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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蜀，苏东坡的“诗与远方”
■ 程士庆

只有来到故称阳羡的宜兴，来到有着丁山

和独山却因了苏东坡一句“此山似蜀”而改独

山为其家乡名的丁蜀，才会明白这片有着七千

年紫砂制陶史的土地何以引天下文豪竞终老：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买田阳

羡”也成为辞官归隐的风雅成语。

苏东坡与宜兴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他

进京赶考及第那年，在款待同科进士的盛大琼

林宴会上，挨着苏东坡的恰巧为宜兴人蒋之

奇，宜兴历代曾出进士548人，其中状元4人、

榜眼5人、探花1人（当今也有311之谓，亦即

30多位院士，100多位大学校长，还有1万多位

教授），又是三山两水五分田的江南富庶之

地。估计蒋之奇说起家乡赞不绝口，苏东坡闻

言心神往之，在宴会上便赋诗：“月明惊鹊未安

枝，一棹飘然影自随。江上秋风无限浪，枕中

春梦不多时。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

期。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由此

定下未来退休卜居宜兴的“鸡黍之约”。

苏东坡终其生没等到践约之日，但一生被

贬七次的他有着超乎常人的随遇而安定力，总

能在不如意中活出生活况味，似乎羁旅处处都

可以成为东坡版“诗与远方”。正所谓所行崎

岖、所见壮阔，“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其回顾人

生的自我写照，朝堂不容那便去远方看山看

海，还可成就诗文不朽千年。

对于从四川眉山走出的苏东坡，最初的神

往之地当属大宋首都汴京，在这里二十岁的他

得遇其人生第一个伯乐文坛领袖欧阳修，初试

牛刀便金榜题名，三十岁已经是笑傲文坛，但

他很快发现庙堂上需要的周旋选边和谨小慎

微实在是难以融入。

一个流传甚广的“不合时宜”成语故事就

是以苏东坡为主角，他有一次饭后拍着肚子问

身边的侍婢：“你们知道这里面都有什么吗？”

