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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出生，上距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受禅登基，已近八十载。经太祖、

太宗、真宗、仁宗数世，朝廷励精图治，锐意定国安邦，社会经济、文化长足发

展，国家大局稳定，已至大宋王朝的鼎盛时期。然升平日久，吏卒骄惰，行政松

懈，“三冗”（冗官、冗兵、冗僧道）以及与此相关的开支靡费严重，朝廷“积

贫”渐露，亟须兴革，开创新局。仁宗时之“庆历新政”，即因此而推行。惜人

谋未臧，操之过急，遭遇强大阻力，仅一年即告夭折。但要求改革的潮流依然涌

动，直至宰相王安石在神宗皇帝支持下，厉行变法，在多个政治经济领域推行改

革。然而来自各方的阻力巨大，加上皇帝求治太急，王安石强忮自用，引致物议

沸腾，未见其利先见其弊，新法卒无成效。苏轼适逢其会，一生就在宋代政治不

安时期度过，并卷入其中。虽然，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持异议，被视为守旧派，但

苏轼并非是非不分，偏党一方。苏轼尊重王安石，尝谓“昔之君子，惟荆（王荆

公安石）是师”；苏轼蒙“乌台诗案”之冤，王安石亦参与营救。两人的矛盾，

乃政见歧异之争。苏轼以其高才轶能，或面奏，或上札，另有献替，皇帝、皇

后、皇太后亦对之极为重视。其不幸，是才高招妒，为朝中一班小人诬告攻谗，

一度入狱，两度遭贬，垂老投荒，九死一生。至遇赦还，忽闻亡鉴，痛乎哉！惜

乎哉！

本年谱以清乾隆《摛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之“苏轼年谱”为经，采有关

时代、生平、仕履、交游、文艺等事迹扼要撰写而成，力求精覈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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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  宋仁宗景 三年  丙子  出生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中年以后，自号东坡居士，宋仁宗景祐三年丙

子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眉山县城纱縠行家中。先祖赵郡

栾城（在今河北）人。祖苏序，父苏洵，皆布衣。苏洵，字明允，号老泉，著名

儒礼学者兼文学家，与子苏轼、苏辙俱以文显，号称“三苏”，为唐宋古文八大

家其中三家。母程夫人，外家为眉山大户，知诗书。大伯苏澹，字希伯；二伯苏

涣，字文甫。苏轼长兄景仙早夭，姊八娘。

1039  宝元二年  己卯  4岁

弟苏辙生，字子由，一字同叔。因卯年生，轼曾称其为卯君。

1042  庆历二年  壬午  7岁

拜道士张易简为师授书。

1043  庆历三年  癸未  8岁

父出外游学四方，轼在家从母程夫人学。听程夫人讲授《后汉书·范滂

传》，而有奋厉当世之志；弟辙同听讲授。时范仲淹、富弼等献策，仁宗皇帝七

下诏令，推行十项措施，改革国家政经积弊，史称“庆历新政”。是年因循守旧

的宰相吕夷简罢。

1050  皇佑二年  庚寅  15岁

在家读书。程夫人亲教轼、辙二子，诫勿“以书自名而已”。常称引古人名

节策励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程母贤，知书识礼，居家禁发前

人地下宝藏。姊八娘适表兄程之才（正辅）。

1052  皇佑四年  壬辰  17岁

姊八娘受虐卒，与程家断往来四十年。

1053  皇佑五年  癸巳  18岁

与弟辙在家苦读，父亲自教授。

1054  至和元年  甲午  19岁

娶四川青神县进士王方女王弗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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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  至和二年  乙未  20岁

游成都（益州），谒知州张方平（安道），张待以国士礼。记忆力惊人，

《汉书》《唐书》均能逐字逐句背诵。

1056  嘉 元年  丙申  21岁

先为张方平画像留成都，后与弟随父赴汴京应试。

1057  嘉 二年  丁酉  22岁

春，与弟辙应试礼部，兄弟二人同科进士及第。殿试毕，仁宗皇帝退朝谓

皇后曰：“朕为子孙得二相材。”苏轼文深受欧阳修赞赏，谓：“吾当避此人，

放出一头地。”苏氏父子三人名动京师。大约此年冬、明年春，苏辙作《南窗》

诗，闲淡简远得味外之味，苏轼好书之，以为人间当有数百本。四月，母程夫人

卒于眉山，奔丧归里。是年王安石知常州。

1058  嘉 三年  戊戌  23岁

在家服母丧。王安石上书仁宗，提出变法主张。

1059  嘉 四年  己亥  24岁

二月，朝廷废榷（政府专卖）茶，行通商法，有利货物商品流通。服丧期

满，轼与父洵、弟辙再赴汴京，途中以父子所作诗文百篇为《南行集》，轼作

叙。是年长子迈生。

【法书系年】1《奉喧帖》、2《眉阳奉候帖》，俱行书、尺牍，均出宋拓

《西楼苏帖》（天津本）。

1060  嘉 五年  庚子  25岁

至京。授河南福昌县主簿，弟辙授渑池县主簿，均未赴任。苏洵任秘书省校

书郎。

1061  嘉 六年  辛丑  26岁

与弟辙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问试，轼入三等，辙入四等。考试时上进卷

二十五篇。《教战守策》一篇，力陈教民习武备边之计，并预言与西夏、辽必有

一战（此战终于徽宗末年爆发，北宋亡），苏氏政事精明，虑深谋远，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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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斑。除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十一月与弟辙别于郑州，十二月到任。苏洵受命

修礼书。

1062  嘉 七年  壬寅  27岁

在凤翔。春，受命赴宝鸡、虢、郿、盩厔四县决狱。二伯父苏涣病卒，作

《亡伯苏涣挽诗》。

1063  嘉 八年  癸卯  28岁

仁宗崩。英宗赵曙即位，明年改元治平。在凤翔。始识陈慥（季常），遂

订交。

1064  英宗治平元年  甲辰  29岁

仍官凤翔。与文同（与可）遇于岐下，遂订交。十二月离凤翔任，赴长安，

游骊山。是年正月，商洛令章惇（子厚）与苏旦、安师孟至终南山来谒。同游至

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为渡，惇平步过之，乘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

笔大书石壁“苏轼、章惇来游”。既还，神采不动，轼拊其背曰：“子厚他日必

能杀人。”

