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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园里不仅有亲情，还有同穴之爱
中传副教授：请为苏轼老妻王闰之“树碑立传”
纪念馆馆长：丰富三苏文化内涵，力争达成美好愿景

□本报记者 王春生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一
代大文豪苏轼为结发妻子王弗所写的词句，千
百年来让人感怀不已。而在这位宋代大文豪的
长眠之地郏县三苏园内，与其合葬的却是其另
一位妻子王闰之。相比于堂姐王弗较短暂的婚
姻，王闰之与苏轼共同生活时间长达25年。

近日，“南瓜博士寻找苏东坡”系列短视频
被推出，呼吁为王闰之“树碑立传”，赢得多方人
士关注。推出该短视频的是“守护苏东坡”云村
民公益项目发起人，从郏县走出去的中国传媒
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院博士刘楠，深为苏轼、王闰之夫妻二人的爱情
故事感动。

较为沉寂的王闰之为何能与苏轼合葬于郏
县？她与一代文豪又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

“苏轼葬在我的家乡郏县，我一直为此感
到自豪，最近了解到苏轼与妻子王闰之合葬一
起，更为他们夫妻间感人的爱情故事深深打
动。”12月 13日，人在北京的刘楠电话中谈及呼
吁为王闰之“树碑立传”的初衷，言语间透着激
动之情。

在任职中国传媒大学前，刘楠曾先后任央
视《社会记录》《新闻调查》记者，《新闻1+1》创始
人、主编等，出版的著作曾获中国新闻奖、第七
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等。

无论是在京求学或是工作，刘楠坦言家乡
的三苏园所承载的是她儿时的春游时光和面对
三苏雕像时的无限景仰。感怀于家乡不可多得
的三苏文化资源，她于今年暑期返乡时，在距离
三苏园最近的苏坟村着手建立公益性质的乡村
书院并开设公益课堂，发起“守护苏东坡”云村
民公益项目，守望精神家园。

经过广泛深入了解，她发现三苏园不仅有
苏轼、苏辙的兄弟情，更见证着苏轼、王闰之两
人刻骨铭心的千古爱情。

刘楠说，据正史记载，苏轼共有两妻一妾。
苏轼19岁时迎娶了16岁的王弗，王弗年轻貌美，
并且孝敬公婆，与苏轼十分恩爱。但王弗在27
岁时就溘然长逝。苏轼思念早逝妻子，写下催
人泪下的千古悼亡词《江城子》。

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从宋熙宁元年（1068
年）到元祐八年（1093年）与苏轼生活，共计25
年，其时苏轼的年龄为33岁至58岁，王闰之的
年龄为21岁至46岁。这阶段是苏轼人生起伏
最大的时期。王闰之陪伴苏轼从家乡眉山来到
京城开封，尔后辗转于杭州、密州、黄州、汝州、
常州、杭州、颍州、扬州等地，“身行万里半天
下”，默默无闻地陪伴苏轼度过人生最重要的阶
段。王闰之伴随苏轼的时间最长，是苏轼生活
最为动荡时期的家庭主妇。

在刘楠看来，苏轼、王闰之夫妻二人伉俪情
深，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
的政治风浪，最穷的时候，她和丈夫一起采摘野
菜、赤脚耕田，即使如此艰难，她还给丈夫做爱
吃的眉州家乡菜，煮他爱喝的姜茶，“她可能不
如堂姐王弗能在事业上给予帮助，但这个温婉
而坚强的女子始终与丈夫一起承受着各种风
浪。让苏轼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都能始终感
受到家庭的温暖。”

“越了解他们的爱情故事就越感动。”刘楠
说，有不少人关注苏轼、王闰之爱情故事，纪录
片《我们的苏东坡》负责人向阳给她发微信，建
议苏轼墓碑上应添加王闰之的名字，因为“他们
是夫妻合葬”。由此，她有了推出短视频呼吁为
王闰之“树碑立传”的想法，而由她本人出镜讲
述苏轼、王闰之爱情故事的短视频一经推出，很
受关注。

千古爱情很动人

今年8月份，由刘楠发起并负
责的“守护苏东坡”云村民公益项
目启动，会聚了苏氏各地宗亲、高
校学者、东坡粉丝及全国各地乡
村建设行动者等，并不断吸引更
多的有志之士加入。今年 10月，

“守护苏东坡”云村民入围凤凰网
行动者联盟2022公益盛典“年度
公益创意”。

在此基础上，有感于苏、王二
人的爱情故事，刘楠推出了“南瓜
博士寻找苏东坡”系列短视频，呼
吁为王闰之“树碑立传”，刘楠说，
如今的东坡碑是元代官员重新修
葺的，但碑文中没有提及与苏轼
合葬的王闰之，令人遗憾，“我们
无法考证920年前立碑时的情况，
但我们也许可以重新为她立个