有说“都是文章”，有说“都是见识”，苏东坡均

摇头。这时他的红颜知己朝云说：“一肚皮不

入时宜。”苏东坡哈哈大笑，知我者朝云也！

不合时宜的苏东坡首贬之地为湖北黄州，

一大家子二十余口随迁，他作为挂名的团练副

使没有了俸禄，眼见要坐吃山空，幸得朋友相

助，好不容易从官府领到一块位于城东的荒

地，苏东坡欣欣然率全家在此开荒种地，并自

号“东坡居士”，由此民间只知有位叫着亲切的

苏东坡以及他在劳作间隙研发“黄州好猪肉，

价贱如泥土”烧制的东坡肉。

黄州是有幸的，走向人生低谷的苏东坡在

此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千古绝唱《念奴

娇 ·赤壁怀古》，使得只是拥有一段赤色江边崖

壁的黄州，硬生生成为与昔日赤壁古战场俗称

“武赤壁”并列的“文赤壁”。某种程度上，有了

苏东坡的加持，后人更愿把这里作为发思古之

幽情的“诗与远方”。

说来有意思，当时待苏东坡还算关照拨给

田地耕种的黄州太守徐君猷之弟徐大正，与苏

东坡一见如故，相约阳羡购房为邻，著名的有

关苏东坡阳羡买田信札后半部的行书《阳羡

帖》中的“得之”就是徐大正。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五年。之

后，他想起了当年与友人归隐宜兴的约定，便

上表奏请批准：“……而赀用罄竭，无以出陆，

又汝州别无田业可以为生。犬马之忧，饥寒为

急。……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

欲望圣慈，特许于常州居住。”当朝廷准奏后，

苏东坡赶赴宜兴途中写了《归宜兴留题竹西寺

三首》：“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欣喜之

情，跃然诗中。

这次苏东坡真动了在阳羡终老的年头，由

于自己一大家子人员众多，他便在宜兴丁蜀独

山之麓购地筑起“东坡草堂”，之后又扩建成

“东坡别墅”，这就是现在的“东坡书院”，当年

实为其家宅。

不过阳羡购置田产也让苏东坡惹上过麻

烦，他在黄州期间通过友人购得了宜兴黄墅村

曹家庄曹潜夫的200余亩田地。不知为何，曹

姓人家出手后开始反悔，纠缠苏东坡毁约长达

八年时间。后来苏东坡虽打赢了官司，还是体

恤乡民，按原价把土地退还。

苏东坡生前最后一次买房地产也是在宜

兴。据《梁溪漫志》记载：他用积蓄买了一处宅

子。一天苏东坡居所旁散步，听见有老妇人痛

哭，上前相问，老妇人指指他的房子：“吾家有

居，相传百年。而吾子不肖，举以售人，宁不痛

心？”苏东坡赶紧取来屋券，当老妇人面焚烧，

第二天便搬出宅子，还给老妇人，连买房钱也

不要了。

“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漂

泊一生的苏东坡从一开始带有戏谑成分的相

约到以买房产实际行动表达“归老阳羡”，即使

他任职过的天堂杭州相去不远也未曾改变他

的定念。

说起来，杭州堪称苏东坡两度为官造福百

姓之地，在这里他“官游逢此岁年恶，飞蝗来时

半天黑。”而治蝗灾、作《钱塘六井记》记叙通水

井、疏浚西湖使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

总相宜”，造就了如今的“苏堤春晓”“三潭印月”。

宋神宗驾崩后，苏东坡仕途遇转机，离开

江南赴京，短暂的政治蜜月期后，厄运又接踵

而至，苏东坡再被发配岭南，这次他将子女留

在了丁蜀，也留下了终将归隐这里的念想。

苏东坡被安置在紧邻当下命之深圳的惠

州，当时这里属未开发的蛮荒之地，深圳也只

是地图上没有标注的无名渔村。这时苏东坡

已年近六旬，仍保持了达观泰然心态，尤其可

贵的是苏东坡不在其位依然关注民生。如同

昔日在杭州太守任上为百姓办了疏浚西湖等

实事，他在惠州也发挥自己影响力，动员各方

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当地环绕城池却无

堤桥不便出行的丰湖上筑堤架桥，极大便利了

当地民众，便把丰湖的那两段堤称为苏堤，更

后来把丰湖更名为西湖至今，有诗云“北客几

人谪南粤，东坡到处有西湖。”

如果说苏东坡在广东惠州是穷亦兼济天

下，那么苏东坡对他担任过“市长”得以充分发

挥达则兼济天下才能的江南杭州，更有着一份

魂牵梦绕的牵挂。苏东坡在惠州期间写下怀

念“西湖北望三千里，大体冉冉横秋水”的诗

篇，专门捎给杭州挚友的“梦想平生消未尽，满

林烟月到西湖”，更不消说陪伴他一生的杭州

姑娘朝云先他而去葬在惠州西湖边，苏东坡将

承载两人美好记忆的杭州西湖与安葬挚爱伴

侣的惠州西湖融为一体，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在他自己诗歌中将惠州丰湖称之为西湖：“西

湖不欲往，墓树号寒鸦”。

此时此刻，苏东坡每每忆起江南的杭州，

他在江南宜兴的儿子收不到父亲的音讯，十分

着急，当地朋友安慰苏家孩子：你们不用担心，

惠州能有多远啊？它又不在天上，只要走肯定

能走到。说罢，这位朋友收拾行装出发，硬生

生走了2000公里到了惠州，想必苏东坡又一

次真切感受到宜兴人的实诚。

苏东坡最后最远的贬斥地是过海迁居更

少人烟的儋州（现称海南），他竟自称“我本儋耳

氏，寄生西蜀州”，犹如多年前为受其连累贬斥

岭南归来的好友王定国写下“此心安处是吾乡”

