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宋时，历史上有名的苏氏宗族分成闽
派、蜀派（铜山派、新安江派）和眉山派三大派
系，他们共同创造了苏氏家族发展史上的黄金
时代。从其三大派的迁徙过程中，发现这三大
派的不少名人都和镇江有着深厚的情结，结下
了不解之缘，他们或迁居于此，或多次往还。

闽派

唐光州刺史苏奕之子孙苏义等从河南固
始县，经湖北、江西迁入福建，俗称闽派。他们
一般居住在同安、南安、晋江、永春、福安、德
化、漳州、永定等地。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
知河阳苏绅、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宰相）苏
颂是这支闽派的后裔。

苏绅(999-1046年) ，字仪父，原名庆民，
泉州府同安县人。北宋有名的文学家。宋天
禧三年 (1019 年)进士，历任宜、安、复三州推
官、大理寺丞、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开封府
推官、三司盐铁判官、史馆修撰、翰林学士、尚
书礼部郎中、知扬州、集贤修撰，知河阳，徙河
中，未上任去世，葬在镇江。苏绅博学多智，喜
言事，锐于进取。著有《文集》。

苏绅是北宋著名科学家苏颂的父亲。苏
绅去世后，苏颂从泉州的同安县迁至镇江安家
落户。苏颂(1020-1101年)，字子容，庆历二年
(1042年)中进士。先在地方上为官，后到京城

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宋哲宗登位后，
出任刑部尚书，又任吏部尚书，晚年入阁拜
相。虽然官居极品，苏颂仍保持读书人的风
范，好学不止，于经史九流、百家之说，以及图
纬、天文、数学、医药等方面无所不通，成为中
国科技史上的名人。元祐三年（1088年），在苏
颂的倡议和领导下，在京城开封创造了一座水
运仪象台，这是十一世纪中国杰出的天文计时
仪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钟，在当时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在创造水运仪象台的同时，苏颂
又在总结中国汉唐以来天文学发展经验的基
础上，经过不断地推敲，编撰成《新仪象法
要》。《新仪象法要》是我国现存最详尽的天文
仪象专著，也是一部代表十一世纪我国天文学
和机械制作水平的重要文献。因其对科学技
术，特别是医药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
故而被称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
学家和科学家之一”。著有《苏魏公文集》72卷。

苏颂的族人在镇江也多名人。如《苏轼诗
集》卷三二《次韵苏伯固主簿重九》诗题下施
注：苏伯固，名坚，博学能诗。东坡自翰林守
杭，道吴兴，伯固以临濮县主簿，监杭州在城商
税，自杭来会，作《后六客词》，伯固与焉。方经
理开西湖，伯固建议，谓当参酌古今用中策。

湖成，其力为多。后一岁，又相从于广陵，有
《和苏伯韵送李孝博》诗。坡归自海南，伯固在
南华相待，有诗。黄鲁直谪死宜州，伯固在岭
外，护其丧归葬双井。其风义如此。

苏坚的儿子苏庠在镇江也有文名。据《京
口耆旧传》卷四“苏颂”条附录载：庠，字养直，
丹阳人。其先泉人，丞相颂之族。庠父坚，字
伯固，有诗名。文忠公苏轼过九江，坚时为县
主簿，多所唱和。……晚为建昌军通判，致仕，
卒。庠……尝作《清江曲》云：“属玉双飞水满
塘，菰蒲深处浴鸳鸯。白蘋满棹归来晚，秋著
芦花一岸霜。扁舟系岸依林樾，萧萧两鬓吹华
发。万事不理醉复醒，长占烟波弄明月。”苏轼
见诗称奇，手书此诗云：“使载在太白集中，谁
复疑其非是者？乃吾家养直所作。”自此苏庠
写诗的名气就更大了。

蜀派

唐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苏瓘一支迁到四川盐泉，俗称蜀派。苏振一支
迁铜山县（今四川中江县），又称铜山派，宋初
参知政事苏易简（宰相）是其后裔。与苏舜钦、
苏舜元并称“铜山三苏”。

