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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籍苏轼后人寻根始末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史册中尘封的往事

说到苏洵、苏轼、苏辙与老汝州的渊源，还得从北宋嘉祐年间

说起。

据有关史料记载，北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 1057年）三月，21

岁的苏轼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过成都，去长安，“骑驴在渑池”，

由许洛大道途经汝州赴汴京参加礼部秋天的考试。这是“三苏”第

一次经过汝州。

此后，北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 1060年）五月、十一月，北宋

英宗治平元年（公元 1064年）十二月，苏轼回四川奔母丧，由汴京

赴凤翔上任，又从凤翔回汴京，曾三次经过汝州。

北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 1084年）三月，宋神宗亲书手札，授

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苏轼未到任，申请辞职，经批准后定居常

州。

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 1094年）孟夏，56岁的苏辙因“以汉武

比先朝”之罪，由北宋王朝的门下侍郎贬至汝州任知州。同年闰四

月，苏轼由定州知州被贬为英州（广东英德市）知州。由定州至岭

南数千里，举家远迁，费用浩大，苏轼只好再次到汝州找他的弟弟

苏辙筹措路费。苏轼在汝州小住 10余天，苏辙带他沐浴神汤温

泉，拜谒汝州龙兴寺，游览汝州郏城县小峨眉。二人站立山巅，北

望嵩岳逶迤，南瞰汝水如带，脚下两道山梁“峰峦绵亘，状如列

眉”，青山绿水，风景如画，酷似家乡峨眉山。这时苏轼已届 58岁，

官场失意，便对弟弟说，将来致仕后便来此隐居。

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 1101年）七月，苏轼在常州病

危，因生前未能如愿来郏城县（时属汝州管辖）小峨眉享受林泉之

乐，苏氏子孙又多散居在汝州和郏城县、汝南、颍昌（今长葛市老

县城）、斜川（今许昌市建安区苏桥镇）一带，为便于祭祀，临终前

他便留下“即死，葬我嵩山下”的遗嘱。苏轼去世后，苏辙将他的灵

柩由常州运往郏城县小峨眉山南麓埋葬。11年后，苏辙也埋葬于

此。后人又从四川找来其父苏洵的衣冠一同安葬，这便是驰名中

外的“三苏坟”。

苏轼在他的《温泉七记》中，记录了当年汝州温泉的盛况；在

游龙兴寺后作的《子由龙兴寺吴（道子）画壁》一诗中，写有“他年

吊古知有人，姓名聊记东坡弟”等名句。

5月 30日上午，从郏县茨芭镇回到汝州市纸坊镇苏楼村的苏

运兴，坐在三楼的书房里，不由自主拿起了剪刀，三分钟之后，一张

窗花在他的手下活灵活现展开。

短暂的休息中，他的目光转向整个书房，南侧的墙壁上，悬挂着

他的祖父、一代名厨苏金斗的遗像。西侧的墙壁上，悬挂着他用剪纸

勾勒的先祖苏轼的画像。东侧的书柜里，是满满的书籍和他的剪纸

作品。房屋中间的立柱上，还悬挂着他模仿祖父的画作《鹦鹉锛石

榴》。

今年 64岁的苏运兴，4年前从纸坊一小退休后，被返聘到邻近

的郏县茨芭镇某小学任教。

“在那里教书，可以离我的先祖苏轼近一些，心里也亲近了许

多。‘三苏坟’现在已经是郏县著名的文化旅游景区，里面有苏轼和

他弟弟苏辙的墓葬以及他们父亲苏洵的衣冠冢。经过这么多年的考

证，我就是苏轼的第 29代孙。为了考证这一点，我可是费了一番周

折。”坐在苏轼的画像前，苏运兴语速很快，似乎是为了尽快说完自

己考证的艰辛历程。