【法书系年】3《亡伯苏涣挽诗》，正书，诗二首，出《西楼苏帖》（天

津本）。

1065  治平二年  乙巳  30岁

正月还朝。判登闻鼓院，直史馆。英宗闻轼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

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当为天下用。”五月，元配王弗卒于京师，

年二十七，迈之生母。苏洵等修《太常因革礼》书成，历时五载。

【法书系年】4《宝月帖》，纸本，行书，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为存

世最早苏书墨迹。

1066  治平三年  丙午  31岁

在京师。四月，父苏洵卒，年五十八。英宗皇帝闻而哀之，司马光往吊，欧

阳修作挽诗，韩琦作挽词，曾巩作哀词，朝野之士作挽词为诔者百三十余人。皇

帝、大臣赠赙甚厚，拒不受，惟求一赠官。与弟辙扶丧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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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  治平四年  丁未  32岁

与弟辙返蜀服丧。是年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即位，明年改元熙宁。四月司

马光为御史中丞。九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1068  神宗熙宁元年  戊申  33岁

在家服丧，除丧。续娶王弗堂妹王润之为继室。冬，与弟辙携眷返京，途中

在长安度岁。

1069  熙宁二年  己酉  34岁

二月还朝，监官告院。为驸马王诜写诗赋及《莲华经》。王安石参知政事，

创置三司条例司，始行青苗等新法。苏轼对新法持异议，上书神宗皇帝论其不

便，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精明剀切。神宗召对，谕指陈政令得

失，轼对以“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

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思治乱，无有所隐。”轼出而予告同列，王安石不

乐。次子苏迨当在此年生，乳名叔寄。弟苏辙以议新法忤王安石，自三司条例司

属官出为河南推官。王巩（定国）来学。

【法书系年】5《自离乡帖》、6《严寒帖》、7《十六侄帖》、8《忽又岁尽

帖》，均行书，尺牍；9《媳妇上问帖》，正书，尺牍，俱出《西楼苏帖》（天

津本）。

1070  熙宁三年  庚戌  35岁

二月，河北宣抚使韩琦请罢青苗法，王安石称疾不朝。三月，苏轼再上书

神宗皇帝，反对新法，为王安石所愤。十月，副主考官范镇上疏，极论青苗法之

害，遂以户部侍郎致仕，苏轼往贺。十二月，王安石拜相，行保甲法、免役法。

是年八月间，侍御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居丧服除，往复买贩，妄冒差借兵卒，

穷治无所得。

【法书系年】10《走马处书帖》，行书，尺牍，出《西楼苏帖》（天津

本）；11《治平帖》，纸本，行书，尺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12《净因院画

记》，文一篇；13《临政精敏帖》、14《求访佳婿帖》、15《司马亲情帖》皆行

书，尺牍，俱出《西楼苏帖》（天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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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熙宁四年  辛亥  36岁

遭御史知杂事诬告过失，未尝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通判

为州郡守副官）。七月出京，赴陈州见弟苏辙，九月与辙赴颍州谒欧阳修。十一

月，到杭州任。时沈立为杭州太守。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法，浙西兼行水利、

盐法，地方骚然，牢狱皆满。是年六月欧阳修致仕。

【法书系年】16《致运句太博帖》，纸本，行楷书，尺牍，台北故宫博物

院藏。17《宦途常事帖》、18《令子九月帖》，皆行书，尺牍，出《西楼苏帖》

（天津本）。19《廷平郭君帖》，纸本，行书，尺牍，或作于此年，台北故宫博

物院藏。

1072  熙宁五年  壬子  37岁

在杭州通判任。冬，赴湖州视察堤岸利害，晤湖守孙觉（莘老），见觉婿黄

庭坚诗文，耸然异之。少子苏过生，乳名似叔。欧阳修卒，为文祭之。

【法书系年】20《盗贼纵横帖》、21《钱塘帖》，均行书，尺牍，出《西楼

苏帖》（天津本）。

1073  熙宁六年  癸丑  38岁

在杭州。循行属县富阳、新城、于潜等地。受遣赴常州赈饥。晁补之始从

苏轼学。是时各地行青苗、免役、市易法，浙西兼行水利、盐法，轼常因法以便

民，民赖以稍安。冬，因事赴姑苏。

1074  熙宁七年  甲寅  39岁

在杭州。王夫人买侍婢朝云（后为苏轼妾）。捕蝗行至临安于潜，疲乏甚。

初识诗僧参寥。九月，告下，改知密州。十一月到任。是年四月，久旱不雨，郑

侠绘《流民图》上神宗，极尽扶携塞道、质妻鬻女之状，并奏称新法害民，为

“掊克不道之政”，请悉罢去。次日，新法罢去者十有八，王安石罢相，出知江

宁府。

1075  熙宁八年  乙卯  40岁

知密州。重葺超然台，作记。妻王弗逝世十周年，作《江城子·乙卯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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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夜记梦》词怀念之，与唐大诗人元稹的《遣悲怀》，同为千古悼亡之绝

唱。苏轼是至情至性之人。苏轼出仕十九年，作《后杞菊赋》，叙云，予仕宦十

有九年，家日益贫，移守胶西，而斋厨索然，以至求杞菊为食。是年王安石复

相，颁行王安石《诗》《书》《周礼》新义于学官。

【法书系年】22《凶岁之余帖》，行书，尺牍；23《文与可字说》，小楷，

文一篇，俱出《西楼苏帖》（天津本）。

1076  熙宁九年  丙辰  41岁

在密州太守任。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词怀子由，此词神宗皇帝甚欣

赏，后世复为家弦户诵。十二月，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移知河中府，离密州。

是年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

【法书系年】24《乞超然台诗帖》，行书，尺牍，出《西楼苏帖》（北

京本）。

1077  熙宁十年  丁巳  42岁

正月，自密州至京师。二月，改知徐州。三月一日，与王诜会于四照亭。四

月，到徐州任。七月，河决澶渊，轼爱民如子，亲率军民防洪抗灾，不论昼夜，

徐州得保安全。是年初，识吴复古（子野），并为作《问养生》文。

【法书系年】25《答任师中、家汉公诗帖》，正书，诗一首；26《洋州令

子帖》，行书，尺牍，均出《西楼苏帖》（天津本）。27《水灾帖》，行书，尺

牍，出《西楼苏帖》（北京本）。28《问养生帖》，行楷书，文一篇，或书于此

年，出《西楼苏帖》（天津本）。29《天际乌云帖》，宋蔡襄诗，苏轼所书，时

约在此年，纸本，行书，诗文一篇。苏书有疑为伪，翁方纲力辨其为真，后人多

尊重之。明项元汴天籁阁所藏，后归清翁方纲，今不知下落。曾刻入《快雪堂

法帖》。

1078  元丰元年  戊午  43岁

在徐州太守任。建黄楼，重阳大宴宾客，客多城中居民及文化名流。与参

寥游百步洪。是年，秦观（少游）来谒，黄庭坚以诗上轼，秦、黄奉教于苏轼始

此。王巩来，从苏轼游。十二月，遣人于徐州西北找到石炭（煤），民皆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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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作诗云：“万人鼓舞千人看。”是年正月，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法书系年】30《偃竹帖》、31《平复帖》、32《黄楼帖》、33《入冬