的名句，期间甚至为海南岛培养了有史以来的

第一名进士。

直到又是皇帝驾崩大赦天下，65岁的苏东

坡才得以北归，这时他的儿子苏迈、苏迨等家人

都在宜兴，苏东坡终于能够退隐阳羡，归隐田

园，怎奈一路颠簸，年老体弱的他不幸染病，坚

持着抵达宜兴古属常州后，一病不起，以这样悲

怆的方式终老于此他的心仪之地。

苏东坡逝世后，他的后人陆续过长江回到

北方，他留在蜀山下的家宅被丁蜀民众奉为“苏

氏祠堂”，后在此建了“东坡书院”，新中国成立

后一度成为“东坡小学”，及至今天恢复为“东坡

书院”的围炉茶话会成为独有的陶式文化景观。

以丁蜀为核心产地的宜兴紫砂壶与文人

精神紧密联系，传说苏东坡嗜好的煮茶用器是

类似带把茶壶的“铫子”，有心的当地制壶人托

其名发明了“东坡提梁壶”，恰成为对于苏东坡

最有意义的纪念载体。

诚哉斯言：人这一生，总会在某个时刻，遇

见苏东坡。

丁蜀有幸，丁蜀不俗，袅袅茶炊中映现出

苏东坡的“诗与远方”。

又一列高铁从村前稻田旁

呼啸而过，莲花荡湿地一只白鹭

飞过痕迹曳引一条灿亮丝带

这时古筝弦音，升起开窑烟火

天边云霞已堆起金色稻谷

舞姿里的陶都，江南名镇

柴烧节喜庆仪式，无人机群蜂

嗡鸣，我在菜地水塘边久久徜徉

轻拍摞起的山丘般沉静缸瓮

松枝火焰气息，遥远回声

东坡书院一群少年刚刚离去

昨夜围炉煮茶，倾听古镇今昔

似蜀堂，先生恍若从塑像里走出

搁笔微笑加入我们炉边畅谈

红柿黄橘，阵阵泥炉薯香

淡蓝星球在宇宙悬浮，拉近

再拉近，亚洲中国，江苏宜兴

丁蜀镇陶艺大师工作室寂静台案

屏息凝视绽放技艺劳动双手

旋转陶坯，像世界的中心

丁蜀镇
曹宇翔

青龙山寄畅
黄胜

无法想象，开山号子

会留下一帧青绿山水画卷

山岩，壁立于深潭

岩洞，成倦鸟栖息的天堂

梅枝瘦劲

花瓣唤来南山云翳。轻拂游龙涧

胭脂红的倒影

瞬间，点燃微澜间的火焰

山不高、水不深

但所有仰望，易被神化

无法读懂神的符咒

只痴迷于岩缝的皴法

它们是山的蓑衣、雨的留言

崖涧蒿草，曾闻龙吟

有人以潭水之深，揣度华厦之高

崖顶，俯瞰。观澜

有一跃而下、骑龙遨游的逸兴

五大举措
重投“数字农业”

