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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苏东坡后裔寻访苏东坡后裔
椒江栅浦苏氏是苏东坡长子苏迈后代椒江栅浦苏氏是苏东坡长子苏迈后代，，苏氏在临海另有分支苏氏在临海另有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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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是何许人也？不用多说，

可谓路人皆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几

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文化人，一点也

不为过。要说我和他的后人在一起，

怎么可能呢？况且他出生于四川眉

山，祖籍河北栾城，和我这个台州人

相距十万八千里，怎么会和他的后人

在一起呢？

有人提供了一条信息，说栅浦苏

氏是苏东坡的后裔。乍一听，先是吃

惊，这么重要的信息，居然连我这个

算是多年研究椒江地方文化的人都

不知道，可见有多么的孤陋寡闻。说

实话，我看过好多遍《椒江市志》《椒

江续志》《台州市椒江区志》等，都不

曾发现有这方面的记录，姓苏的名人

也很少被提及，没有同为栅浦人的何

氏有名望，也不像三山贺氏、兆桥王

氏等蔚为大族。这便让我迫不及待地

开启寻访苏东坡的后人之路。

走宗祠，查族谱

选了一个暖和的日子，约上冷禅子

兄，开车来到栅浦永宁村（荣华社区）。

在村部遇到了村干部苏招福，他热情地

接待了我们。当听说了我们的来意后，

他表示很高兴，并立即拨通了电话，请

一个人过来带我们去苏氏宗祠走走，那

里有一批知道历史的老人，可以去询问

一些事情，还可以查阅宗谱。

不到十分钟，便来了一位村老年

协会的负责人，也就是永宁村苏氏宗

祠负责人，经介绍他名叫苏招富，也是

苏东坡的后人，与村书记的名字仅差

一个字，属于同辈人。他很爽快地答应

带我们去宗祠。

宗祠位于永宁河畔道人山上。据

苏招富介绍，宗祠原来在栅浦富强村，

后因村居搬迁到永宁村，没有多余的

土地，大家才想起建造在这个海拔约

50米的小山头。2010年秋动工，2014
年完工。待我们穿过浓密的树林，登上

道人山，走进宗祠，迎面见一大殿巍然

耸立。大殿为五开间，规制严整，气势

非凡；且全木结构，雕龙画凤，琉璃瓦

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又显庄严。大

殿二层檐下挂着一巨幅横匾，题写着

“苏氏宗祠”四个大字。大殿旁立着一

块石碑，碑上刻着“台州栅浦苏氏宗祠

重建碑记”，介绍宗祠的大殿坐西朝

东，面向白云阁，高 11.8米；宗祠所在

的位置是道人山东侧山坪头。同时，碑

记还介绍说，苏氏宗祠始建于清道光

二十七年（1847年），当初位于栅浦凤

凰山（今已不存）南麓。

在南厢房二楼会议室，早有几位

老人在迎接，他们搬出了族谱等我们。

经介绍，他们都是宗祠事务管理组的

成员。苏秀正堪称苏氏望族中的“秀

才”，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写古诗词；退

休后，受聘为老年大学的学员上书法

课，讲古代文学。苏招顺文质彬彬，有

一股子谦谦君子的味道，原来当过街

道干部，退休已十几年，现在为村里做

些服务，一起参与宗祠管理。还有一位

“老苏”，名叫苏仁国，是从某企业退休

的，话不多，看样子也是一位乐做公益事

业的热心人。

宗谱有厚厚四大本，署名《台临栅浦

苏氏宗谱》。“台临”，是台州临海的简称。

在栅浦归属椒江以前，地属临海，所以有

这么一个称呼。现在，我们开始慢慢地翻

阅起来。

苏氏来历及与苏东坡的关系

在苏氏宗谱的卷首，我们看到了苏

轼（即苏东坡）、长子苏迈及苏迈二子苏

符祖孙三代像。每个像后面都附有赞语。

其中，对苏东坡的赞语是这样写的：“其

体宽徐，其容怡愉。襜然冠服，美哉髯须。

才足以服众，智足以警愚。谈笑中理而非

诞，戏□下规而不逾。陶情于赤壁之月，

游宴于西泠之湖。赋诗吟讽，小饮自娱。

三子有过庭之乐，一品光先业之儒。噫！

文章千古，卓然大苏。”