帖》、34《墨竹草圣帖》，皆行书，尺牍，俱出《西楼苏帖》（北京本）。35

《读孟郊诗二首》，行书，诗二首；36《次韵答刘泾诗帖》、37《章质夫寄崔徽

真诗帖》、38《续丽人行诗帖》，皆行书、诗一首；39《远游庵帖》，正书，铭

文一篇；40《兄所知照帖》、41《元神帖》、42《奠文帖》，皆行书，尺牍，均

出《西楼苏帖》（天津本）。43《表忠观碑》，宋残石拓本两面，日本东洋文库

藏，原石在杭州。

1079  元丰二年  己未  44岁

三月，移知湖州，四月到任。七月，御史李定、舒亶等交章弹劾苏轼所作

诗文涉讪谤朝廷及新法，遭逮，八月下御史台狱，牵连王诜、王巩、张方平、

司马光等众多官员，史称“乌台诗案”。史台锻炼，欲置轼于死地，幸神宗皇帝

无意降罪。惊动两宫太皇太后、太后，同为庇护。太皇太后曹氏病中闻苏轼以

诗下狱，谓神宗皇帝曰：“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

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诗，其过微矣。”张方

平、范镇、苏辙、吴充、章惇、王安石兄弟等营救。史台穷治终无所得。十二月

二十九日获释出狱，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

事。驸马都尉王诜涉嫌“通风报信”追两官、勒停，贬均州武当；王巩监宾州盐

酒务，苏辙责监筠州盐酒税，凡收受苏轼文字官员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

余人，各罚铜二十斤。天下惧，毁苏轼文字。当官府遣吏围舍搜书，鸡飞狗走，

长幼大怖，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

而焚之。是年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约是年或稍前王诜刻苏轼诗集。

【法书系年】44《祭文与可文》，正书，祭文一篇，出《西楼苏帖》（天津

本）。45《北游帖》，纸本，行书，尺牍；46《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纸

本，行书，诗一首，俱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1080  元丰三年  庚申  45岁

正月初一，携长子苏迈出京赴黄。道中过春风岭关山，作《梅花诗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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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抵黄州贬所。初居定惠院，后迁城南临皋亭，筑南堂。州守徐大受待之甚

厚。故人陈慥、杜沂、潘革三子（鲠、丙、原）、陈君式、李常等相继来访，从

游者日渐增多。迎苏辙及家眷，居临皋亭。六月，与辙渡樊口游武昌西山。是年

王安石特进，改封荆国公。“乌台诗案”事定后，苏书十亡七八矣，是历史上苏

轼墨宝的一次大灾难。

【法书系年】47《京酒帖》、48《啜茶帖》，皆纸本，行书，尺牍，藏台北

故宫博物院。49《与可画竹赞帖》，行书，文一篇；50《梅花诗帖》，草书，诗

一首，俱约书于元丰三年，出《西楼苏帖》（天津本）。51书《金刚经》，自跋

云：“元丰三年（按：庚申）奉为正考都官，远忌，亲写此经。”杨震方《碑帖

叙录》（下称《叙录》）谓：宋甘氏刻之石，未见传本，明有据甘氏本复刻。

52《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清翁方纲考定，书于元丰三年庚申春。纸本墨迹，

不知此稿今藏何处。

1081  元丰四年  辛酉  46岁

在黄州。困匮乏食，友人怜之，代请废垒（废弃军营）东之坡地，始得率妻

孥躬耕其中。苏轼名其地曰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三月，与友人同游武昌西山，

作诗记之。六月，判官廖正送古琴，作《琴声》诗。作《易传》《论语说》。

十一月，作书谢陈师仲为编《黄楼》《超然》二集。

【法书系年】53《新岁展庆帖》，纸本，行书，尺牍，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54《佳事帖》，行书，尺牍，出《西楼苏帖》（北京本）。55《吏部陈公诗

跋》，纸本，行楷书，题跋一则，台北故宫博物院藏。56《杜甫桤木诗卷》，纸

本，行书，杜甫诗一首并跋，日本林氏兰千山馆藏；57《往歧亭诗帖》，行书，

诗一首，出《西楼苏帖》（天津本），均约书于元丰四年。

1082  元丰五年  壬戌  47岁

在黄州。正月，创育儿会，出资十千，济贫甚者以活其子。大雪中筑堂，轼

自题“东坡雪堂”四字。三月，作《寒食雨诗二首》。拟买田至沙湖，得臂疾，

求医于庞安常，庞医请书于轼，赠轼李廷珪墨。董毅夫来遇，有卜邻意。米芾

（元章）初次来访，问绘竹法。七月，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作《前赤壁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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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娇·赤壁怀古》，传颂千古。十月，再游赤壁，作《后赤壁赋》。十二月

生日，友人庆贺，当地进士李委度新曲《鹤南飞》奏笛以献，嘹然有穿云裂石之

声，众皆引满醉倒，轼为作诗。

【法书系年】58《黄州寒食诗帖》，纸本，行书，诗二首，帖尾有黄庭坚

跋语一则，台北故宫博物院藏。59《醉蓬莱词帖》，小楷，词一首，出宋拓《郁

孤台法帖》，上海图书馆藏。60《获见帖》，纸本，行书，尺牍，台北故宫博物

院藏。

1083  元丰六年  癸亥  48岁

在黄州。参寥自杭州来访，馆于雪堂。王巩自岭南北归，来晤。巩有歌儿柔

奴，家世住京师，苏轼问其广南风土好不好？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轼为缀词《定风波》。王巩北归后有诗见寄，轼作次韵诗。九月，四子遯出世，

为朝云所生，明年夭折。十月，唐林夫惠诸葛笔，轼作记大赞此笔。有徐十三

秀才者，年少，蓄苏轼书至千余幅，犹求取不已，轼作文记之。是年书《前赤壁

赋卷》。

【法书系年】61《前赤壁赋卷》，纸本，行楷，赋一章，书赠钦之；62《职

事帖》，纸本，行楷书，尺牍，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63《天涯流落帖》、64

《铁牛老鼠帖》、65《扫地帖》、66《归农帖》，皆行书，尺牍，均出《西楼苏

帖》（北京本）。67《人来得书帖》，纸本，行书，尺牍，约书于元丰四年至元

丰六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68《羁旅帖》、69《儿子帖》，皆行书，尺牍，出

《西楼苏帖》（天津本）。70《徐十三帖》，行书，杂记一则，约书于元丰六

年，出《郁孤台法帖》，上海图书馆藏。71《满庭芳词》，纸本，行书，词一

首，约元丰六年书，不知藏所。72《调巢生诗帖》，行书，诗一首；73《杜甫暮

归诗帖》，行书，杜甫诗一首，均出《西楼苏帖》（天津本），约书于元丰六

年。74《一夜帖》、75《覆盆子帖》，均纸本，行书，尺牍，约元丰中书。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76《高文帖》，行书，尺牍，约书于元丰六年秋冬至元丰七年

