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旷达因苦难而生：
休将白发唱黄鸡

苏轼的这首《浣溪沙》到底是写给朋
友还是写给自己的呢？

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在《东坡志林》卷
一《游沙湖》一文中记载得很详细。苏轼在
沙湖买了一块田，计划种地度日，但因为
来回看地而生病了，便去找一位叫庞安常
的聋人医生看病。庞安常在20岁左右失
去了听力，他的医术很精湛，却始终无法
医好自己。他虽聋，却聪颖过人，两人一见
如故，成为了挚友。

两个好友结伴在清泉寺游玩。雨声
潇潇、子规哀啼的傍晚，很可能会引发两
个失意之人的“吐槽”。庞安常可能想起
命运加之他的苦难——残疾，苏轼可能
想起命运加之他的不公——贬谪。但苏
轼个性中的旷达在经历生活重重磨难
后，愈加彰显。旷达的人生态度让苏轼能
够忘却个人得失，放缓脚步，松弛精神，
摒弃尖锐与愤怒，对宇宙、人生、历史产
生新的认识。

“休将白发唱黄鸡”既是苏轼在劝慰
好友，也是在表达自己的心意，忘却生活
的不幸，不要自怨自艾，虽然已经华发早
生，但新的每一天都值得我们热爱。古代文
人常用“白发黄鸡”比喻世事匆忙，时光易
逝，人生短暂，但苏轼反其道而行，用“休
将”二字激发人们对生活的热情和信心。

这种旷达的精神，因苦难而生，也支
持着苏轼在困难中坚持自己的品格。到黄
州的第二年，在带领家人开垦东坡时，苏
轼欢喜地表达“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的知足与感
恩；当被一贬再贬，被贬至惠州时，苏轼又
高唱“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晚年被贬至海南时，他欣然自得地写
下：“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

《浣溪沙》这首词真实地展现了苏轼
在黄州时期矛盾的心理，既有被贬谪的
苦闷，又有积极乐观的情感。而苏轼身处
逆境愈加豪迈的情怀，失意之中愈加旷
达的人生态度，则成就了他独特的魅力，
使他的作品永远保持生命的活力，受到
人们的喜爱。

这幅去除题跋的《东坡居士吟望图》，由
著名画家张大千所创作。画作描绘了青松之
下，苏东坡捋须思索的情景。整幅画作色泽
对比强烈，给人睿智、深邃之感。

山脚下溪水潺潺，初生的
兰芽虽短，却浸润在溪水中
萌发出蓬勃的生机。长年常
青的松树林里，弯弯曲曲的
小路洁净无泥。大好的春光、
放松的闲暇、真挚的友谊，都
让诗人的心情很愉悦。“山下
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
泥”这两句词自然而然流露
出轻松愉快的气息。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傍晚
悄然来临，日暮时分容易引
发人的愁思，何况又下起了
雨，缠绵凄切的雨声与子规
鸟的叫声更加剧了诗人的愁
绪。“子规”就是杜鹃，这种鸟
发出的声音极其哀切，似乎
在呼叫“不如归去”。这个意
象常出现在古代文人的诗词
中用来衬托哀伤的心情。心
绪流泻于笔端，化成了“潇潇
暮雨子规啼”这一句词，寥寥
数字就将诗人隐藏在悠闲自
在下的惆怅和郁结传达出
来。诗中的景因情而生，乐
景、哀景都是诗人心中情感

的折射。
从苏轼流传下来作于黄

州的诗词中，我们可以感受
到他寄托于景物之中的挥
之不去的淡淡愁绪。初到黄
州寓居定慧院时，苏轼写下

“ 缺 月 挂 疏 桐 ，漏 断 人 初
静”，让我们看到一个寂静
寒冷的深夜，一轮残月透过
梧桐树洒下星星点点的月
影，诗人形单影只地漫步在
江边；在黄州度过第三个寒
食节时，苏轼写下“小屋如渔
舟，蒙蒙水云里”，让我们看
到阴雨连绵、春寒料峭的日
子里，贫病交加的诗人卧看
水涨，如同处于一叶扁舟之
上，四顾茫然。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
的转折点，豁达、豪放如他，
也时不时会被淡淡的愁绪袭
扰，不由自主地流露在他的
作品之中。情融于景中，景因
情而生，这也让诗人眼中的景
美得更深邃，心中的情真得更
纯粹。