苏舜元(1006-1054 年)，北宋大臣，字才
翁，汴京(今河南省开封)人。参知政事苏易简
孙。 宋仁宗赐进士出身，知开封咸平县。历

任殿中丞、太常博士、祠部员外
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官终三司度
支判官等职。《宋史》中说他：为人
精悍任气节，为歌诗亦豪健，尤善
草书，其弟苏舜钦不能及。还称
赞他为官刚正，关心民生。早年
在开封府扶沟县任主簿时有赈灾
之举，遇饥荒“君即出粟以活饥
者”。在福建路提刑任上，兢兢业
业，除统辖一路司法、监察等事务
外，还担负劝课农桑、兴修水利、
赈救灾民、减免赋税、移风易俗等
重大责任。在福州，他看到坊间
百姓生活用水不便，为方便城内
百姓就近取水，遂组织人力择地
挖掘十二口水井，后人称之为

“苏公井”。宋人蔡襄《苏才翁墓
志铭》称：苏舜元“以弟舜钦谪死

湖州，求江吴一郡，得扬州，未至。改两浙”。
又据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苏舜元“改
两浙”指其为提点两浙路刑狱公事，当时浙西
路（杭、润等州）刑狱公事的治所在润州。苏舜
元在润州任浙西刑狱公事的时间是在皇祐元
年（1049）至皇祐二年。欧阳修曾作《陶夫人墓
铭》，说到苏舜元和陶夫人生前居住过润州，所
以苏舜元死后被葬在润州。

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记载：苏舜
钦也和兄一样，葬于润州丹徒的檀山里石门
村。苏舜钦（1008-1048年），字子美，北宋著
名的文学家，北宋中期以欧阳修为领袖的诗文
革新运动的重要作家，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与梅尧臣并称“苏梅”。景祐元年，他考中进
士，历任蒙山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监
进奏院等职。以文章知名，不受浮艳文风的束
缚，与穆修等致力于古文和诗歌创作，在诗文
革新方面有突出贡献。后因支持范仲淹推行
的庆历革新，遭到御史中丞王拱辰劾奏，被削
职为民，闲居苏州。庆历八年(1048年)，复出
授湖州长史，未及赴任病逝。

苏舜钦来过润州，游览过金山、花山和南
山等名胜，有《金山行》《题花山寺壁》《游招隐
道中》三首诗，说明他在润州。其中《金山寺》

铺写了“气象特清壮，所览辄快适”的观感，叹
息道：“予心本高洒，误为尘土隔。不知人间
世，有此物外迹。落日将登舟，低回空自惜。”
诗人在离开金山泛舟京江上的同时，叹息自己
遭遇政治打击后的悲愤。他还为镇江焦山建
宝墨亭做过贡献。宋庆历年间，润州知州钱彦
远（字子高）建焦山宝墨亭，特地请苏舜钦写诗
记其事。苏舜钦因而作《丹阳子高得逸少瘗鹤
铭于焦山之下，及梁、唐诸贤四石刻共作一亭，
以“宝墨”名之，集贤伯镇为之作记，远来求诗，
因作长句以寄》，诗云“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
今存《瘗鹤铭》。潇洒谪仙来作记，风流太守为
开亭。两篇玉蕊尘初涤，四体银钩藓尚青。我
久临池无所得，愿观遗法快沈冥”。对后人探
讨《瘗鹤铭》颇具价值。这首诗题目较长，如同
内容提要，含意丰富。“丹阳子高得逸少瘗鹤铭
于焦山之下”：丹阳，即丹阳郡，北宋润州别
称。子高，钱彦远，字子高，为五代吴越国嗣吴
越王钱综之孙。庆历六年（1046年）八月任润
州知州（太守）。逸少，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字
号。《瘗鹤铭》，是镌于焦山崖壁的石刻，后断裂
坠入江中，在钱彦远主持下将瘗鹤铭两块残石
打捞出水。诗人苏舜钦并认定《瘗鹤铭》为王
羲之书。“及梁唐诸贤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宝墨
名之，集贤伯镇为之作记”：除两块瘗鹤铭残石
外，还有南朝梁代及唐朝的四种石刻一起移置
新建亭内，故名“宝墨亭”。钱太守为庆祝开
亭，邀请名流学士、各方长官来作客、贺文，共
襄盛事。“远来求诗，因作长句以寄”：苏舜钦收
到钱彦远来信求诗，因作长句寄赠。