如今，历史上著名的“三苏”已离我们 900余

年之遥，然而他们的后代却在中原这片沃土上繁

衍生息、枝繁叶茂。

汝州市纸坊镇苏楼村，原名苏家楼村，是一个

历史文化悠久的古村落。这里背靠巍峨嵩岳，南瞻

泱泱汝水，四通八达，许洛大道穿村而过，地势平

坦，水丰土肥，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素有汝州“天

府之国”的美誉。苏楼村距“三苏坟”10余公里，是目

前距“三苏坟”最近，且苏姓人口最多的古村落。

“我之前也想过自己可能是‘三苏’的后代，但

族谱中没有相关记载，那时候也没有任何证据，再

者也怕别人笑话我傍名人、蹭名人，只是在暗中走

访。”家住苏楼村的苏运兴教了半辈子书，更懂得

说话要有凭据的道理。

苏运兴说，据苏氏祖辈代代相传，苏家楼因先

祖苏过居此守坟，后人丁兴旺逐渐发展为村落，遂

以其苏氏家族的标志性建筑土楼为名，将村庄命

名为“苏家楼”。仅此口传而已，在族谱及碑碣中没

有找到相关根据。

为了找到自己系苏轼后人的相关证据，识文

断字的苏运兴遍查史料，并四处寻访苏轼后人。

据相关史料记载，苏过即苏轼的儿子，生于

1072年，卒于 1124年，眉州眉山人，字叔党，号斜川

居士。因祖父、父亲的功名曾任右承务郎。苏轼宦海

沉浮时，知杭州、谪知英州、贬惠州、迁儋州、徙廉州

和永州，苏过一直跟随父亲侍奉左右。北宋徽宗建

中靖国元年，苏轼病逝后，葬汝州郏城县小峨眉山。

为了像生前一样陪伴父亲，苏过后出任郾城县令，

于 1102年举家移居颍昌，经营湖阴水竹数亩，在西

北岸建宅居住，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在此

著《斜川集》20卷。苏过 52岁卒，葬于苏坟。

苏过能文、善书画，颇有父亲的遗风，人称“小

坡”。曾在《北山杂诗十首》中的第六首，依据苏坟

远眺西南的汝州城，对州城东的丰沃平原有过这

样的描述：“西南望平原，汝水稻千顷。黄云卷

□稏，怀我江湖境。扁舟五月时，泼眼菱荷净。归来

逢岁恶，半臂换汤饼。怅望云子白，悲辛残炙冷。采

薇聊卒岁，雅志在箕颍。”

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平顶山学院客座

教授刘继增出版的《苏东坡在中原》一书中记载，

苏辙在汝州任上被贬离开汝州时，在“汝州最近的

襄邑方向”购置 200亩地。

正是在搜寻这些资料的过程中，让苏运兴感

觉到“自己离苏轼越来越近了”。

“我们世世代代相传先祖是苏过，而苏过就是

苏轼的儿子，那我们的先祖苏过是不是就是苏轼

的儿子苏过？虽然家谱中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但祖

祖辈辈相传的东西，不可能是空穴来风。”苏运兴

说，查阅相关资料后，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当初

“大胆的想法”。

“纵观‘三苏坟’周边县市有苏姓人居住的村

庄，‘三苏坟’附近有个苏坟村，但都是外姓人居

住。只有汝州市纸坊镇的苏楼村苏姓后裔世代绵

延，人丁兴旺，而且苏楼村周边有苏姓人居住的村

庄，都是从苏楼迁过去的，从这一点来说，苏家楼

是汝州城东苏姓人的主要发源地。《苏东坡在中

原》一书中描述的苏辙在汝州最近的襄邑方向购

置 200亩地的说法，与土地平坦肥沃的苏家楼十

分吻合。”苏运兴说。

忙碌的教学工作之余，苏运兴四处寻根。功夫不

负有心人，2020年农历十月初一寒衣节，苏运兴以苏

轼后人的身份到“三苏坟”祭祖，恰遇新密市同来祭

祖的苏少鹏。双方闲谈时，苏运兴谈及明清前苏楼苏

姓祖人出外逃荒要饭，当时只有先祖苏周玺一人返

回本村居住，其父葬于外地，其弟流落外地，音讯全

无时，苏少鹏立即回应道：“据传我们先祖告诉后人，

当时汝州族人为躲避战乱，逃荒要饭曾到新密与族

人团聚，其后又返回汝州居住，还有曾留在新密居住

的，你可以与新密的族人苏长岭联系一下。”