今年云南的蓝莓，个大，甜，品质好

过国外绝大部分产区，但产量估计比去

年要翻倍，怎么帮助当地果农顺顺利利

卖出去，是个很大的挑战。2月17日到

18日，昆明本地一批早在2016年前后就

开始在拼多多上卖水果的新农人及长期

只做供应链的线下商家，跟拼多多“农云

行动”专项小组一起，筹划2023年如何

把云南的蓝莓、苹果枣、沃柑、人参果、鲜

花等当地农特产“卖爆”。

这是拼多多“农云行动”调研第一

站。云南地形复杂多变，农产品品种多，

但种植规模往往不大，长期以来的痛点

是物流成本较高，本地既懂电商又懂农

业的复合型年轻新农人严重缺乏，很大

部分农产品的销售半径局限在省内或周

边区域，线下流通不仅环节多损耗大，更

难以获得全国市场的增量收益。

近些年，情况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仅就蓝莓而言，云南省农科院高山经济

植物研究所不断引进新品种，推动蓝莓

产业快速发展。截至2021年底，全省蓝

莓种植面积约10万亩，产量约4.5万吨，

今年的面积和产量还将大大增加，果农

们通过平台对接全国大市场的需求越发

强烈。同时，政府在物流和仓储等领域

不断投资加码，也为果农借助电商直连

全国市场搭建好了基础设施。

拼多多因时创新“农地云拼”，通过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归集分散的订

单，为云南的农产品破圈出省创造了便

利的通道。2016、2017年，云南的雪莲

果、人参果等小众水果，就是通过拼多多

最先卖爆，一举成为网红水果。

“我们有信心助力蓝莓成为‘新网

红’”，拼多多“农云行动”负责人介绍，针

对云南蓝莓、沃柑这样的规模化农产带，

平台将分两步来做这件事。其一，帮助

已经起步且具备良好供应链的商家，完

成“从1到100”的跳跃；其二，千方百计

鼓励和培训农产带的年轻新农人上平台

开店，完成“从0到1”的起步。

为了更好地走好这两步，平台“农云

行动”提出了五大主要措施：

1.保持“零佣金”，助力农产带升级

“产销对接”为“产消直连”，不断优化中

间补两头，让利农民和消费者；

2.集中投入优势资源，大面积推广

“多人团”在秒杀、百亿补贴的运用，积极

对接农货节、年货节等大流量支持，激发

需求侧的“数字化新消费”，重点助力

100个农产带建设“数字化新供给”；

3.批量对接当地优质供应链“上

云”，在当地涉农、电商部门指导下，举办

专场招商培训，对优秀新农人进行小规

模针对性辅导，孕育1000个成功典范；

4.为农产带商家对接仓储、冷链等

专用农货物流体系，提供全链路的农产

品上行基础设施服务；

5.通过平台持续集中曝光、生鲜农

产品品类日及全渠道推广，助力打造

100个农特产的区域和全国性品牌，

推动农特产的标准化、品牌化、数字

化发展。

据悉，云南昆明、广西南宁、福建霞

浦、山东潍坊和寿光等地，将成为拼多多

首批重点助力数字化的农产带。

助力农产带
解决三大痛点

拼多多“农云行动”将通过数字化的

方式，助力农产带解决三大痛点。

首先是人。最好的“扶持”不是直

接给钱，而是建立一整套激励新农人能

跨越式发展的平台机制，做数字农业的

放大器。

在山西运城，一位拼多多新农人仅用

大半年就帮农民卖出价值1.5亿元的水

果，并带动了一批年轻人把农产品搬上平

台。“今年我们会创新‘拼’形式，继续扩大

补贴，扶持更多标杆新农人成长，形成推

动农产区数字化的内生力量。”“农云行

动”负责人表示。

其次是品控。与标准化的工业品不

同，自然成熟的农产品要商品化，面临的

重要难题是标准化的品控。

南宁武鸣区2012年引进沃柑种植，

面积已达46万亩。2021年2月，政府出

台标准，对范围、采收、分级、防腐保鲜、预

冷、入库处理、贮藏、出库、包装、标志、标

签、运输等做出明确规定。

与政府侧的措施相呼应，“平台将通

过持续优化抽检、店铺评分、售后监测、消

费反馈等系列措施保障品质”，“农云行

动”负责人称。

“我们只做品质农产品”，生于1991

年的广西本地新农人杨坤深刻感受到，这

几年拼多多上的农产品必须要品质好才

能长期赚钱。“消费者既要价优，还要物

美，一个都不想少。”为了减少售后，把控

产品品质，杨坤找到了专家级的合作人做

采购。

“我还在做快递，可省出好几毛钱，再

在包材上省一点，分拣效率提高一点，同

样的品质，能比很多人优惠一块多钱，就

能迅速起量。”杨坤说，“品质是生死线，发

烂果的商家，一定做不下去，这推动我们

把供应链效率做到极致。”

说到平台运营，杨坤还深有感触地

说，“平台非常重视性价比，但是远远不止

价格一个维度”，比如参加“百亿补贴”的

产品，如果消费者一直都认可你的产品和

服务，店铺评分好，品牌

潜力大，就不需要跟其他

商家“卷价格”。

“拼多多要助力农产

带解决的第三个难题，就

是鼓励商家在品质的基

础上，尽快形成自己的品

牌。”该负责人介绍，通过

“农云行动”，秒杀和百亿

补贴的“多人团”补贴额

度还将持续加大，让农产

带品牌直接呈现在9亿消

费者面前，获得全国知名

度和品牌影响力。

农产带的品牌化发

展，将直接带动当地产业

链和价值链的提升。在

分析拼多多新农人云集

的环县羊肉产业时，中国

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党国英指出，互

联网使得当地的羊能顺利卖出后，当地就

可以成为“运销的中心、技术研发的中心，

产品深加工的中心，环县一定要抓什么？

产业链高端环节的价值生产和增长”。

“这两周，我们已到全国调研了多个

农业大省的农产区，切身感受到，2023年

大家都蓄了一股劲。我们将更敏锐地把

握今年农产品产‘消’新形势，通过‘农云

行动’，让更多农产区跑出植根本地的领

头羊，带来整个产业链的数字化发展，跑

出更多全国性的农业品牌”，拼多多“农云

行动”负责人表示。 （文/杜宇）

虽然地处三面沙漠围困，但甘肃民勤县的农业产业带发展却引发关注。

2007年，民勤引入人参果种植，很快丰产，但销路一直是大问题。后来在当地

政策鼓励下，一批新农人开始涉足电商，并很快通过拼多多找到销路，人参果这

才真正成为民勤人的“金果果”。当前，当地人参果种植规模达到1.57万亩，还

配套起了相应电商孵化中心以及仓储、分拣、配送、供应中心等。

农业需要产业化，需要有知识有眼光的新农人，同时也离不开一条可以让

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高速通路。拼多多起家于农业，通过“农地云拼”打造全新农

产品供应链，成为国内最大农产品上行平台。为进一步服务乡村振兴，响应“数

商兴农”号召，拼多多于近日宣布启动“农云行动”，集中投入优势资源，推动全

国100个农产带更快“拼上云端”，打造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数字化农产带。

▲兔年春节早，广西武鸣沃柑与沙糖桔货架期较多

重叠，推迟了热销期。如何把这季沃柑卖好，成为当地果

农、新农人和拼多多一起操心的大事。图为武鸣沃柑丰收

后，新农人用机器自动清洗分级。 杨坤 摄

拼多多启动“农云行动”
助力   个农业产业带加速“数实融合”

▲云南蓝莓今年大丰产，当地新农人准
备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借助拼多多等电商平
台把高品质的蓝莓卖好。图为云南建水的
果农在大棚里采摘蓝莓。 朱博 摄▲

2月21日，在当地商务部门和电商协
会指导下，拼多多在有“中国海带之乡”“中国
紫菜之乡”等美誉的福建霞浦举办培训交流
会，为百名当地年轻“新农人”详细讲解平台
最新运营逻辑，助力当地海带、紫菜、海参、黄
鱼等产业更好地数字化上行。 吉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