眉山派

唐赵郡苏氏子孙有一支迁到四川眉山。
俗称眉山派，苏洵、苏轼、苏辙是其后裔，合称
三苏，并列唐宋八大家之中。苏轼、苏辙与镇
江的关系密切，两人多次来过镇江。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
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大臣、文学家、书法
家。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嘉祐六年(1061
年)，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 。宋神宗
时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
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
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
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
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
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与黄庭坚并
称“苏黄”，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与欧阳修并
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研究学
者喻世华考证，苏轼曾15次到过润州（镇江古
称），描写润州的诗词有上百首，沿江的三山、
津渡、城中的南山，都在苏轼的笔下生辉。他
还有购屋隐居镇江云台山读书的想法，并传有
在南山建过苏公竹院。

苏辙，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北宋时期官员、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授试秘书省校
书郎、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
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历职地方。
宋哲宗即位后，入朝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
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位列执政。哲宗亲政
后，因上书谏事而被贬知汝州。宰相蔡京掌权
时，再降朝请大夫，以太中大夫致仕。著有《栾
城集》等。苏轼兄弟情感深厚，苏轼曾说“嗟予
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苏辙则说“手足之爱，平
生一人”。两人曾携手镇江，以诗唱和，浏览名
胜。苏辙写过《和子瞻金山》《和子瞻焦山》等
多首与镇江山水有关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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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襄樊之战，关羽
水淹七军，擒获于禁，于禁降蜀。不日，吕蒙率军
白衣渡江，斩杀关羽，于禁降吴。黄初二年（公元
221年），孙权将于禁送回曹魏，“帝引见禁，须发
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顿首。帝慰谕以荀林父、孟
明视故事，拜为安远将军。欲遣使吴，先令北诣
邺谒高陵。帝使於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
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死。”（《三国志·魏
书·于禁传）王歆、司马光等评论此事，说魏文帝
此举“非帝王之行，亦非君子之行”，认为曹丕不
该如此羞辱于禁。作为帝王，曹丕此举确实有失
君主风范，不过我很不解，于禁见这一幅画，就至
于“惭恚发病死”吗？综合研究各种史料，我认为
根源是于禁不善败。

于禁是曹魏“五子良将之一”，曹操曾说他
“胜过古代名将”，一生驰骋沙场，久经善战。“樊
城之败，水灾暴至，非战之咎。”王沈在《魏书》中
如此认为。司马懿也认为：“禁等为水所没，非战
守之失。”然而，仅此一役，于禁人生彻底反转。

胜败乃兵家常事，更别说小战天天有大战三
六九的三国时期了。魏、蜀、吴的帝王将相，有几
个没有打过败仗呢。吃了败仗，三国名将中降于
敌的不胜枚举。张辽、张郃、徐晃，关羽、马
超、姜维、潘濬、甘宁、孟达、黄权……都曾
战败而降。古代战场，兵血锋忍，弹尽粮绝，
援兵不继，降不可耻。司马懿对战败有另一番
见解。当年，他与诸葛亮对峙时，曾经兵败，被蜀
军抢了陇上小麦，数倍于敌的魏军将士十分不
满，司马懿的两个儿子急匆匆地跑到司马懿大
帐，发泄憋屈之言。可此时司马懿正在淡定地打
着五禽戏，他打罢用白巾擦了擦手，对两个儿子
说：“打仗，先要学的就是善败，败而不耻，败而不
伤，才能笑到最后。”初听此语，感觉有点荒谬，细
细悟悟，可谓精辟之极。

于禁就是没有“败而不耻，败而不伤。”他见
到那幅画，心中有些不好受很正常，但大可不必
惭恚而亡，因为他数十年戎马生涯，跟随曹操讨
董卓、剿吕布、平黄巾、破袁绍、平张鲁，为
曹魏立下无数次战功，夺得无数城池，斩杀无
数敌将，在军中享有盛名，被曹操拜为虎威将
军。襄樊之败，咎不在禁。于禁降后，没有和关
羽、孙权合作，没有做任何损害曹魏的事情。曹
丕命人作画的真实意图，只有他自己清楚。羞辱
于禁是一种理解，也可以理解为曹丕看到于禁

