坡坎坷一生的同时，《高处
不胜寒:诗人苏东坡》还全景般地表现了北宋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吏治以及众生百相、风土人情
。读者不仅能全面了解和感受苏轼作为一代文豪的多彩人生，而且，能从苏轼的文学创作和社会交往
中，得到许多人生感悟和艺术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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