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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 摄影徐瑛蔓

人有在美好环境中安居的需要，也
有寻找同道进行精神来往的需要。在各
方亲友的帮助下，杜甫安置好草堂的一
草一木，身心真正舒展开来，心灵开始在
成都扎根。他探访草堂的南邻北邻，与
志同道合的友人进行深度交流。

在成都结交的好友中，有人过着平
淡日子但热情好客，杜甫在他家做客到
晚上；有人画画技艺高超，来到草堂，在
墙壁上画了骏马，杜甫写诗狠狠夸奖了
对方一番，并拿着“一匹好东绢”，向对方
求画；有人外出久久未归，杜甫言之谆
谆，给予规劝。

♦杜诗 ♦
从“人与自然”进入到“人与人”

5月7日下午3点，由川观新闻、封
面新闻、上行文化主办的阿来系列讲
座——“杜甫 成都 诗”在阿来书房开
启第四讲。在这场讲座中，阿来以“邻
翁与画家”为题，重点讲解《北邻》《南
邻》《过南邻朱山人水亭》《题壁上韦偃
画马歌》《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闻斛
斯六官未归》等一组杜诗。从这组诗
中，可以看到，杜甫在成都，从“人与自
然”的关系层面，进入到了“人与人”的
关系层面，杜甫的艺术审美、价值观都
得以展现。

杜甫写诗善于并热爱用典，有人形
容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比如在《北邻》
（“明府岂辞满，藏身方告劳。青钱买野
竹，白帻岸江皋。爱酒晋山简，能诗何水
曹。时来访老疾，步屟到蓬蒿”）中，“晋
山简”是出自《晋书》“惟酒是耽”，“何水
曹”出自《梁书》中“何逊，字仲言，八岁能
赋诗，为名流所称。天监中，起家奉朝
请，迁建安王水曹行参军”。杜甫在另外
一首诗《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
相忆见寄》中也提到何逊，“东阁官梅动

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

♦邻里 ♦
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在一起的日子

在《北邻》里，邻居戴着“白帻”；在
《南邻》里，我们可以看到杜甫的另外一
位邻居戴着“乌角巾”。这家人虽然不是
大富大贵，但也不算贫穷，尤其热情好
客，家里的小孩很喜欢客人来。“惯看宾
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写小孩，其
实是写大人，写鸟雀，其实是写主人。这
户人家过着其乐融融、自然恬淡的田园
生活，应该是给杜甫带来很大的心灵放

松感，万虑皆消，以至于他在这家待到天
色已晚，月亮出来才要离开。“白沙翠竹
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在《过南邻朱
山人水亭》中，杜甫写自己与一位姓朱的
邻居来往较多，常在一起喝酒，也成为志
同道合的朋友，“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
随。”

修草堂的时候，杜甫向人要各种树
栽，装点了草堂的自然环境，草堂变得郁
郁葱葱。有了田园之美，也要有艺术之
美。杜甫与当时也在成都的大画家韦偃
有来往。有一次，韦偃要到外地去，临走
前来到草堂向杜甫道别之时，为杜甫草
堂的墙壁上作画。在《题壁上韦偃画马

歌》中，杜甫记录了这次现场作画的场
景，妙笔称赞韦偃画技高超，“戏拈秃笔
扫骅骝，欻见骐驎出东壁。”与此同时，杜
甫显露出他的家国情怀，“时危安得真致
此？与人同生亦同死。”除了让韦偃画
马，杜甫还带着“一匹好东绢”，拿给大画
家，请他给自己再画一幅松树，“已令拂
拭光凌乱，请公放笔为直干。”在《戏为韦
偃双松图歌》中，杜甫又夸奖对方画松树
出神入化，“绝笔长风起纤末，满堂动色
嗟神妙。”

杜甫的画家朋友不只一个。在《戏
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他赞扬画家王宰
的技艺高超，“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
亚洪涛风。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
论万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
江水。”杜甫写的这些题画诗，也都成为
历代鉴赏画作的经典评论。

♦论道 ♦
“诗歌可以把时间的节奏变慢一些”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命运。韦偃和王
宰这两位杜甫的朋友，都是在艺术史上
留名的大画家。但杜甫也有朋友命运不
济。在《闻斛斯六官未归》中，杜甫这位
朋友“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荆扉深
蔓草，土锉冷疏烟。”杜甫惦念着这位久
久未归的友人，规劝其早日归来，“老罢
休无赖，归来省醉眠”。

