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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化对苏轼知徐州时期
思想与创作的影响

王新文 徐炳仁 蒋岚宇

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三月，思想家、政治

家、一代文学艺术全才苏轼，作为徐州知州，在徐州生活了一年零

十一个月。其间，苏轼领导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抗洪抢险运动，确保

了徐州城及居民的安全。他在徐州还发现了石炭，为延续至今的开

采煤矿奠定了基础。他与分别七年之久的苏辙在徐州畅叙手足之

情，度过了百日相聚的美好时光。在徐州，他初识“苏门四学士”和

“苏门六君子”中的三位：黄庭坚、秦观及陈师道。他还广泛交游，留

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迎来平生第一个文学创作高峰；在思想

上，由单纯的儒学思想达到了儒、释、道的高度融合、提升，奠定了

一生洒脱、豁达、无我思想境界的坚强基础。同时，其以民为乐、造

福于民的人生价值观和忧国济民的从仕观已经形成并臻成熟。知

徐州是苏轼人生中的重要时期，以此为标志，苏轼进入人生的重大

转折期，思想和创作上都迈上了更高、更新的领域和境界。应该说，

徐州的文化氛围对苏轼的影响很大，如果没有徐州特定的文化氛

围，也就不会有苏轼在徐州时期思想上的升华，更不会有其文学创

作上的重大转折、飞跃，而成为一代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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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化的核心内容

宋代徐州属京东西路，南与淮南路接壤。徐州位于苏鲁豫皖四

个省会的中心点，与南京、济南、郑州、合肥之间均为三百公里左右

的距离。它所构成的接壤带即淮海经济区，方圆面积也与古代禹分

天下为九州的徐州的版图大体相同。从人文地理的视角（“大徐州”

概念）看徐州，这一带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和巅峰地之一。古

代徐国在这个区域内历经夏商周存世 1649 年，创造了灿烂的古代

文明，徐人徐偃王首先倡导仁、义、德、礼、信、道，仁义治国。

就是这样的一块地方，它有着自己的固有文化，这就是徐文

化。徐文化，它的定义范围应是徐州（包涵广义的古九州之一的徐

州）地域文化，是徐地徐人创造的文化，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

根据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徐文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仁。“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者，人也。”(《论语》)

但在孔子之前，“仁”的思想早已形成。如《淮南子·人间训》就称比

孔子早 400 多年的徐堰王是“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徐偃王因

“不忍斗其民”在周楚连谋伐徐时，选择了“走之彭城”，回避战争，

为的是不丢仁义之旗帜。偃王在临死之前说:“吾赖文德，而不修武

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徐偃王志》)这里

他已经明确他是“仁”者，由于他“好行仁义之道”，“诸侯三十二国

尽服矣”，(《说苑》)“四方诸侯之争讼者，不至周而至徐”(《北宋徐氏

谱》)，由此可知徐国的仁已为天下知，其在四方诸侯中的威望甚至

超过了周室王朝。并且从徐偃王起，仁义就传承下来，孔子把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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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光大，成为东方文化的核心理念。

二是义。据考，徐人和殷人其实是“老乡”，商王室的殷族先人

就是在山东滕县一带繁衍发展起来，然后一路打到中原，几次迁都

才到了安阳。徐人的“老乡情结”使其依附于殷人统治有了一定的

思想基础，使本来独立的封国成为了殷商的“分族”，史称徐为殷民

“六族之一”。（《左传》）尽管殷人对徐人大部分时间还是戒备的，但

是徐人仍对殷人讲义气。殷商时期统治者不仅创造了“仁”来满足

役使奴隶和其他外族需要，还创造了“义”，让被统治者在“公正和

义气”感召下，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和宰割。应该说徐国也是这种

文化的创造、吸纳和践行者，偃王“好行仁义”，对“上国力尽忠谟”，

“生为忠良之臣”（周穆王《敕封徐偃王》文告）；对国人则“被服慈

惠，身行仁义”（《淮南子》）。

三是德。杨荣国先生认为，从“德”的含义上来说，“德”就是

“得”，就是为人做事要做到适宜有度，于人于己都无愧于心，这就

是有了“德”。（《中国古代思想史》）周穆王赐封徐偃王的文告中，周

穆王就自夸“为崇忠褒烈，必当其人；论德报功，必核其实”。本来徐

偃王是被东方诸侯推举出来反对周穆王的，因周穆王西巡，留恋瑶

池而忘归，不理朝政，民怨四起。周连楚伐徐,偃王避而不战，走之彭

城，周穆王不仅不问罪，反而赐封偃王后代重振徐方。是周穆王大

度吗？其实是周穆王迫于民声，偃王有德，不封徐不足以平民怨、顺

民意，国难安。韩愈说徐国“处得地中，方德而治”，“以君国子民”。

（《衢州徐偃王庙碑》）可见“德”在徐国已被公认为正统思想了。在

《徐偃王志》卷二“纪事第一下”里，记述了徐伯关于有道和无道君

臣的言论，内有“以怀其德”、“循其祖德”等内容，说明徐国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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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已是相当“前卫”的，以至于后世的齐桓公等诸侯纷纷效法。