春，出《西楼苏帖》（天津本）。

1084  元丰七年  甲子  49岁

神宗皇帝爱惜苏轼才学，食间停箸细阅苏氏奏议，有意复用，而为当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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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阻。至是年正月，神宗亲出手札，移轼于汝州，札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

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三月告下，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

书公事。四月别黄州，作词，友人参寥、陈慥等多人从行。至筠州，与子由共度

端午。七月抵金陵，访王安石于钟山。九月买田于宜兴。十月上表乞常州居住。

冬，赴汝途中过南郡，谒张方平，王巩来晤。亲见眼医王彦若为张方平施针治眼

疾，作诗《赠眼医王彦若》，引喻证据博辩，详切高深，当与轼精通医术有关，

轼亦深喜之，多自书与人。

【法书系年】77《满庭芳帖》，行书，词一首，出《郁孤台法帖》，上海

图书馆藏。78《送圣寿聪偈》，行书，文一篇，出《西楼苏帖》（天津本）。苏

书专家刘奇晋先生指出，此帖偈语文义粗陋，非东坡语言；书法如穷驴蹩脚，

欲进而不能前，当是伪作羼入。笔者亦颇有同感，惟尚须进一步证实。79《楚颂

帖》，行书，文一篇，文末落款元丰七年书，于景頫主编《苏轼书法珍品集粹与

拾遗》（下称《拾遗》），选自清毕沅辑《经训堂法帖》。

1085  元丰八年  乙丑  50岁

三月，神宗崩，皇太子赵煦即位为哲宗，年十岁，宣仁皇太后高氏为太皇

太后，听政。渐罢新法，陆续起用旧派人物。五月，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七月至

十二月，相继罢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等新法。是年二月告下，苏轼允常州居

住。六月，因司马光荐，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十月十五日到任。二十

日，告下，以礼部郎中召还，距到登州任仅五日。十二月抵京，赴礼部郎中任。

告又下，迁起居舍人。轼因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不许。

【法书系年】80《久留帖》、81《屏事帖》，均纸本，行书，尺牍，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82《阳羡帖》，纸本，行书，尺牍，旅顺博物馆藏。83《离扬州

帖》，行书，尺牍；84《次韵胡完夫诗帖》，正书，诗一首，皆出《西楼苏帖》

（天津本）。

1086  哲宗元 元年  丙寅  51岁

改元元祐。司马光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罢青苗法。正月，轼入侍延和殿，

辅导哲宗。王诜获准返京居住，轼与诜相见于殿门外，两人因“乌台诗案”各贬



苏
轼
法
书

12

一方不相见七年。黄庭坚始拜门下。二月，因论役法利弊，司马光不悦。三月，

免试任中书舍人（需参与各部官员选派工作）。八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负

责起草诏命，三品官，为朝廷重臣（宋制宰相为二品官，无一品官）。十一月王

诜来信索书，轼以澄心堂纸、李承宴墨书《黄泥坂词》（作于谪居黄州时）并跋

与之。是年四月王安石卒，九月司马光薨。苏书市有价，王诜以三缣（一种双丝

优质绢）换购两纸。

【法书系年】85《和王明叟喜雪诗帖》、86《送贾讷倅眉帖》皆行书，诗

一首，出《西楼苏帖》（天津本）。87《复归帖》，行书，尺牍，出《郁孤台法

帖》，上海图书馆藏。88《记子由梦中诗帖》、89《归安丘园帖》，俱纸本，行

书，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90《题王晋卿诗后》，纸本，行书，题跋一则，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91《武昌西山诗帖》，行书，诗一首，《拾遗》选自清《三

希堂石渠宝笈法帖》。苏轼诗作于元祐元年十一月，可推断此帖当为元祐元年末

或以后作品。

1087  元 二年  丁卯  52岁

因政见不合，不安于朝。正月二日，作与范百嘉书云：“方求郡，累削不

允，终当坚请，以息烦言。”程颐、程颢为首的洛学派，与苏轼、苏辙为首的蜀

学派发生学术观点上的争论。五月，文苑诸公集于王诜府第西园，画家李公麟绘

《西园雅集图》，人物有王诜、苏轼、苏辙、王巩、黄庭坚、秦少游、蔡襄、米

芾、李公麟、佛印禅师等，芾作记，是历史上有名的文人聚会。此年中，为张方

平文集作序。七月告下，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即哲宗老师）。是年正月，罢科举

用王安石经义、《字说》。友人康师孟出版苏轼兄弟字帖精摹品。

【法书系年】92《别来新岁帖》，行书，尺牍；93《送杨礼先知广安军诗

帖》，行书，诗一首；94《送家退翁知怀安军诗帖》，行楷书，诗一首；95《解

职补外帖》，行书，尺牍；96《昨日先纳帖》，行书；尺牍；97《司马温公碑赞

词》，行书，诗一首；98《司马光安葬祭文》，行书，文一篇；99《送张天觉行

县诗帖》，行书，诗一首，俱出《西楼苏帖》（天津本）。100《次韵三舍人诗

帖》，纸本，行书，诗一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01《齐州舍利塔铭》，原拓

本，楷书，碑文一则，济南市博物馆藏。102《祭黄几道文》，纸本，楷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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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上海博物馆藏。103《与米元章札》，行书，尺牍，出《郁孤台法帖》，