“形容憔悴，泣涕顿首”后，想要激其耻而发奋，虎
威重现，再立新功。因为曹丕用晋楚之战中的晋
国中军将荀林父和秦晋之战中的孟明视来劝慰
于禁，此两名将都曾大败于敌，但都败后发奋，为
国立功，最终功成名就。不管曹丕是什么动机，
屈降是事实，于禁完全可以向曹魏君臣拍胸明
志，再展雄风，根本不需要惭恚而亡，足见于禁深
陷此败的耻辱之中，心中一直纠结的是败降的名
和利，而非败中的教训。心中一直有疮疤，让人
一揭，恨不得挖个洞钻到地下，这绝对是败而耻
败而伤的状态。

于禁从降蜀到降吴再到回魏，总共只有两年
左右的时间，可回到曹魏时，这位虎威将军“须发
皓白”，虽然只有四个字，可足以说明他降后身心
俱伤。孙权为了向曹魏示好，缓解斩杀关羽后来
自蜀汉的压力，没有为难于禁，可孙权的部下对
于禁十分鄙视。一次，孙权和于禁骑马同行，孙
权的参谋虞翻看到后，扬鞭准备抽打，愤怒地说：

“你一个投降的人，有什么资格同我家主公同
行？”另一次，孙权宴请群臣，于禁看到东吴众臣
鄙视的眼光，忍不住失声痛哭，虞翻当众骂道：

“你是在装可怜，想博得大家的同情和宽恕吗？”
于禁止泣装笑，事后还称赞虞翻的品格，认为他
忠于主公。可见于禁因败而伤到了何种程度。
这倒使我想起关羽当年被曹操擒获的情景：下邳
被曹操攻破，关羽战败而降，曹操重赏其房宅、美
女、金帛，多次宴请，还荐其为汉寿亭侯。可关羽
心地坦荡，败而不耻，败而不伤，降而不移其志，
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降将被人鄙视、受人戏
谑，是不可避免的。史书中尽管没有相关记载，
但可以肯定，于禁在东吴的待遇，关羽在曹魏是
一定会有的。只不过，关羽任何场合都不失雄将
之风，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绝不会有哭哭啼啼的
软弱样，更不会有止泣而笑、违心恭维的娘娘
腔。心中有着定心盘，败而降在关羽心中，只不
过是战场中的暂停歇息，养精蓄锐，反刍败况，以
利再战。因此，他对前来试探的张辽明确说，自
己与刘备，誓同生死，决不会留在曹营。不过，要
等立下战功，报答曹操恩情后才离开。关羽败得
坦然，果不食言，在斩颜良解白马之围后，千里走
单骑，直奔刘备而去。

将不善败，绝不仅仅是兵家之事，它关系到
人的性命。于禁被关羽水淹七军时，只有 46岁，
正是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如果他能像司马
懿说的那样，“败而不耻，败而不伤”，从从容容，
堂堂正正，不为名利所累，真正从败中反思，回到
曹营重振雄风，用自己的实绩，回击各种鄙视他
的言行，他的一生一定是不败之将！

善败者不败
□ 滴石水

在市区的正东路上，紧靠酒海街巷口，耸
立着一块石碑：“范公桥遗址”。如今的正东路
平坦，两边高楼林立，怎么会有河和桥呢？这
就要追溯到北宋时期了。

在古代，镇江是座山林城市，市区内有三
山五岭，除绕城的古运河外，还有许多河流在
城区内流淌。东门附近有条美丽的关河，河水
清清，两岸绿树葱葱，非常漂亮，就是这条流入
市区的关河，经梦溪巷绕过寿邱山，从梳儿巷
向北流淌。也就是这条关河，让人们来往十分
不便。广大的老百姓热切希望能有座桥，改善
两岸的交通，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