四是信。“信”和“诚”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信则诚，诚则信。《史

记·吴太伯世家》说，吴季子在出使上国途中经过徐国时，被徐国待

为上宾，“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

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

‘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

心哉！’”此后，徐人为彰显季子情义、讲求诚信的美德，在徐君墓前

修了座挂剑台。此台原来座落在徐州市户部山之西，华佗墓之北，

现因规划建设需要，已于 2004 年秋迁至云龙山西坡。这个故事说

明了两点，一是吴季子讲信用，二是徐人讲信用。《新序·节士》载，

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徐

人赞美讲信用的吴季子，是说明信已是他们的行为指南，成为他们

文化的一部分。

五是礼。《说文》：“礼，履也。”《释名》：“礼，体也，得其事体也。”

由此可知“礼”是规范秩序的行为准则。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重看

“礼”，都把“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中心内容和基本手段。一国之

“礼”就像现在宪法一样庄严，如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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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如“德行之道”、“有道之君”等。在他们看来，天有道，地有道，

人亦有道。“道”虽然大到包涵万物，而万物也是各有“道”的。《管

子·四称》里，管子把徐伯关于“有道”、“无道”的言论复述给了齐桓

公，“桓公善之”，认为很好，就按徐伯的“有道之君”的要求去做了。

徐伯应为徐国的国君，穆王命徐子为伯，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徐

伯之称是袭旧号。这里徐伯的“四曰”内容已很广泛，有治国大道，

也有处世之理，还含有仁、义、礼、智、信、忠、孝等，由此可见当时徐

国文化之发达。

徐文化对苏轼产生的影响

林语堂说过：“苏轼身上的道德力非人力所扼制。”苏轼的道德

力的真正形成期和迸发期可以说是在徐州。也正如林语堂先生所

说：“就连苏东坡这样的天才，生命也是从四十岁开始。”苏公来徐，

正是生命真正开始的四十岁以后。

中国传统文化结构里儒道释三大体系是其主流，其中“释”是

“舶来物”，中国传统文化改造和重释了“释”，“释”在中国扎根，丰

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由于独特的人文地理和传播条件，徐州地

域与儒道释三家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苏轼治徐州期间，受徐地儒道

释文化的影响，由此而升华了其政治思想，转变了其创作走向。

（一）徐地儒学文化对苏轼思想与创作的影响

在先秦儒学的传播中，徐地是儒学文化的集散地、发源地。

就渊源而论，徐地与邹鲁自古均渊源于东夷文化，徐偃王的

“仁、义、德、信、礼、道”是先于孔子的徐淮海地区的源头文化。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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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以来，徐文化儒风浓厚，“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春秋

时期孔子多次来过徐地。《庄子·达生》载，孔子曾多次率领弟子至

徐地考察，到达吕梁山区凤冠山下泗水岸边眺望徐偃王息战地徐

山，俯观吕梁洪奇险壮观，看到滚滚奔流不息的泗水，想到往事如

烟，人生苦短，不过如浪而逝，感叹不已，因此才有了“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的千古名句。苏轼常乘舟沿泗水南下到吕梁，作有《答吕

梁仲屯田》、《次韵吕梁仲屯田》、《吕梁》等诗词。

西汉徐地位于儒学文化核心文化圈区，系儒学文化发达之地。

苏轼在徐地儒学文化的熏陶中，接受了儒学经世济时的传统，奠定

了独立的人格。

（二）徐地道家文化对苏轼思想与创作的影响

徐文化是孕育老子道家思想的重要来源，而老子的思想则是

影响道家的主体文化。徐、沛等地是老子著书创说，治学授徒之地。

老子一生中，除在东周王室做过守藏史外，其余时间主要在徐沛地

隐居。《庄子·天运》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

老聃。老子在 37 岁时，因度甘禅公道害，辗转至徐沛地隐居和躬

耕、授徒、著《道德经》，道家中心随老子行迹东徙徐沛地域。苏轼深

受徐地道家思想的影响，所作所为均有所体现。如苏轼和张天骥的

交往，就是一段佳话。由于深受徐地道家思想的影响才创作出了千

古绝唱《放鹤亭记》。

又如所题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苏轼画中的小孤山及对岸

的彭浪肌与徐州的民间传说有机联系起来，把“小孤”说成“小姑”，

把“彭浪”说成“彭郎”，又把他们说成夫妻，诗的最后四句写道：“峨

峨两烟鬟，明镜开新妆。舟中贾客英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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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怀，为其以后名扬天下，起到了其它文化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稿由王新文主讲，徐州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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