又在后面收录的原序中，看到康熙

三十一年（1692年）仲冬，赐进士第通议

大夫、刑部右侍郎冯甦（临海涌泉人）为

苏氏宗谱所作的序。在该序中写道：

“苏氏自昆吾氏（夏朝颛顼帝曾孙陆

终的长子）始封，宦迹遍天下，鸿儒硕彦

代不乏人。唐凤阁舍人（指唐武则天年间

宰相苏味道，曾任凤阁舍人）出刺眉州

（今四川眉山），而眉始有苏氏。递及于杲

（即苏杲，苏洵祖父），能缵承先绪，积德

累仁。其孙老泉先生（即苏洵，苏东坡之

父），以文章显矣。自是文忠公（即苏东

坡，御谥文忠），定为千古伟人，丰功大

业，后莫能先。而台（州）之苏，则自文忠

公之孙，讳符。而符己卯（1099年）进士，

历官太子太傅、礼部尚书，于建炎三年

（1129年），从高宗迁都临安（今杭州）。

岁晚，避金人之乱，流寓海侧南田（今象

山石浦）。其子善顾，讳明阳，登进士，任

淮阳刺史，致仕，继居黄邑柏岙（原黄岩

至温州的古驿铺，1958年 3月秀岭水库

竣工后被淹没，今属黄岩沙埠镇）。孝宗

朝（1163—1189年），征召不赴。长孙元

润始迁栅浦，次孙元清始迁涌泉之中

岙，昆季分处江之南北。”

这段话，把栅浦苏氏的来历以及和

苏东坡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结合宗谱

所载的谱系和其他名人所题的序，可以

把栅浦苏氏的渊源作一番系统梳理。

栅浦苏氏是苏东坡长子
苏迈的后代

以苏东坡（1037—1101年）为节点，

往上溯源，可以至唐武则天年间宰相苏

味道（648—705年）。苏味道，本是赵州

（今河北石家庄市）栾城人，他在出任眉

州刺史后，卒于眉州，成为眉州苏氏始

祖。历 8世至第 9世为苏杲，赠太子太

保。苏杲生子苏序，赠太子太傅。苏序生

3子，即苏澹、苏涣、苏洵，皆登进士。其

中，苏洵又生3子1女，3子即苏景先（早

世）、苏轼（号东坡）、苏澈，1女即苏小

妹，嫁著名才子秦少游。因此，自苏杲至

苏东坡，又历3世。

从苏东坡算起，至栅浦苏氏始祖苏

元润，共历4世，栅浦苏氏成了苏东坡的

第5代嫡传。其脉络大致是这样的：苏东

坡共有4个儿子，长子苏迈，二三子苏迨、

苏过，四子苏遁。苏迈，字伯达，知仁化

县，以政最迁雄州防御推官，终驾部员外

郎。他生有4子，分别是苏簟、苏符、苏箕、

苏筌。仲子苏符，字仲信，号悟庵，登元

符己卯（1099年）进士，历官少傅、礼部

尚书。他又生 2子，长苏善顾，次苏善

頵。建炎三年，苏符跟随宋高宗赵构迁

都临安。后为了避金人之乱，寓居象山

石浦，并于海山之崖刻“苏府”二字，今

迹尚存。其长子苏善顾，字季朝，号慕

庵，讳明阳，登进士，任淮阳刺史；致仕

（退休）后，居黄岩柏岙。苏善顾又生 2
子，即苏元润和苏元清。长子苏元润，字

宜久，中式乡荐授金部郎官，自柏岙迁

栅浦，配三山贺氏；次子苏元清始迁涌

泉中岙，兄弟二人分居椒江南北。

显然，栅浦苏氏是苏东坡长子苏

迈的后代，是苏迈的曾孙苏元润从黄

岩柏岙迁栅浦的（迁移时间约在南宋

孝宗年间或稍后）。换句话说，栅浦第

一代祖是苏东坡的玄孙。因此，说苏东

坡嫡亲长子的后裔在椒江，是一点也

不错的。这是栅浦的荣耀，也是椒江的

荣耀。回想起不久前考证的唐代大诗

人贺知章的后裔也定居在椒江，而且，

到了苏东坡的玄孙辈，苏、贺两家结

亲，这无疑为椒江的人文平添了一抹

光彩。正如清代名人王咏霓在《苏氏重

修支谱序》中所写的：“栅浦本章安旧

郡，其地皆负山滨海，席卷海门，云低

椒沚，卧龙隐没于江潭，丹凤翱翔于峰

际，灵泉则仙迹留遗，柱石则文光腾

耀，而且松竹纹岩奇争，片石江潮吼

浪，气象万千，栅浦实为台属名胜之

区，而其所尤彰明者，又莫如苏氏。”意

思是说，栅浦本来就是一个人杰地灵

之所，但自从有了大文豪苏东坡的后

人在此定居，栅浦一定会“文光腾耀”，

声名鹊起。从宗谱中得知，栅浦苏氏发

展最快的是苏东坡的第34代孙。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苏东坡后世

的另一支——也就是迁到涌泉中岙的

一支，据说在元世祖甲午年（1294年）

始迁横溪（今临海杜桥横溪）。因此，现

在涌泉中岙和杜桥横溪姓苏的人，也

都是苏东坡嫡亲长子的后裔。

宗谱中的苏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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