到了宋代景祐四年（1037年）12月，范仲淹
被贬从饶州迁往镇江（润州），任镇江知府。范
仲淹在镇江，时间并不长，一年多时间。他到
达镇江后，看到这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就
被深深地吸引了。这位曾以一则“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流传千古的大文豪，
脱手赋诗一首“突兀立孤城，诗中别有情。地
深江底过，日大海心生。甘露楼台古，金山气
象清。六朝人薄命，不思此升平。”诗人写出了
甘露寺、金山寺的壮丽豪情，也说出了诗人到
达镇江后所体味到的独特人文情怀，以及对镇
江未来的祝福与希望。

范仲淹对人民有着一种爱怜与同情之心，
心中总关爱着人民的冷暖。当他站在江边，看
到风高浪急，在江中打鱼谋生的渔民，信手写
了一首《江上渔者》的诗章。诗中写道：“江上
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
里。”有人把这诗理解为，是描写美食。而我总
认为，是诗人对老百姓的关爱，对出没江中打
鱼人生命安危的担忧。

虽然范仲淹在镇江担任知府时间不长，仅
一年多，但他却做了许多好事实事。在甘露
寺，他看到里面的唐代李德裕纪念堂既小且又
破旧，便实时地把李德裕纪念堂迁出并扩大，
专门将《唐书》中的《李德裕传》篆刻于纪念堂
内传于后人。他十分欣赏这位晚唐时期的名
相，赞颂李德裕为“才大名高”的政治家，还为
李德裕的《述梦诗》作序。在镇江，范仲淹乐为
老百姓做好事，大办教育事业，救助民众“施济
于民”。

最让老百姓称颂的是在关河上建筑桥梁，
方便两岸百姓交往。当时，范仲淹看到关河阻
断两岸百姓来往交流，就积极筹建，建筑桥
梁。关河上建筑的桥是座石拱桥，据有关资料
记载，桥长约 45米。桥梁建成后，老百姓十分
高兴，起名为“清风桥”。石桥现埋于地下，是
镇江的地下文化遗产。早几年，我在梦溪园巷
与一位陈姓 80多岁的老者谈起关河一事。他
说，他小时候，关河里的河水十分清爽。直到
1958年“大跃进”时期，镇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
城市改造，人口逐渐增多，道路和房屋逐渐扩
建，以至于河道填埋，山坡铲平。当年的关河
已成为道路和房屋，即便是今天有的地方仍然
可看出是河流填埋的结果。梦溪园巷，梳儿
巷，地势较低仍留有河流的痕迹。

对于做了许多好事实事的范仲淹，镇江老
百姓十分感激，后来就将“清风桥”名改为“范
公桥”，以此纪念。在镇江有副很有名气的对
联，广为传诵。上联曰：石婆婆磨刀劈竹竿，万
家箍桶。下联曰：范公公拖板搭浮桥，千秋太
平。出联人真是太有水平了，用镇江的桥巷地
名进行出联，妙极了。这上联中的五个巷名，
石婆婆巷、磨刀巷、竹竿巷、万家巷和箍桶巷，
下联又出了五个桥名，分别是：范公桥、拖板
桥、石浮桥、千秋桥和太平桥。这词意贴切生
动形象，工整对仗风趣别致，写出了箍桶婆婆
和桥匠公公辛勤劳作的劳动情景。同时，用这
种形式来纪念为镇江做了许多好事的范仲淹，
真是十分妥帖和形象。

在镇江，以桥、路命名的并不多见，用范公
桥的桥名来纪念范仲淹，可见范仲淹在镇江老
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近千年来，范公桥的桥名
一直沿用至今，多少王朝的更迭都没有变更。
现如今，关河消失桥梁拆除，人们仍不忘那座
范公桥。1989年 9月，由镇江市建设委员会专
门树立了范公桥遗址的石碑，让后人记住这一
桥址，记住范仲淹在镇江所作的好事。

苏氏宗族的镇江情缘
□ 徐 苏

以桥命名
纪念范仲淹

文/图 曹树高

苏颂 像 见证苏轼与金山情缘的东坡玉带

五州山下的苏颂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