意外得到这个消息后，苏运兴兴奋不已，2021

年春，即与苏长岭取得了联系。苏长岭告诉他：“在

新密有一位先祖叫苏周印，是明朝万历年间人，你

们汝州是否有叫苏周玺的先祖？”听到这儿，苏运

兴脱口而出：“有啊，我们先祖中有位叫苏周玺的，

也是明万历年间的。”苏长岭接着回答道：“玺和印

应是皇帝的印章，我认为这两个字是不能分开的，

应是先有玺后有印，那么玺一定是长兄，印为弟。

这几年我一直在研究先祖‘周印’，是否有位叫‘周

玺’的兄长，现在从你这儿果然找到了。果真如此，

二人从年号、时间是吻合的。这绝不是巧合，咱们

应该是一家人。”

这一次意外收获，让苏运兴信心倍增。后来经

过数次实地与新密市大隗镇黄湾寨村苏湾自然村

的苏长岭相互佐证，苏运兴发现，汝州的苏氏族人

与新密的苏氏族人，从苏周玺与苏周印开始往下

传，汝州苏楼与新密苏湾的字辈一直同频共振。

“从苏周玺与苏周印兄弟俩开始，第二代汝州

苏楼的‘继’字辈与新密苏湾的‘继’字辈相符，为

明末清初人；第三代的‘检’为‘继传’的独子，‘纲、

纪’为‘继洵’的长子和次子，仅苏楼第三代人与新

密苏湾字辈没有对应。而苏长岭经过长期研究，早

已确认是苏轼后代，系苏轼与结发妻子王弗所生

长子苏迈的四子苏筌的后人。”苏运兴说，苏家楼

的“继”字辈长门“继传”为传宗接代、旺族之意；苏

家楼的“继”字辈二门“继洵”则与始祖“苏洵”有轮

回、传承、不忘之意，“继洵”的字号为“绍泉”，这与

先祖“苏洵”的字号“老泉”也有接续、传承之意。同

时，新密“继”字辈的还有继英、继美、继轼、继芳

等，不难看出“继轼”也与“苏轼”有接续、传承之

意。“这绝不是巧合，都有苏轼家族的接续、传承、

轮回不忘之意思。所以说，汝州苏楼与新密苏湾同

系苏轼后代子孙，这完全是吻合。”

在苏运兴的不懈努力下，相关的石碑等物证

也相继被发现。2021年夏，在汝州市焦村镇水沟

村发现了一通苏楼族人与相关族人为苏氏远祖立

的墓碑。

水沟村位于“三苏坟”西北的嵩箕山脉南麓，

距“三苏坟”仅 5公里。曾担任水沟村村干部的苏

胜强，在 2021年夏整理村内一处庙宇的文物时，

无意中发现了一通石碑，石碑上清晰可辨的“苏氏

远祖之墓”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后经汝州文化

界人士考证辨认，石碑上的字大部分被考证出来。

石碑上的文字显示，石碑立于清代乾隆三十六年

（公元 1771年）二月。

石碑上的文字为：“传我苏氏固眉山苏公之裔

也，公生于蜀、仕于汴、而葬于郏，以故后世之环场

而居者所在不乏矣，因世远年灭系谱不存而先人

名号难以考稽，悲夫。今值春祀之辰，为先人表墓。

谨按本族之□□而详序之□后之视今之视昔也。

长门奉祀孙苏进忠、苏进礼，仍孙保贵……二门苏

登科、登祥、登维、登鳌、登雲、登学、登仕、登贵。大

清乾隆三十六年□次辛卯二月”。依碑文内容可

见，立碑人为“三苏”后裔。

无独有偶。在汝州苏楼村西寨墙外发现的苏氏

石碑，也记载了如下内容：“苏氏先茔，旧传苏家楼祖

居也，居村□□偏不数武有一先茔焉，清初以来余祖

父所望祀也，然世远年湮，其宗派远近，罕有传者，百

世之后子子孙孙安保其久而勿替耶，因为立碑以誌

之。奉祀孙苏廷璧、苏廷琇、苏廷珩、苏廷璋、苏廷璐，

监生苏登魁、苏登岸、苏登榜、苏登权、苏登振、苏登

诚、登智、登聪、登祥、登拔、登祯、登科、登第、登元、登

雲、登□、登□。大清嘉庆三年三月榖旦。”

