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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担道义　惠民趁年华
王　佳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104）

摘要：苏轼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

他从政以来即重视民生、建言朝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赢得

了百姓的爱戴、流芳千古。本文主要讲述了苏轼从政四十年间，

不管是身居高位还是贬居寓所，时时事事以百姓为中心、设身处

地为百姓着想、殚精竭虑为百姓谋福祉的感人事迹。苏轼以民为

本的政治思想和积极行政的政治操守值得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和

群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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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年少即“奋厉有当世志”，饱读经史之书，二十一岁高

中进士，他一心想要“致君尧舜”，然而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是巨大的。

宦海沉浮四十年，几经坎坷，他从政生涯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

间是在黄州、惠州和儋州这几个贬所度过的，手无实权、生活困顿，

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无从实现，但苏轼始终坚定自己的理

想信念、丝毫不改惠民之志。

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从不计较自身利益

得失，全心全意为国尽忠、为民服务，一切以百姓为中心，他的

人格魅力、胸怀品性和政治操守值得我们学习。历数苏轼的从政

经历，我们可以细细品味到他“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爱民之心和

贯穿生命始终的惠民之志。

一、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任职期间，苏轼因地因时制宜，改革了“衙前之疫”。衙前

是北宋的一种差役，主要职责是替官府押送财物等并包赔损失。

此地主要是采用木筏进行运送，而且官府要求在渭水、黄河水势

暴涨之时进行运送，运输途中的损失较为惨重。

苏轼经过实地考察分析之后对此进行改革，规定衙前之役可

以“自择水工，以时进止”，也就是衙前役可以选择在黄河、渭

水水势没有上涨的时候进行运送，如此损失可大大降低，减轻了

百姓的负担。

二、杭州通判

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杭州地区蝗灾很严重，蝗虫所过之地，

一片荒芜，其他一些地方的官吏为了附和新法、取悦朝廷，一度

瞒报灾情，苏轼无人可诉、无计可施，但也没有因此而懒政，而

是尽力治理蝗灾。

此外，杭州靠海边，水苦涩而不能食用，唐朝时宰相李泌曾

在杭州凿了六口井，引来西湖水以供百姓饮水之用，及至苏轼到

任时，有一些井已经不能用了，老百姓的生活用水成了大问题，

苏轼和杭州太守陈襄组织人民整治六井，解决了百姓的用水难题，

使杭州人民平安地度过了次年的大旱危机。

三、密州太守

苏轼在密州期间，拒绝同流合污、粉饰太平，坚持向朝廷如

实上报灾情，积极、及时地治理旱灾和蝗灾。当时正值饥年，很

多百姓会因为养不起孩子而把婴儿丢弃在城外，苏轼“洒泪循城

拾弃孩”，并且专门辟出和存储了部分粮食，专门用来收养被遗

弃的孩子。

对于朝廷推行的新法，也是基于是否有利于老百姓的角度进

行选择性地执行，他拒不执行对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败坏社会

风气的手实法，有条件地、改良性地执行免疫法，尽自己最大的

能力使新法有利于民。

四、徐州太守

苏轼到任徐州三个月，徐州遭遇了特大洪水，黄河决口、河

水泛滥，到徐州城下时，水深已经高达两丈八尺，远高于徐州城

内的街道，徐州城一度危急。苏轼与民同在、身先士卒、积极抗洪，

几十天住在城墙上指挥军民抗洪，组织百姓修筑防汛工事、劝阻

富民出城避水以稳民心、恳求禁卫军协助筑堤抗洪、派人载着粮

食救济百姓，最后开凿清冷口、将洪水引至黄河旧道，解除了此

次洪水危机。危机解除后，苏轼思想上仍不放松，为防止来年洪

水再袭，他上表请求朝廷拨款，以进一步加固城墙提防。任职期间，

苏轼还留心民生小事，安排医生为囚犯治病、为因公出差的低级

军士发放旅费等，赢得了徐州百姓的爱戴。

苏轼写了很多讥讽新法、讥讽时政、反应民生疾苦的诗文，

几乎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乌台诗案中被囚御史台三个多月，

身体和心灵饱受折磨，经多方营救，苏轼虽免去一死但被贬为黄

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他是作为“罪人”

被安置在黄州，没有实权，行动自由也大受限制。黄州时期是苏

轼较为苦闷的一段时光，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困窘、亲友们

的受累，让他想要效仿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但“道理贯心肝，

忠义填骨髓”，浓厚的儒家济世思想使他无法坦然遁世、放浪山水。

他依然关心民生疾苦，尽自己所能为百姓谋福。他给好友写信，

为徐州盗贼捕捉、四川东南安边等事宜出谋划策；写信给武昌知

州朱寿昌，解决当地的杀婴问题；推广武昌的插秧农具“秧马”；

虽刚因诗文获罪而不改其惠民之志，依然写诗反映百姓疾苦，为

百姓发声。

神宗病逝后，苏轼被起用，初为登州知州，不到一年时间即

升官至翰林学士。入朝为官后面对高官厚禄，饱受磨难的苏轼并

没有就此及时享乐，依旧不顾自身官运、为百姓着想，他坚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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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因为免役法较之差役法对百