上海博物馆藏。104《郭熙山水平远二首诗帖》，行书，诗二首；105《杜甫奉观

岷山沲江画图诗帖》，行书，诗一首，均约书于元祐二年，出《西楼苏帖》（天

津本）；106《送家安国教授归成都帖》，行书，诗一首，《拾遗》选自《经训

堂法帖》，谓当是苏轼元祐二年所作。

1088  元 三年  戊辰  53岁

在京师。正月，知贡举，三月开院。因言遭新旧两党攻击，又连章乞郡外

任，不许。太皇太后面谕：“今来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又

谕：轼现官（翰林学士）是神宗皇帝之意，神宗皇帝每称轼“奇才、奇才”；但

未及用而上仙耳。言至此，轼、太皇太后、左右诸人皆哭泣。太皇太后命坐赐

茶，并撤殿前金莲烛送归。十月，群小攻谗，卧病逾月，乞请外，不许，复直玉

堂（翰林院）。

【法书系年】107《司马温公碑》，金摹刻拓本，楷书，碑文一篇，刘奇

晋藏。108《群玉堂春帖子词》，宋拓本，行楷书，帖子词二十五首半，吉林省

博物馆藏。109《兴龙节侍宴帖》，世有刻本，《拾遗》收录而云：此帖出处不

详，民国初年有影印本传世。苏轼诗作于元祐三年，故此书应是元祐三年以后作

品。按：元祐三年兴龙节在十二月八日，是年闰十二月，因而此书有可能是元

祐三年十二月八日后至闰十二月底前的作品。110《石恪画维摩赞》，行楷书，

赞文一则；111《鱼枕冠颂》，楷书，颂文一则，《拾遗》俱选自《景苏园法

帖》，定为元祐三年书。

1089  元 四年  己巳  54岁

二月，以论事为当权者所恨，恐不见容，再上章乞郡越州（今浙江绍兴）。

三月十六日，告下，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充两浙西路（包括今江苏）兵马辖，

知杭州州军事。自谓“请越得杭，恩出望外”。四月末或五月初离京，七月到

任。离京之日，朝廷恩礼甚厚。十月杭州大旱，运河干涸，人民饿荒，轼决以工

代赈，开浚茅山、盐桥二河，以纾民困。是年六月，苏辙迁吏部侍郎，旋改翰林

学士，知制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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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书系年】112 《斗寒帖》、113《文字帖》、114《早来帖》、115《连

岁乞补外帖》，俱行书，尺牍，均出《西楼苏帖》（天津本）。116《赵清献公

碑》，楷书，碑文一通，册页，宋拓本，上海图书馆藏。117《东武帖》，纸

本，行书，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18《迩英帖》，行书，尺牍，出《西楼

苏帖》（北京本）。119《次韵王晋卿送梅花一首》，《拾遗》选自《三希堂法

帖》，据苏轼书跋语，知为元祐四年作。120《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烟江叠嶂

图〉一首》，帖末苏轼自书“元祐四年三月十日”并钤“赵郡苏氏”印，《拾

遗》选自《晚香堂苏帖》。按：苏诗查注谓：墨迹后有“元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子瞻书”十三字，又在诗题下苏轼自注“王晋卿画”四字（不知此墨迹尚存人间

否？），则《晚香堂苏帖》所收为另一本明矣。此帖又有《秦邮帖》本，见李

志贤主编《苏轼书法大字典》（下称《大字典》），与《晚香堂苏帖》面貌甚

相类似，而亦稍有不同，不知是同一本否？真伪如何？阙疑有道。121《襄阳歌

帖》，录李白《襄阳歌》、苏轼《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诗》为一卷，苏

诗无题，接李歌后，草书，纸本，经折装，帖芯十六页，香港日月斋藏，详本书

《襄阳歌帖》。

1090  元 五年  庚午  55岁

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湖上（后人称为苏公堤者，非原堤，原堤在城西，

早湮没），并建六桥于堤上，以疏诸港之水。修复杭人生活、生产所赖之六井。

又率先捐资设置病坊，救人活命。政多惠民。史云：苏轼在杭，善政救民，“真

得循吏之体”。

【法书系年】122《普照王像赞》，出《郁孤台法帖》，行书，赞词一篇，

上海图书馆藏。123《送秦少章秀才帖》、124《次辩才韵诗帖》，纸本，行书，

诗一首并叙，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25《都厅题壁二首诗帖》，行书，诗二首，

出《西楼苏帖》（天津本）。126《游虎跑泉诗帖》，纸本，行书，诗一首，台

北王世杰藏，约书于元祐五年。

1091  元 六年  辛未  56岁

三月，自杭州召回，除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接近权力中心。又遭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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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易、赵君锡相继言诽谤先帝，轼虽辩其事，然亦复请外，八月，以龙图阁学士

知颍州。是年三月，史官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上奏所修《神宗实录》。

【法书系年】127《宸奎阁碑》，宋拓，楷书，碑文一段，日本宫内厅书

陵部藏。128《丑石赠行诗帖》，行书，诗三首，出《西楼苏帖》（天津本）。

129《跋挑耳图帖》，绢本，行书，题跋一则，南京大学图书馆藏。130《群玉堂

上清储祥宫碑》，宋拓帖本，楷书，碑文一则，吉林省博物馆藏。131《颍州听

琴帖》，出《郁孤台法帖》，诗一首残句，上海图书馆藏。132《菊说帖》，约

书于元祐六年，行书，文一篇，出《西楼苏帖》（天津本）。133《祷雨帖》，

纸本，行书，诗文二则，苏轼自署书于元祐六年。今不知下落。134《醉翁亭

记》，拓本，楷书，欧阳修文一篇，苏轼书于元祐六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35《丰乐亭记》，拓本，楷书，欧阳修文一篇，册装，上海书店罗振玉跋本。

136《书和靖林处士诗后帖》，纸本，行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约书于元祐四

年至元祐六年间。137《中吕满庭芳》，《叙录》称：“宋元祐六年十月二日苏

轼书其自作之词，楷书，字大三寸。”《拾遗》录苏轼138《大楷中吕满庭芳》

上阕，选自《景苏园法帖》，不知与《叙录》所记为同一帖否？若能细考，当可

知二者之关系。

1092  元 七年  壬申  57岁

正月移知扬州，三月到任。赴扬途中，曾摒去吏卒，亲入村舍访民疾苦，知

民皆为租税积欠所困。是月应潮人之请撰《潮州韩文公庙碑》文，写唐韩愈遭贬

潮州，为民驱鳄害，情挚而辞切，且存身世之感。五月，上论积欠札，求决民之

积欠，以纾民困。六月，闻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死亡特甚，再上论积

欠札。七月，诏免积欠。八月，以兵部尚书召还。十一月，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

院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是年四月，蔡京知成都知府。五月，米芾将赴雍州来

访，时苏轼有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

【法书系年】139《送李孝博诗帖》，出《西楼苏帖》（天津本），行楷，

诗一首。140《春中帖》，纸本，行书，尺牍，约书于元祐七年，北京故宫博物

院藏。141《忧恼帖》，行书，尺牍，约书于元祐七年，出《西楼苏帖》（天津

本）。142《游蜀冈诗碑》，《叙录》谓：此碑为苏轼书其自作之诗，横石似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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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石已亡，今本为明人重刻。按：蜀冈在扬州江都、仪真之间。苏轼诗原题《次