碑、立个雕像，哪怕是一块宣传
牌，这不仅是对王闰之这位坚韧
女性的尊重，也是对东坡‘同穴’
嘱咐的尊重。”

对此，郏县苏轼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刘继增、《三苏葬郏考略》
作者乔建功等研究者认为，正是
王闰之25载不离不弃的照料，使
得遭遇多次困境的苏轼能拔开阴
霾，直面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相
继写出光耀千古的诸多华章诗
篇，1084年正月至1085年六月，苏
轼任汝州团练副使的一年半时间
里，共创作出138首诗词、112篇文
章，其中脍炙人口的《题西林壁》
和收入中学课本的《石钟山记》是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人间烟火有大爱，大爱最抚

凡人心。”经常参与“守护苏东坡”
云村民行动的平顶山学院副教授
常民强对此说道。曾参与“守护
苏东坡”云村民行动的苏轼后裔、
江苏常州苏东坡馆馆长苏东等人
表示，如果没有王闰之默默无闻
的付出与陪伴，也许就没有而今
人见人爱的苏东坡。

郏县三苏纪念馆馆长丁国辉
说，苏轼、王闰之合葬一事历史是
有真实记载的。如今在景区讲解
等环节，导游都会提到苏轼、王闰
之合葬的故事。对于碑文、雕像、
宣传牌更多铭记方式，他认为这
丰富了三苏文化的内涵，很有价
值，会根据相关规定向有关部门
反映，力争达到这一美好愿景，更
好地宣传三苏文化。

“树碑立传”实可期

相比于王弗出身进士之家，
王闰之不如王弗有智慧。然而就
是这样一位看似没有存在感的女
子，却被苏轼生前许下诺言，唯一
表明要与其合葬。

“王闰之可能没有出众的才
学，但却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
母。”刘楠说，虽说王闰之不太吸
粉，但她在苏轼诗词中刷屏的次
数其实是最多的，苏轼称她“老
妻”，乌台诗案爆发伊始，在湖州
任上，苏轼被逮捕，王闰之闻讯，
果断决定焚烧东坡诗稿。《黄州上
文潞公书》记录，她当时说“是好
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
大文豪书稿被她烧了十之七八，
但王闰之此举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苏轼，苏轼在御史台狱中还写诗
说愧对老妻，“额中犀角真君子，
身后牛衣愧老妻。”

刘楠认为，苏轼对王闰之也
算是护花使者。他夸赞王闰之善
良，一视同仁地对待故妻的儿子，

“三子如一，爱出于天”。王闰之

过生日时，苏轼买鱼放生，为她祝
寿积福。

流传千古的《后赤壁赋》中，
也有王闰之体贴周到的身影。苏
轼约友人计划夜游赤壁，却发现
有鱼无酒。这时，王闰之说，“我
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
需。”原来其未雨绸缪，早有准备。

在杭州的一个腊八节，东坡
写“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
自娱”，夸王闰之能让自己有闲情
逸致，一个人跑去山上寻僧会诗。

在“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
贤胜敬通”诗句里，苏轼直抒胸
臆：东汉的敬通虽有文才，却苦于
有个悍妻，我不论文章高低，但胜
在有个好老婆。

烧书的老妻王闰之并不是没
有文学细胞。她去世前一年的一
个晚上，见堂前月色动人、梅花盛
开，叫东坡请朋友到花下饮酒，自
己大发诗兴，说：“春月胜如秋月，
秋月令人凄惨，春月令人和悦。”
苏轼大喜，盛赞其也会作诗。

“林语堂评价，说王闰之了解
丈夫，做得最漂亮的事就是信任
丈夫。”刘楠说，苏轼曾被政敌摧
残得遍体鳞伤，但稳固的家庭后
方让他摆脱权力的异化，从污浊
之地走向明朗。以至到 1093年，
46岁的王闰之仙逝，苏轼痛断肝
肠，在《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写
道：“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
同穴，尚蹈此言。”

“这篇祭文比给王弗、朝云的
墓志铭内容要丰富得多。《诗经》
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想，
同穴之爱也许是最高级别的爱情
了。”刘楠赞叹道。

苏轼在常州病逝后，公元1102
年灵柩从常州被运往郏城。途
中，苏轼的长子苏迈前去迁移王
闰之在汴京的灵柩。这年四月二
十三日，王闰之灵柩到达颍昌，苏
辙率家人路祭，作《再祭亡嫂王氏
文》。闰六月，苏轼和王闰之在郏
城入土安息，兑现了生前“惟有同
穴”之言。

同穴合葬缘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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