姓更为有利，虽得罪新旧两党而不改其态度，最终为避难而自请

外放。

元祐四年，苏轼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出知杭州，心怀苍生、

手握实权，但他从小处着眼，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一、赈灾济民

元祐四年，杭州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冬涝夏旱，百姓早

稻和晚稻收成大受影响，苏轼忧心如焚，为了防止灾荒，苏轼未

雨绸缪，反复向朝廷请求缓交上供米、暂时挪用修理官舍的钱以

赈济灾民。由于苏轼处置得宜，虽然此次灾害情况较严重，杭州

地区并无百姓饿死。

二、建立医院

饥荒带来了瘟疫而穷苦百姓无钱看病，为了解决瘟疫，苏轼

拿出五十两黄金、组织士绅捐款，结合节省下来的修缮用公款，

办了一个名叫“安乐坊”的病坊，用于收治贫穷百姓、免费发放

食品和药物，救治了许多病人。

三、兴修水利

任职期间，苏轼明察暗访，了解民生疾苦，组织疏浚了茅山河、

盐桥河；疏浚西湖，以湖中淤泥建筑长堤、便于交通，组织湖中

种菱角、以菱角之收入充作日后西湖疏浚费用，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元祐六年三月，苏轼被召入京、重任翰林学士，但受到贾易

等人的不断攻击，故再次请求离开朝廷，于元祐六年八月出知颍州。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救济饥民，苏轼组织治理颍州境内的沟渠及

颍州西湖。苏轼虽热衷于兴修水利，却并不是盲目实施、徒具形

式甚或是好大喜功，而是重视实质效用，一切以惠民为基本出发点。

在颍州时，针对是否耗十八万民工、三十七万石钱粮来开八丈沟，

苏轼派人精确测量水位高低、分析地平高下和水势深浅，以实际

勘测结果为依据进行决断，避免了劳民伤财。

元祐七年二月，苏轼改知扬州，首先停止了芍药万花会，因

为百姓深受其害。其次，苏轼知杭州、颍州和扬州以来，发现老

百姓由于连年水旱之灾而积欠赋税较多，即便丰年也难清还积欠，

因此被积压赋税压得日益贫困、苦不堪言，故上书请求朝廷暂缓

催交积欠，使百姓得以暂时吃饱喝足。苏轼发现漕运方面虽然总

量较之前少了四分之一、但亏损却多了三四倍，于是深究其原因，

发现是因为朝廷更改了管束方法、不再允许船夫私载货物，船夫

为营生而铤而走险、私盗官物，造成了公家财物亏损、船夫自身

或流放或破产等两方损失，故请求朝廷恢复原有方法，获得恩准。

在扬州回朝途中，苏轼亦不忘关心民生疾苦，他听闻宿州零壁镇

欲改镇为县并筑外城，而设县所需钱物由当地百姓自备，富民虽

无负担而下户人家却承担不起这笔费用，故苏轼请求朝廷下令不

要修筑外城。此外，苏轼还要求朝廷废除五谷商税，以鼓励商人

从丰收之地买入粮食、去受灾之地卖出粮食，用市场来平衡调节

粮食价格，使得“凶丰相济，农末皆利”。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苏轼作为反对王安

石变法的旧党再次受到冷落和排挤，被任命出知定州。定州是北

临契丹的军事要塞之地却防备松弛，苏轼上任后走访军营、查出

军纪涣散根源所在，随后惩治贪赃枉法首犯、修补营房、改善禁

军待遇以整饬军纪；为增强边塞抵御外敌的能力，苏轼加强弓箭

社的建设；同时，通过减价出售常平米、贷陈米还新米等措施赈

济受灾百姓、改善民生。

绍圣元年四月，苏轼被贬英州，在前往英州途中又被贬至惠

州。惠州任职期间，虽然没有实权，但苏轼还是尽己所能为民办事，

捐出犀带并带领百姓修桥以解决百姓通行问题、向当地官吏建言

引山泉水以解决百姓饮水问题、建议修建营房以解决驻军住宿问

题等等，其拳拳爱民之心可见一斑。

绍圣四年四月，苏轼被贬至荒凉的儋州，此时苏轼六十二岁。

在儋州，苏轼过着艰苦的生活，政事插不上手，但依然心系百姓。

生活中，他发现当地百姓用溪水做饭，很不卫生，便指导百姓挖

井以饮用井水。此外，苏轼还重视培养学子，悉心教导追随其到

儋州的姜唐佐、吴子野、郑清叟及儋州当地的黎子云兄弟和符确

等人。后来，姜唐佐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符确成为第一

个进士，这都是苏轼的教导之功。在苏轼被贬至此之前，儋州的

文化比较落后，苏轼在儋州期间注重讲学明道、教化百姓，促进

了当地的人文发展。

近日，“学习强国”平台推出了《习近平扶贫故事》系列图文，

每日一读，深有感触。这本书一共有 67 篇文章，按照时间先后顺

序讲述了习近平同志在陕西梁家河村、河北正定县、福建厦门等

地、浙江、上海为官时重视民生建设、关心人民福祉、造福一方

百姓的感人事迹，及至担任总书记，他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把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带

领全体中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共同奔赴小康生活，点点滴滴，

发人深省。我们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应该学古知今，站在历史

和伟人的肩膀之上，坚定理想信念、顽强拼搏奋斗，在自己的岗

位上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万众一心、携手共进，早

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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