韵苏伯固游蜀冈送李孝博奉使岭表》（载苏诗本集），中有句“府有骑鹤仙”，

用《太平广记》“骑鹤扬州”故事，喻苏轼赴扬州任，因知此帖当元祐七年作。

1093  元 八年  癸酉  58岁

是年九月，宣仁太后高氏崩，十月，哲宗亲政，明年改元绍圣，国是将变。

在京，任端明殿、侍读二学士，守礼部尚书，职位显赫。八月，继室王闰之卒于

京师，年四十六，迨、过之生母。告下，以二学士出知定州军州事。临行，不获

入见皇帝陛辞（苏轼任哲宗赵煦老师多年，煦何其凉薄！）从此以后再无被召回

京。十一月，为整饬边务，增强边防，连上《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及《乞修定

州军营状》。十二月，作《中山松醪赋》。约是年，临王右军《讲堂帖》，自云

“点画未必皆似，然颇有逸少风气”。临桓温《蜀平帖》，自云“仆喜此帖，人

间当有数百本也”。

【法书系年】143《尊丈帖》，纸本，行书，尺牍；144《南轩梦语帖》，纸

本，行书，短文一则，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45《翠栝诗帖》，行书，诗一首，

出《西楼苏帖》（天津本）。146《太白仙诗卷》，纸本，行书，录李白诗一首，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147《黄泥坂词帖》，小行楷书，诗一首，出《郁孤台法

帖》，上海图书馆藏本，《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定为元祐年间书。《东坡题

跋》载《书黄泥坂词后》一文，言元祐元年十一月，书该词赠王诜，不知所书即

此帖否？148《枳枸汤帖》，行书，文一篇；149《雨中一首诗帖》，行书，诗一

首；150《临王右军讲堂帖》，草书，临帖并跋；151《临桓温蜀平帖》，草书，

临帖一首，以上四帖均元祐年间书，出《西楼苏帖》（天津本）。152小楷《滕王

阁诗序》，出《晚香堂苏帖》，《拾遗》以为约书于元祐年间。

1094  绍圣元年  甲戌  59岁

在定州。二月苏辙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等物与诗为寿。苏轼善

画，尤工竹石，存世有作于绍圣元年三月的墨竹图。闰四月，以讽斥先朝罪名贬

知英州。在赴英州途中，遇雨留襄邑，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赠吴

传正。未至贬所，八月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十月初

到贬所，苏过、朝云同行，苏迈、苏迨归宜兴。过广州时，买得檀香数斤，准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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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后杜门烧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够幽默！）。是年四月，章惇为相，

蔡京权户部尚书。苏辙罢知汝州，后一贬再贬，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七月，以

崇奉熙宁新政为名，诏追夺司马光以下各轻重议罚布告天下。十二月，范祖禹、

黄庭坚等贬外州安置。是年罢降之元祐大臣尚有宰相吕大防、尚书刘挚等。

【法书系年】153《病逊帖》，约书于元祐八年至绍圣元年四月，行书，

尺牍；154《子由生日诗帖》，行书，诗一首，俱出《西楼苏帖》（天津本）。

155《雪浪盆铭》，拓本，楷书，铭文一则，吴子重藏。156《洞庭春色赋、中

山松醪赋》，纸本，七纸接装，行书，自作赋二首，吉林省博物馆藏。157《旦

夕帖》，行书，尺牍，出《西楼苏帖》（天津本）。158《令子帖》，纸本，行

书，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095  绍圣二年  乙亥  60岁

谪居惠州。正月，表兄程之才（正辅）时为广南东路提刑，欲通问而未

便，使侯晋叔为先，轼遂作与程之才书。二月，之才将至，作与程书（《出迎

帖》），并遣子苏过往迎江上。之才来，相得极欢，前隙尽释。此后多次会晤

并同外游。九月，重阳佳节，樽俎萧然。十二月，六十生朝，南华寺重辩专使来

贺，子由以石鼎为寿。是年京师政治大清洗持续，诏吕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数及

赦恩叙复，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削贬随州，黄庭坚、范祖禹、晁补之等再迁。蔡

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自此害国奸臣蔡京跻身中枢，握权柄，剪除异

己，助君之恶。

【法书系年】159《出迎帖》、160《澹面帖》、161《法舟帖》，俱行书，

尺牍，出《西楼苏帖》（北京本）。162《咏诵帖》、163《节哀帖》、164《时

走湖上帖》、165《长至帖》、166《子野出家帖》，俱行书，尺牍；167《二疏

图赞》，行书，赞文一篇，以上六帖书于绍圣二年，均出《西楼苏帖》（天津

本）。168《明叟帖》，约绍圣元年十月至二年六月间书，行书，尺牍，出《西

楼苏帖》（天津本）。169《罗池庙诗碑》，约书于绍圣元年以后，拓本，正

书，诗一首，《中国书法大全·苏轼》收录，无说明出处。又，《拾遗》收170

《大楷罗池庙诗碑》，拓本，大楷，诗一首，行款与前碑完全不同，字迹亦有异

同，“羡充”二字，前碑作“充羡”，尤见分歧，无说明苏轼书写时间及碑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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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按，此碑又名《荔子丹碑》，唐韩愈文，主要记柳宗元事，苏轼书，韩文苏

书柳事，故又称“三绝碑”，南宋嘉定十年刻，现存广西柳州柳侯祠。正书，擘

窠大字，书法雄伟遒美，字势隽逸豪迈。其中“飞”字，尤有飞动之姿，如鸿雁

振翅，遨游蓝天，极尽法书动势之美。171《养生论》并跋，行楷，养生论文一

篇及跋语，书于绍圣二年四月八日，《拾遗》选自《戏鸿堂法帖》。

1096  绍圣三年  丙子  61岁

在惠州。正月一日，博罗大火，一邑皆烬。作与程之才书，请赈济灾民。

二月，僧人卓契顺自苏州徒步带迈信至，问何以谢，顺答欲书以托不朽，苏轼遂

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卷》赠之。五月，过水西买笔，形制粗似笔，以二十钱易

两枝。皆墨水相浮，纷然欲散，信岭南无笔。六月，惠州建东、西新桥成，轼以

犀带一条助建。七月，朝云病卒，年二十四，冢以亭覆之，名六如亭，轼作疏荐

之，作诗悼之。十一月，吴复古、昙秀来访。是年七月，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

八月，范祖禹、刘安世遭贬，外州安置。九月，哲宗废皇后孟氏。

【法书系年】172《黄焘帖》，行书，尺牍，出《西楼苏帖》（北京本）。

173《酥梨帖》，出同上。174《归去来兮辞卷》，纸本，楷书，陶渊明文一篇；

175《致南圭使君帖》，纸本，行楷书，尺牍，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初画家原济（大涤子）绘《亲访六如亭图》
何氏至乐楼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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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7  绍圣四年  丁丑  62岁

