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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千古佳句 祭诗中圣哲

人日游草堂 成都各界祭拜杜甫
农历正月初七，相传是女娲造人的

日子，称为“人日”。而与这个节日联系
最为紧密的当属诗圣杜甫。自宋以来，
每年此时文人墨客纷纷前往草堂祭拜诗
圣杜甫。明清时期，这一祭拜活动流传
更广。

1月28日，大年初七，成都杜甫草
堂，社会各界群众齐聚草堂大雅堂前，
祭拜先贤，缅怀诗圣。“维公元二零二三
年，岁次癸卯，正月初七人日，成都杜甫
草堂博物馆、社会各界人士，聚于大雅
堂前，谨具鲜花雅乐，敬祭诗圣杜甫先
生之灵……”当清朗的诵读声从成都杜
甫草堂博物馆中传出，大雅堂的空地上
人头攒动，在红梅吐蕊的场景中，人们
的目光集中于舞台之上，在庄严的仪式
中凭吊诗圣。

在盛装仪仗的带领下，伴着古乐声，
庄严肃穆的祭祀队伍缓缓走向大雅堂，
分别完成了净手、奠帛、舞祭、礼祭、乐祭
等环节。随后，主祭人、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李明泉诵读祭文，并带领各
界群众在司仪的唱礼声中向诗圣塑像三
鞠躬，以表达对杜甫的深深敬意。

古礼祭拜诗圣
延续至今的文化传承

为何诗圣杜甫会成为与人日关系最
为密切的古人？溯其渊源，恐怕还要从
杜甫与高适的友谊说起。当年杜甫漫游
时，曾与李白和高适两位大诗人相遇，结
下真挚友谊。杜甫流寓成都时，高适正
在蜀州（崇州）做刺史，经常资助杜甫。

公元761年，高适在人日那天题诗
《人日寄杜二拾遗》寄赠杜甫，表达对朋
友的思念。公元770年，漂泊于湖湘的杜
甫有一天重读高适这首诗，当时高适早
已亡故，杜甫睹物伤情，遂写下《追酬故高

蜀州人日见寄》，以寄托哀思。从此，高杜
人日唱和的故事便传为诗坛佳话。

“诗圣杜甫是大雅文化的代表，诗圣
祭拜仪式是后人表达对先贤尊崇的一种
方式；草堂唱和诗会则是传承诗歌文化
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成都杜甫草堂博物

馆馆长刘洪介绍，杜甫草堂博物馆的古
礼祭拜诗圣仪式自2009年恢复以来，先
后邀请了文化名人张志烈、谭继和、魏明
伦、康震、梁平、阿来、吉狄马加、李敬泽
等担任“人日”祭拜仪式主祭人。“今日的
人日游草堂活动不仅是一场歌颂友谊、
传承文化的节日盛会，更是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优秀平台。”

祭拜仪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了“草堂
唱和”诗会。现场以诗歌朗诵、诗歌讲
解、诗歌故事解读等形式分享诗歌趣味
故事，引来大批观众驻足欣赏。同时，在
工部祠杜甫塑像前布置了供桌，备齐鲜
花、文房四宝和大量红梅枝，以供自发前
来的众人取用祭拜杜甫。

“人日游草堂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传
承，一个是弘扬。”活动现场，西南民族大
学教授、四川杜甫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
家徐希平也现身祭拜诗圣杜甫。他说，
从祭拜诗圣仪式恢复以来，自己14年都
未曾缺席，这已经成为了他心中的一个

“情结”。“你在现场可以看到，当年很多
参加活动的老先生，可能已经故去了。
但是一代又一代人在传承这种习俗，今
天现场有很多年轻人、学生孩子，这就是
文化传承。”

徐希平说，从“人日游草堂”的活动
中，人们还能体会到杜甫与高适的友情，
能够感受到他不光是一个“可敬”的诗
圣，更是个“可亲”的性情中人。“很多人
认为杜甫高不可攀，但他有着对友情、亲
情的重视，有着世俗的情感。所以说，杜
甫是平凡中的伟大。”