古代文人常把时间比作
河流，而中国的河流多数是
自西向东流的，河水向东流
淌寓意光阴一去不复返。如
汉乐府诗《长歌行》中就有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之句，表达对时光易逝、生命
短暂的慨叹。

但眼前的兰溪，却让苏轼
精神一振！这兰溪沿着地势是
由东向西流的。连溪水都可以
向西流去，人生怎么不能再年
轻一次呢？于是，诗人反问“谁
道人生无再少”，又用借喻回
答“门前流水尚能西”。即景取
喻，把人生再年轻一次比作溪
水向西流淌。在对兰溪的自然
景象描写中，自强不息、积极
乐观的人生哲理就跃然纸上。

苏轼的人生态度以潇洒、
旷达作为主旋律，忧愁和苦闷
不能长久地束缚他的心灵。在
《浣溪沙》下阕中，诗人将哲理
寓于景中，一改上阕忧愁的气
氛，让读者为诗人豪迈疏朗的
胸襟而震撼。

苏轼用心体味生活，常能
从眼前的事物中，感悟出人生

的哲理。
在游清泉寺的前几日，苏

轼与朋友在沙湖道上游玩的
时候，风雨忽至，不得不冒雨
前行，朋友觉得很狼狈，苏轼
却泰然自若。途中遇雨，本是
一件很小的事，诗人却创作出
了《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
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
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上阕平淡易懂的语言体现出
苏轼在黄州时期的状态，我们
能体会到他已放弃对形式和
修饰的追求，只为倾吐内心的
感受而作词。这烟雨不仅是自
然界的雨点，更是诗人心中的
雨点，这首词中的哲理也由景
自然产生。

吟诵着这几句词，面对忽
至的骤雨，东坡先生不躲避，
不惧怕，伴随着风雨声一边

“吟啸”一边拄着竹杖昂首走
在人群前头的画面自然地呈
现在我们的眼前。他的心中已
有“蓑衣”能顶住人生中的任
何风雨，更不惧这自然界的几
滴雨点。

你对苏东坡了解多少？

读过《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你感受到苏轼写这首词
时那种对生活的热情和信心了吗？你对苏东坡有哪些了解？
谈谈你对他的认识。题目自拟，不少于300字。

景因情而生：潇潇暮雨子规啼

理因景而生：门前流水尚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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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边的苏轼在想什么？
是什么让他如此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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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丹，任教于慈溪
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慈
溪市教坛新秀，慈溪市优
秀班主任。在“迦陵杯·诗
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中
获小学组优秀奖，在慈溪
市基本功大赛、优秀作业
案例征集中获一等奖，参
与的课题获慈溪市一等
奖、宁波市二等奖。

【主讲人简介】

元丰三年正月，在漫天

风雪中，从“乌台诗案”中死

里逃生的苏轼离开京都，启

程前往黄州。

此时的苏轼，名义上担任

黄州团练副使，但并无实权，

实质上是一名罪官，受当地官

员监视。物质生活也颇为拮

据，带着家人开垦了城东的一

块坡地，以供生计，“东坡居

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

的。

面对不幸的流离生活，

苏轼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

以乐观的心态平衡自我，以

美的眼光欣赏黄州的山水人

事，在其中找到诗性与哲理。

元丰五年（1082 年），已是苏

轼到黄州的第三年。这年三

月，苏轼和朋友庞安常同游

蕲水清泉寺，即兴写下了这

首非同一般的记游作品《浣

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

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

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

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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