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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有着三千多年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历史古迹众多，自
古为军事重镇，是长江和古运河
交汇枢纽。历代无数文人墨客
钟情于镇江的真山真水，在这里
吟诗作词。

苏轼（1037-1101），号东坡
居士，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天才
巨匠，就是与镇江渊源甚深的一
位大文豪。他一生极爱镇江山
水人文，十余次来镇江，流连忘
返，和镇江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史料记载，1071年，苏轼
出任杭州通判，十一月经润州。
时值金秋，他游历了金焦北固。
在金山寺，苏轼拜访了宝觉、圆
通二位长老，受到了二老的盛情
款待，留宿在寺中。

苏轼被金山寺的绮丽美景
所陶醉，夜不能寐。只见金山
寺，寺宇金碧辉煌，形胜天然，塔
拔山高，直指云天，寺裹山，山裹
寺，山寺融为一体。二更时分，
他登阶金山楼阁，静听佛寺晚
钟。忽见，不远的江面，腾起一
团火焰。那燃烧的光焰，染红了
金山寺，寺中群鸟惊飞。许久许
久，火焰方才熄灭。见此境，苏
轼不胜惊喜，浮想联翩，挥毫写
下《游金山寺》。

近日，笔者为寻访苏轼踪
迹，走进了金山。果见，此诗的
其中几句，被节录墨写在金山公
园的一面墙上：

我家江水初发源，
宦游直送江入海。
闻道潮头一丈高，
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盘陀，
古来出没随涛波。
试登绝顶望乡国，
江南江北青山多。
这首七言古诗，用笔酣畅淋

漓，信手写来，一气呵成，自成佳
趣。

苏轼每次来润州，都在金山
寺小住。苏轼和金山寺佛印长
老感情甚好，常在一起参禅悟

道，饮酒谈笑，留下许多逸闻趣
事。相传，一日，苏轼和佛印玩
起了佛经比赛，败给了佛印，只
得受罚下厨做素食给佛印吃。
苏轼不愧是美食家，灵机一动
写下了：“煮豆为乳脂为酥”。
于是一道美食问世了，人称“东
坡豆腐”，这道菜和“东坡肉”

“东坡肘子”“东坡茄子”等众多
东坡美食一起流传至今，深受大
众喜爱。

苏轼还曾以玉带赠送佛
印。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发现了
其中四块玉石残缺，即命人带回
宫中补齐复原。金山寺为此玉
带还特建了一座“留玉阁”予之
藏置，供游人观瞻。这玉带也成
了金山寺的镇山之宝。

曾一日，苏轼独自驾舟遨游
当时荒芜、冷寂的焦山。焦山老
僧惊见来客，十分喜悦，邀请寺
中，畅言交谈。老僧说，你我原
是老乡啊！他乡遇故人，心中格
外惊喜。苏轼亦心潮澎湃，提笔
写下一首七言古诗：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楼观何眈眈，
撞钟击鼓闻淮南。
焦山何有有修竹，
采薪汲水僧两三。
云霾浪打人迹绝，
时有沙户祈春蚕。
我来金山更留宿，
而此不到心怀惭。
同游尽返决独往，
赋命穷薄轻江潭。
清晨无风浪自涌，
中流歌啸倚半酣。
老僧下山惊客至，
迎笑喜作巴人谈。
自言久客忘乡井，
只有弥勒为同龛。
困眠得就纸帐暖，
饱食未厌山蔬甘。
山林饥卧古亦有，
无田不退宁非贪。
展禽虽未三见黜，
叔夜自知七不堪。

行当投劾谢簪组，
为我佳处留茅庵。
此诗隐喻嘲讽了势利俗人，

足见苏轼为人正直，慈悲心怀。
如今的焦山，山水天成，古

朴雄秀，碧波环抱，林木葱茏，满
山苍翠，静静耸立于江水之间，
有“江中浮玉”之雅称。还有那

“大字之祖”——“瘗鹤铭”名闻
天下。苏轼先生若地下有知，一
定十分欣慰吧！

苏轼每次途经润州，必寻僧
访道，走亲会友。润州的南山，
古迹众多，重峦叠翠，山深水秀，
泉涌溪流。苏轼十分喜欢如此
幽静脱俗的环境，常借宿南山鹤
林寺附近。唐朝有个叫李涉的
流浪诗人，作《题鹤林寺僧舍》一
诗，苏轼十分喜欢，且又十分偏
爱竹子，便在李涉“竹院逢僧”之
处建起了“苏公竹院”，以重温逢
僧闲聊、醒悟人生的情趣，并作
诗：

《游鹤林招隐二首》
郊原雨初霁，春物有馀妍。
古寺满修竹，深林闻杜鹃。
睡馀柳花堕，目眩山樱然。
西窗有病客，危坐看香烟。
行歌白云岭，坐咏修竹林。
风轻花自落，日薄山半阴。
涧草谁复识，闻香杳难寻。
时见城市人，幽居惜未深。
苏轼与润州好友、宋书法家

柳子玉同游南山，亦作诗：
《同柳子玉游鹤林招隐醉归

呈景纯》
花时腊酒照人光，
归路春风洒面凉。
刘氏宅边霜竹老，
戴公山下野桃香。
岩头匹练兼天净，
泉底真珠溅客忙。
安得道人携留去，
一声吹裂翠崖冈。
故而有了今日南山“珍珠

泉”之名。
镇江三山景点之一的北固

山，横枕大江，石壁嵯峨，山势险
峻，景色优美，是三国文化重要
景区。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美
誉。宋代众多词人在此打卡，被
称中国“宋词第一山”。苏轼词：

《蝶恋花·京口得乡书》
雨后春容清更丽。只有离

人，幽恨终难洗。北固山前三面
水。碧琼梳拥青螺髻。

……
赞美了北固山山势险要、雨

后碧水环山的秀丽景色。

又一日苏轼携友观山览水，
兴游北固，作词：

《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
巨源相遇》

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
中。尊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
空。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
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
红。

“斜照江天一抹红”，是一句
景语，是当时“残霞晚照”的写
实，也可借以形容演奏少女之

“醉脸”，耐人寻味。这首千古绝
词，给北固山增色添彩。

苏轼一生漂泊，居无定所。
曾一年，镇江知府许遵热情招待
了他，安排他在蒜山松林“百年
宅”小住了几日，苏轼对田园生
活十分向往，感到蒜山确是一个
理想的宜居地，遂有意与镇江结
永存之缘。他写了一封信给金
山佛印长老。《蒜山松林中可卜
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
写道：

问我此生何所归，
笑指浮休百年宅。
蒜山幸有闲田地，
招此无家一房客。
诗中直吐心意：我本是无房

户，蒜山刚好有闲田，我想此生
归隐在这里！然，由于种种原因
未能如愿。

由此看来，润州蒜山就是他
心中人生归宿地，梦中桃花源
啊！

如今，镇江人民为了纪念苏
轼，在云台山景区，修建了“东
坡园”“东坡碑林”“闲田居”“伴
坡”等景点，并立了“东坡种菜
雕像”。这也算是了却了苏轼
的一个夙愿，圆了他“桃花源”之
梦。

朋 友 ，苏 轼 如 此 留 恋 镇
江 ，也 在 镇 江 留 有 大 量 的 诗
文。当我们品读着苏轼诗词，
你不想领略苏轼笔下的镇江
吗？

（彭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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