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其名，识其形
从物候名花画帖感受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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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自然拥抱的我们，应尽力知
其名，识其形，领悟其堂奥，学习敬畏。

二十四节气对应地球公转轨道上
二十四个不同的位置。在一个太阳年
中，二十四节气分布在十二个月中，就
像十二个竹节，两节间为竹中之“气”，
故节气又被细分为节和中气。每月两
个节气，每个节气三候，每候五天，一
年共七十二候。各个节气交点均精确
到秒，节节相扣，无缝对接。

古人通过长期对自然界的观察与
观测，洞悉奥秘，总结规律，继而又将
规律运用到实践活动中去，以顺天应
时，得天之赐。“生因春，长因夏，收因
秋，藏因冬，失常则天地四塞。阴阳之
变，其在人者，亦数之可数”。我国先
民不仅将节气作为农事生产的时间指
南，据此有序地安排衣食住行，还“近
取诸身，远取诸物”，于俯仰间，感天应
地。以人体十二经脉对应十二辰，运
用规律辨证施治；以乐音十二律对应
十二月，运用规律以致和谐；“以一日

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
为秋，夜半为冬”。

一百余年前，日本画家巨势小石

画下了《七十二候名花画帖》，将七十
二候对应的花卉用手绘的形式留存下
来。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花开
未觉岁月深：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花
信风》，不仅重现了百年前巨势小石
《七十二候名花画帖》的手绘原稿，还
在每候配以两首古典诗词，同时特邀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丁鹏勃及北
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对二十四
节气的由来及民俗文化进行了阐述，
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观赏园艺与园林
系义鸣放教授对所绘植物的特性及功
用进行了考据整理，力求创造出画作
与博物学的双重美感。

最特别的是，该书还在每个节气
中选出一种花，将其黑白初稿附于文
后供涂色，让读者亲自感受到每一朵
花从空灵到饱满的过程。书中附二
十四张《七十二候名花画帖》可涂色
黑白线稿，十五日染一图，染尽而一年
花事毕。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是安居一地还是走南闯北？
张炜深度解析“唐代五诗人”

文学艺术是作家生命感受的总和。作为一位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茅盾文学奖获
奖作家张炜在古典文学赏析方面造诣颇深。他写苏东坡的《斑斓志》，有诸多新鲜独特之处。之后
兴犹未尽，又择取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五位唐代重要诗人继续讲。授课稿被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成《唐代五诗人》一书。这是张炜第六部中国古典诗论，其中观点充满独见，具有创造性和洞悉
力。他对韩愈敬惜与深爱，对王维和白居易是清澈的辨析与洞察，对晚唐小“李杜”喜赏与推重，对李商隐无题
诗则尤其喜爱。

这些唐代诗人在张炜的笔下，生气勃勃地“复活”。
在张炜看来，人性决定诗性。诗人的道德感、价值观、身份和立场，构成了他们的创作基础。诗歌，是古人

艺术追求的载体，亦是寻求自洽的一种生活方式，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五位诗人不同的诗歌风格，反
映了不同的人生追求与精神品格。诗人所写的诗歌，风格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断说服自己，安顿自身的故事。

张炜 出版方供图

《花开未觉岁月深：二十四节气七
十二候花信风》

书中手绘山茶。

除了李白“走南闯北”
多数艺术家喜欢安居之地

这五位诗人，都是名人，被历代名
家所解读。如今，要解读出新意、创
见，其实很考验解读人的眼界、功底。
张炜的分析非常精彩，比如他在分析
王维时，特别阐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见解：类似于王维的“辋川别业”，全世
界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梦
想：渴望安居。而且这个梦想实现与
否，对于其艺术作品的创作成就，非常
重要。

张炜提到，艺术家大致可以分成
两种类型：一种是渴望好好安顿自己，
另一种则走南闯北。王维属于前者。
在“辋川别业”这个地方，不仅产生了
王维与挚友裴迪唱和的诗集《辋川
集》，而且对诗人一生及其诗歌创作都
具有重要意义。“辋川”之于王维，首先
是作为物质实体存在的，其次是精神
与艺术的滋生地和投影地，具有极大
象征意义。似乎可以断言，没有“辋
川”，王维便会失去良好的物质条件，
也没有这段亦官亦隐的生活，也无从
形成一个作为客观描述对象的基础，
失去孕育诗人独特诗风的某种环境。

“好像他的一切经历，都在为走向辋川
做准备，而后来的道路也由此出发。
他因为辋川而赋诗，缘此所成就的诗
章数量居首；辋川也是他居住时间最

长的地方。也许我们能够断言，没有
辋川便没有王维的独特诗风，没有其
世界观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张炜说。

张炜分析认为，李白属于后者，他
在大地上四处游走，辗转不休，好像一
生都没有停下来。杜甫似乎介于二者
之间，年轻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
狂”（《壮游》），后来到了成都建草堂，
还经营过果园：“杂蕊红相对，他时锦
不如。具舟将出峡，巡圃念携锄。”
（《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

亩》）总体看来，大多数艺术家还是喜
欢有一个安居之地，经营一片土地和
田园，但大多却苦于没有这样的条
件。不仅是艺术家，所有人似乎皆是
如此：渴望安居。

一个人能够安居
精神才能有发力点

张炜提到的现象不只是中国文人
才有，而是世界级的现象。比如托尔
斯泰的雅斯纳亚大庄园、福克纳的罗
望山庄等，类似者很多。

法国革命失败后，雨果流亡国外
时还在英属格恩济岛上修建了一座四
层的“高城别墅”，并加盖一座瞭望楼
作为工作间，成为全岛的制高点，天气
晴朗时可以远眺法兰西海岸。瞭望楼
内装饰着一幅他亲手描绘的花瓣奇异
的图画，穹庐与四壁皆用玻璃制作。
雨果在这间阳光灿烂、海天一色的顶
楼上写出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
上劳工》《笑面人》，文艺批评专著《论
莎士比亚》等。

英国的狄更斯被视为一个游走之
人，但他也经营了不止一处基地，晚年
定居于著名的“盖茨山庄”。美国的马
克·吐温周游世界，到处演讲，可仍然
经营了舒适的“哈特福德别墅”。就是
在这所房子里，他安度日月，留下了数
量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当过报童、

码头小工、水手、工人、淘金者的美国
作家杰克·伦敦，曾耗尽所有积蓄建造
豪华别墅“狼窝”，希望能够在此度过
后半生，可惜毁于一场大火。

美国作家海明威是个终生不宁的
人物，非洲打猎、西班牙斗牛，游走于
世界各地，还经历过两次飞机失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冒着枪林弹雨担
任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二战期间以
战地记者身份深入西班牙内战前线，
还访问过中国重庆。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海明威不仅将自己的游艇改为巡
逻艇，在加勒比海侦察德国潜艇，还参
加了盟军解放巴黎的战斗。海明威的
一生似乎是一部闯荡游走的传奇，但
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先后建立了几个
创作基地：美国的基韦斯特、古巴的

“眺望山庄”。
西方那些油画家们也大多如此，

像毕加索晚年在法国南部海边戛纳建
有一座巨大堡垒，绰号“牛头怪的巢
穴”。在法国塞纳河谷的一个山坡上，
有印象派大师莫奈后半生的安居地：
巧妙地将附近河水引入，形成池塘，
隔为水园和花园两部分。莫奈在此
完成了著名的《睡莲》和《日本桥》系
列等画作。

为什么会这样？张炜认为，“一个
人能够安居，肉体即有立足点，精神也
才能有发力点，创造就大可期待。”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唐代五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