从以上的两个碑文看，水沟石碑立于 1771

年，苏楼石碑立于 1798年。从“登”字辈看，汝州与

新密、禹州的“登”字辈是同年号，字号相同，且均

是大清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时间相差 20多年，

从碑文上又进一步佐证了汝州苏楼、水沟，新密苏

湾、禹州是同祖。

苏运兴经过与苏长岭多次考证，最终认定汝

州苏楼苏氏与新密苏湾苏氏，同为苏轼一支后人，

苏运兴同辈苏氏为苏洵第 30代、苏轼第 29代孙。

经过进一步考证，以苏楼为中心，向外发展的

苏轼后人辐射到周边的车渠、丁庄、石桥、石庄、长

阜、水沟、小屯、时屯、丁堂、范庄、魏新庄、河张、杨

集等村庄以及河南省的洛阳、伊川、宜阳、南阳、淮

滨等地，并向外省的甘肃兰州、贵州、四川、广西柳

州等地繁衍，达 1万余人。

“唐宋八大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就

占了三席，可谓影响深远。“三苏”已长逝，但他们

的优秀基因却在后人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历史上，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

美食家、水利专家，苏公这些优秀的技艺在我们苏

楼村苏姓后人中都有很好的传承。”苏运兴说。

金末元初年间，苏楼出了一位名厨苏乾，他做

的红烧肉很有名。他根据蒙古人的饮食习惯不同

于汉族，就将汉族用猪肉做红烧肉的烹饪方法进

行改良，用蒙古族人喜欢的牛羊肉为食材，做成红

烧牛肉、红烧羊肉，深受元朝统治者喜爱，后来成

为元朝后宫的大厨。

苏乾的厨艺一直传承至今。苏运兴说，苏氏后

人很多都是当地知名的厨子，在汝州城东一带，谁

家有个红白事，家里摆宴席，都是去请苏楼的苏姓

厨子去办酒席。

“我的爷爷苏金斗话不多，平常穿得也不太讲

究。但他的美画、剪纸、厨艺、祭祀纸扎在方圆左近

可是很有名气。”苏运兴回忆说，他爷爷做的“无刺

骨酸鱼汤”最有名，“鱼端到桌子上，还在汤里摇头

摆尾，跟活的一样，客人见到后，都不敢吃。爷爷这

时候就会走上前去，用筷子夹住鱼的脊中，往上轻

轻一挑，鱼肉就纷纷落入盘中，鲜嫩可口，客人连

声称绝。”

苏运兴的曾祖辈、今年 74岁的苏登坡，曾在

原汝州卷烟厂担任副总工程师。他回忆说，有一次

一户村民家办丧事，请苏金斗去办酒席，眼看快中

午了，苏金斗还没到，主家等得不耐烦，脸上有点

挂不住。正焦急万分时，苏金斗才慢悠悠赶过来，

二话没说，进入厨房，指挥贴厨帮忙的人开始准备

食材，主要的几道菜他亲自动手做。等到上坟的人

从坟上回来，几十桌的饭菜就准备好了，尤其是那

道“无刺骨酸鱼汤”，更是让大伙对这位貌不惊人

的大厨刮目相看。

苏金斗虽是一介平民，却是集厨艺、美画、剪

纸、花灯、祭祀纸扎等众多技艺于一身的“民间大

师”。

苏运兴是汝州市“非遗”项目剪纸艺术第三代

传人。传承苏氏剪纸艺术的不止苏运兴，苏金斗的

妹妹苏转、堂妹苏媛更是将剪纸艺术发扬光大，苏

媛的外孙女姚秋霞如今也是中原知名的剪纸艺术

大师。

2014年，苏轼后裔传承的苏氏剪纸艺术，被

汝州市政府命名为汝州市苏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

2022 年，苏轼去世 921 周年，苏氏宗亲齐聚

一堂共同认祖、祭祖，由苏氏宗亲筹备的汝州市首

届东坡文化研讨会在苏楼村举办。苏楼村苏氏传

人发扬光大的孝道文化、祭祀文化，承载着苏东坡

大善、大爱、大美的思想内涵。苏轼的技艺文化如

同珍珠美玉一般散落在中原大地的山水草木之

间，穿越历史时空，历久弥新。

“作为苏轼的后人，对于传承东坡文化和

东坡思想，使之发扬光大，更有着义不容辞的

责任。我们要教育子孙后代不忘先人，牢记先

人的教导，克勤克俭，奋发有为，勇于担当，做

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手托汝州市非

遗项目证书，苏运兴说。

（注：文中诗句及碑文中模糊不清的字用“□”

表示）

历经艰辛求真先祖为苏轼

传承先祖技艺光大苏氏文化

苏运兴在剪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