在惠州。子迈、迨来惠探望。四月，章惇复祖述沈括、何正臣等“讪谤先

帝”之说，重议苏轼罪，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属今海南岛）安置。时苏辙谪

雷州。五月，遇辙于藤州，遂同行至雷州，为兄弟二人最后一次聚晤。六月，与

辙诀别。遂抱“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与王敏仲书》），携幼子过渡

海。七月抵儋州，初僦官屋以庇风雨。军吏张中携张逢书到任，或传递书信，

或陪伴弈棋出游，或助修缮住屋，苏轼赠以诗。是年二月，朝廷追贬司马光、

吕公著等官，流放吕大防、刘挚、范纯仁等于岭南，贬韩维等三十人官，降太

师致仕文彦博为太子少保。至此，元祐年间大臣已无人在朝，四年后（徽宗崇宁

元年），蔡京为相，立“元祐党人碑”，刻名苏轼、司马光、文彦博、苏辙、黄

庭坚、秦观等三百余人为奸党，布告天下，入党籍者连子孙皆遭迫害。明年改元

元符。

【法书系年】176《过都昌县诗帖》，诗末署“眉山苏轼书”，不知出自何

帖、何碑，诗亦无考。但见诸《拾遗》收录并谓：有人认为诗可能是佚诗，集苏

字刻成，时间约在绍圣年间。按：书法十分漂亮，全是苏书大楷风格，故可视为

一佚帖，而详情俟更考。

1098  元符元年  戊寅  63岁

谪居儋州。二月，子由六十岁生日，以沉香山子为寿，并作《沉香山子

赋》，子侄同作诗，粲然可观。《山子赋》论海南沉香品质，推崇备至。作《和

陶渊明归去来辞》。谪岭南，轼和陶诗殆遍，并开诗史上和陶诗韵先河。是年

初，上派董必南下察访。四月董必至广西，遣使过海，逐苏轼父子出官舍。无地

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不免买地建居，昌化士人十数人畚土运甓以助之，潮州

人士王介石渡海来，躬泥水之役，出力如家隶。茅屋成，轼以《桄榔庵》名之。

断粮，食芋饮水。

1099  元符二年  己卯  64岁

在儋州。二月，张中坐助修住屋，贬雷州，轼作和陶诗赠之。三月，苏过手

抄《唐书》成，再抄《前汉书》。轼尝负大瓢行歌田间，有老妇人曰：“内翰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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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富贵，一场春梦。”轼然之，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苏轼被酒独行，遍至黎子

云、黎威、黎徽、黎先觉四人之舍（从姓氏看，四人都是本地人士，轼到儋后结

识的朋友），作诗三首。四月，得蜀金水张氏画，作《十八阿罗汉颂》。墨工潘

衡渡海来见，轼使造墨，教以远突宽灶之法。五月，郑嘉会（靖老）借书千册运

到。王介石拜辞赴惠州。八月，楮墨已竭，为之慨然。以香寄林行婆（苏轼《与

周文之帖》记此事。行婆，在家事佛的老妇）。闰九月，琼州进士姜君弼、姜

唐佐来从苏轼学。十二月，张中来别，夜坐达旦，意颇愤懑，轼为解慰，勉以异

日，作三诗赠行。是年九月，朝廷从潭州通判毕渐请，诏毁元祐中诸路所立碑刻

纪事等，轼碑自不能幸免。哲宗立贤妃刘氏为皇后。

1100  元符三年  庚辰  65岁

正月，哲宗崩。无子，皇太后向氏立神宗子端王赵佶为皇嗣，即位，为徽

宗，年十九。向太后听政。明年改元建中靖国。向太后有意重整朝纲，拨乱反

正。四月复范纯仁等官。五月，蔡卞（蔡京弟）有罪免，追复司马光、文彦博、

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官。七月，向太后以病罢听政。明年，向太后

崩。十月，蔡京有罪免。是年二月，刘沔编苏轼诗文二卷寄来，苏轼作《与刘

沔书》。三月，应慧上人之请，书《金刚经》一部。遇赦，吴复古渡海来报将

内迁，秦观亦以书报。五月，仍以琼州别驾内迁廉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六

月，作诗别儋耳。儋民闻轼将去，争致馈遗，沿途送别。苏轼在儋三年，食芋饮

水，著书为乐，作书传以推明上古之绝学。又谦冲下士，情及疏贱，与当地士人

游无间。幼子苏过编成《东坡志林》，多轼在儋时文字。三十日夜渡海，作诗有

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特冠平生。”把九死一生流放荒蛮之地，视作人

生一次最奇特的旅游，而无丝毫怨恨，何等胸怀，何等洒脱（此诗当是子瞻绝笔

诗）。会秦观于雷州。八月，告再下，迁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闻秦观、巢

谷病殁，大恸。九月，舟行至广州，病卧数日，舟中作铁线书。十月，迈、迨挈

家来，相聚于广州。题“六榕”寺。作书记孙叔静所藏诸葛笔。十一月发广州，

孙叔静率子架舟追送。过清远峡，作《与谢民师论文书》。吴复古、何德顺、昙

顺诸友追饯至清远峡。吴复古忽感疾病卒，苏轼为经纪其丧，以文告诀，哭而祭

之。至英州，奉敕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任便居住。十二月，抵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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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至南华寺与苏坚、明老晤。生日，以茗果奠重辩塔，作文记其逸事。