在讲解这首诗时，阿来特别注意到，
“本卖文为活”这句诗，非常朴素简单，
“像大白话。”在这里他感叹，杜甫有很多
写作的独特高超技艺，是别人不太敢用
的，“其实唐代并不都是律诗、绝句，也有
很多形式非常自由的诗，几乎相当于现
在新诗的形式。像杜甫这样的大诗人，
他就有能力超越形式的限制，做出自己
的突破。”

诗歌是心灵的表达，也是语言的艺
术，有着独特的节奏感。在初夏的下午，
与优秀的唐代诗歌亲近，也让阿来在讲
座即将结束之时感慨，如今社会的时间
节奏变得很快，“诗歌可以帮助我们把时
间的节奏变慢一些。”

杜甫在草堂有着怎样的“朋友圈”？
访邻、赏画、盼友归的日子都在诗中
阿来系列讲座——“杜甫成都诗”在阿来书房开启第四讲

热情好客的四川人，让杜甫历经颠
沛流离之后找到久违的温暖。客居浣
花溪畔的草堂，诗圣拥有一群古道热
肠的好邻居，北邻“时来访老疾，步屟
到蓬蒿”，南邻“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
阶除鸟雀驯”，还有朱山人陪他饮酒论
道，在阳光下“残樽席更移”。杜甫笔
下，他与邻居们谈笑田园的自由自在，
令人艳羡。

5月7日，由川观新闻、封面新闻、
上行文化主办的阿来系列讲座——

“杜甫 成都 诗”在阿来书房开启第四
讲。作家阿来解读了杜甫和邻翁及画
家之间的交往，《北邻》《南邻》《过南邻
朱山人水亭》充满了烟火气息，《题壁
上韦偃画马歌》《戏题王宰画山水图
歌》中有诗圣化缘时可爱的一面。杜
甫在浣花溪畔扎根，感受到了这座城
市带来的温暖。

杜甫与邻居之间有多么融洽呢？《客
至》中写道：“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
尽余杯”，这种开怀畅饮的场景令人动
容。其实，邻里之间的真诚相待，也体现
在稀松平常的小事。杜甫的北邻在其患
病时穿着草鞋赶来探望，他的南邻安贫
乐道，家教很好，孩子喜欢客人，就连鸟
雀也见人不惊。这样和睦的邻里关系，
让漂泊的杜甫找到慰藉。

讲座结束之后，有观众向阿来提
问：“杜甫将当时的口语化用到诗歌创
作之中，阿来先生如何看待这种口语
化的写作？”阿来沉思片刻后答道：“所
有的创作者都想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文艺要求永远创新，一是新的题材，另
一个则是新的表达方式。尽管如此，
杜甫口语化的表达也能写出新意，永
不过时。”

前人评价杜甫，作诗“无一字无来

处”，称赞其善用典故，敢于“同题竞争”，
其实在阿来看来，口语正是杜甫生活的
来处。“本卖文为活”，这句杜诗几乎是白
话文，将一个以写碑文为生的“职业撰稿
人”刻画得入木三分，比一些华丽的辞藻
更有表达的诚意。“写作时如果情绪饱
满，无论是活用典故，还是口语表达，言
之有理即可。”阿来说。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的讲座在封面
新闻直播，吸引众多网友在线观看。截
至记者发稿，《阿来讲杜甫④｜以诗回望
诗圣在草堂的日子》吸引到全网163万
人“云听讲”，跟随阿来的讲述了解杜甫
和睦的邻里关系。其中，封面直播客户
端观看量为85.2万，封面新闻微博、封面
新闻视频微博、新浪新闻、凤凰新闻、今
日头条、手机百度、抖音、快手、视频号、
大鱼号观看量77.8万，直播间热度居高
不下。

不只是在线上，阿来精彩的讲座也
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主持人、东周
社主讲人周东当天来到现场聆听，这已
是他第三次来现场参加阿来系列讲座。
尽管当下打开手机就能随时随地收看直
播，他还是尽量抽出时间来到现场，“就
像看演唱会一样，现场来听阿来的讲座，
也是因为有氛围感。围坐在一起读诗听
讲，感觉酣畅淋漓。”

周东坦言，阿来的讲座，一如既往
地展现了其丰厚的文化积淀，与此同
时，常听常新，每次都大受震撼。阿来
从诗歌讲到文学、历史、人性、城市，特
别是讲到杜甫与成都这座城市之间的
连接，让他受益匪浅，“杜甫已然成为
我们共同的好友，期待下一场讲座如
约而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实习生 朱翼帆

杜甫与邻翁画家如何交游？
“杜甫成都诗”第四讲吸引163万网友“云听讲”

▲ 5月 7日，
阿来系列讲
座 ——“ 杜
甫 成都 诗”
在阿来书房
开启第四讲。

◀讲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