【法书系年】177《金刚经》（元符庚辰）全卷，楷书，影印本，香港李正

平自佛寺请得一部，详本书著录。178《渡海帖》，纸本，行书，尺牍，台北故

宫博物院藏。179《答谢民师论文帖》，纸本，行书，尺牍，上海博物馆藏。

1101  建中靖国元年  辛巳  66岁

是年，复蔡京翰林学士承旨。徽宗皇帝有意调和朝廷中新旧两派，但为蔡

京所误。正月，苏轼抵南雄，过南安，留虔州四十日。二月，表弟程之元以专使

来迎。四月，过豫章，与程之元会于金山。游庐山，过刘羲仲是是堂，以修《三

国志》嘱羲仲。五月，至金山，作《自题画像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

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画像为李公麟（伯时）往日所绘。苏轼

北归，像英雄凯旋，到处都有人款待他、欢迎他。船抵镇江，消息传开，岸上聚

集数千人，欲睹名人风采。人们都认为他会回朝复位。而苏轼审当时形势，决计

返毘陵定居。六月初，与米芾遇于白沙东园，同游西山。时值盛暑，苦热不堪，

饮生冷染疾暴下，芾冒热时来存问、送药。卧听苏过诵米芾作《宝月观赋》，未

半，跃然而起曰：“元章不久当有大名，不劳我辈说。”米芾将去来辞，强起

送之，别于闸屋下。过润州，闻苏颂病殁，悲痛不已，命苏过赴丧，召僧徒廌

之。十五日，舟赴毘陵，运河两岸千、万人围随而行。抵奔牛埭，钱世雄来，以

《易》《书》《论语》三书授世雄。抵毘陵，上表请老，以本官致仕。七月，大

旱，命悬黄筌画龙于中堂，每夜燔香致祷，一如作郡守时。世雄日必造见，慨

然追论往事，抵掌为笑。十二日，为世雄书江月五诗；十三日，跋《桂酒颂》。

十五日，热毒转甚，诸药尽却，二十五日病危，嘱苏辙为撰墓志铭，二十八日卒

于常州，享年六十有六。

苏辙撰《墓志铭》云：闻轼卒，“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

家，讣闻四方，无论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明

年六月，葬于汝州郏城钓台乡上瑞里嵩阳峨眉山”。《墓志铭》记苏轼生平事迹

甚详，评论尤为恰切。《宋史》有传，并论曰：“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

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独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

诚中肯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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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孝宗皇帝（1163—1189年在位），赐苏轼谥号“文忠”，赠官“太

师”。为此，孝宗皇帝亲撰一道圣旨褒扬苏轼，特别强调其气节及“长治之

策”，被认为是历来最好的赞辞。全文如下：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

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爰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觌，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

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

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

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祐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

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

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

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

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傥九原之可

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载

《苏文忠公全集》）

苏轼大才而雄于文，万斛源泉，浑涵光芒，为百代之师，虽嬉笑怒骂之词，

皆可书而颂之，自古以来十分罕见。著述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

传》《东坡乐府》《东坡诗集》等行世。书法宗晋人，兼采晋以后百家之长，而

自成面貌，独树一帜，书艺成就居“宋四大家”之首，为中国古代书坛巨擘。

无论楷、行、草，悉从天资学问文章人格出，或停匀妍媚而百变，或古雅丰腴而

劲健，神、气，骨、肉、血俱完。骨气内盈，精神外溢，豪迈骏逸，是其心灵之

画、器识之光，千载以下，奉观者赞叹，习学者乐从。苏轼去世后，朝廷对苏书

先是全面封禁，但禁愈严厉，而藏亦愈珍秘，价亦愈高。十年后朝廷开始购藏苏

轼文稿，每件出价五万文钱；民间购藏潮则一直炽热，有人甚至用五万文钱买榜

书三个字。

【法书系年】180《真一酒诗帖》，行书，诗一首，出《郁孤台法帖》，

上海图书馆藏。181《万卷堂诗帖》，行楷书，诗一首，出《西楼苏帖》（天津

本）。182《江上帖》，纸本，行书，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难定时间、无从系年之苏书有：183《孟冬薄寒帖》（据帖内文“即

日蒙免”，当作于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御史台狱无罪释放之时，已届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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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然帖复云“孟冬薄寒”，相差二月，于时未免扞格）、184《去岁临去黄州

帖》（苏轼于元丰七年离黄移汝，则此帖当作于元丰八年，然亦无可细考）、

185《去国十五年帖》（此帖似作于建中靖国元年渡海北归日，苏轼始于绍圣元

年贬知英州，至渡海北归为时八年，而帖谓“去国十五年”，不合）、186《忽

复岁晚帖》（帖末具月、日，无年）、187《迭辱书教帖》（帖末具月、日，无

年）、188《数日远懃徒驭帖》（有月、日，无年）、189《府事想益清简帖》

（具月、日，无年）、190《知灼艾想已有验帖》（未书日期，有“轼又白”

款，想为上帖附件）、191《昨日归卧帖》（此信札是给米芾的，末书日，无

年、月）、192《昨日诗发一笑帖》（有月、日，无年）、193《适遣人奉状帖》

（未书日期）、《观杭州钤辖欧育刀剑战袍诗》（未书日期），以上十一帖，

均见宋拓《郁孤台法帖》。194《沧浪翁诗》，行书，诗一首，书为集刻，苏州

虎丘寺碑廊刊石，摄影。195《炉香静对十三经》，楹联下句，大草，拓本，碑

石不知在何处及尚存否？二帖俱李正平藏。196《大字七截诗帖》，楷书，诗一

首，出清孔广陶辑《岳雪楼鉴真法帖》；197《示慈云老师》，楷书，诗一首并

叙，出《姑熟帖》；198《石室先生画竹赞》，行书，赞文一篇，出清张井辑

《澄鉴堂石刻》；199《书冯延巳谒金门词》，草书，诗一首，出清卞永誉辑

《式古堂法帖》；200《念奴娇·赤壁怀古词》，草书，词一首，明孙丕庭集

纂，出《至宝斋帖》，以上五帖收入《拾遗》。至于《拾遗》所录“海外拾零，

小行楷书方干诗”六十三首，以及《昆阳城赋》一篇，皆因资料阙如，真伪，时

年难以遽断。201《怀素自叙》帖，楷书，末有苏轼题跋，惟未记时间。安国、

文征明鉴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再者，近世邓之诚《骨董琐记》言，曾见

苏轼、苏辙所书佛经，惟今不知在何方；中国台湾李萧锟等《静心写经》言，苏

轼有行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存世，可供学习写经者参考。补遗：202《多病

帖》，元丰六年六月三日，行书，信札一件，出《成都西楼苏帖》，北京市文物

商店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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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朱履贞尝谓：“学书须求古帖墨迹，抚摹研究，悉得其用笔之意，则学有

师承，工夫易进。”强调学书以研摹前人墨迹为要务。苏轼法书墨迹迄今千载，

存世盖寡，收录广泛的苏书墨迹出版物亦属罕见，临池者不易备置左右。笔者特

搜集古今法帖、公私收藏，得四十九件，辑录之多，当为一时之冠。兹博采古今

资料，参考专家灼见，为作释文及简短解说，连同各帖图版，汇为一编，以方便

读者鉴赏及抚摹研习，以期沾“学有师承”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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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宝月帖》

释文

大人令致恳，为催了《礼书》，事冗，未及上问。昨日得宝月书，书背承批

问也。令子监簿必安胜，未及修染。轼顿首。

小识

是帖作于治平二年（1065），纸本，行书，尺牍一通，凡四十二字，横十七

点七厘米，纵二十三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大人，指苏轼父苏洵。洵为《礼

书》一百卷，治平二年完成，翌年卒。宝月，轼族兄僧惟简。是帖为已知最早传

世苏书墨迹，笔势雄健锐利，书风秀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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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月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