提前“剧透”纪录片
这些诗圣故事将首次呈现

赏江南生活美学展览，流连梅园，闲
坐茅屋，在诗情画意中拜谒杜甫，自然是
其乐融融。仪式现场还举行了《蜀·风流
人物——草堂杜甫》纪录片导演见面会，
该片执行导演王高更是提前“剧透”了精
彩看点，解析拍摄诗圣杜甫的故事。

“片中有几个场景的首创。首先，我
们第一次把杜甫怎么建茅屋的过程呈现
了出来。我们都知道杜甫是个河南人，
当时也是比较贫困，他来到四川之后，建
房的资金从哪儿来，他如何按照川西民
居的方式建造房屋，我们做了很多的考
证，想要把这段故事演绎出来。然后，我
们还首次呈现了杜甫携妻儿从剑门关入
川的场景，这个在之前的影视作品里面
是没有呈现的。唐朝时期成都的盛景，
我们通过影视把它还原出来了。”王高
说，作品分为上、下两集，分别讲“家”和

“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适与杜甫酬唱

佳话的另一所在地——崇州还同时举办
了“人日游草堂”分会场活动，以诗歌吟
诵、诗书画展览、诗意歌舞表演等形式，
以诗聚友，以诗传情，共续诗坛佳话。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主题活动80余场日均游客达93万人次

这个春节 成都公园绿道“火出圈”
遛弯儿、晒太阳、逛公园，与其外出

感受“人从众”，不如趁机打卡家门口的
绿道公园，今年春节假期，成都市公园
城市局依托全市绿道公园，组织开展了
游园、民俗、科普、展演、灯光秀等主题
活动80余场，日均游客数量达93万人
次。雪山下的公园成都，带给市民、游
客更加丰富多元的游玩选择。

这个春节假期，要说成都最“热”的
地方，熊猫基地必须榜上有名。据统
计，熊猫基地春节假期前三日游客数量
分别为3.7万、5.9万、6.8万人次，日均游
客量超5.4万人次。

今年春节假期，熊猫基地特别邀请
画家绘制设计了国潮熊猫贺新春艺术
形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延展氛围创
意。不仅如此，还给“滚滚”们准备了新
年“雪”礼物。让市民游客“解锁”国宝
大熊猫的多样“萌”态。

锦江侧畔，灯火通明，再现千年前
盛唐时期锦江春日不夜城的盛景。锦
江公园内，“锦江之上”以成都绵延悠长
的历史文化为根基，以锦江沿岸时尚现
代的城市生活场景为舞台，穿插歌舞、
音乐、戏剧杂技表演、交互式体验和现
代数字视听科技等多种形式，让游客在
泛舟锦江的旅程中体验到千年锦江的

古蜀文脉和现代成都的幸福年味。
新春佳节之际，环城生态公园14个

园区、18组新春彩灯欢喜迎新。2月5日
（正月十五）前桂溪生态公园、青龙湖悦
动彩林、蜀道通衢还将举行集市“闹”新
春，在公园写春联、转糖画、吃特产美
食，体验别样的新春年味。

人民公园则通过开展非遗活动和
独具年味年俗的游戏，让市民游客在公
园内度过一个轻松、愉快有意义的春节
假期，体验蓉城年味的别样精彩。文化

公园从大年初一开始就人气爆棚，春节
推出的系列活动以及娇艳花卉、魅力灯
组都备受游客们喜爱。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2023中国成
都光影艺术季也在成都露天音乐公园
欢乐开启。数十组超大型灯组扮靓城
市夜景，在林间草地，油纸伞如萤火般
在夜里绽放，更有几十组千姿百态的
氛围灯争奇斗艳，带给市民不一样的
视觉体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阳光跟着大家一起“返岗”

气温回升
昼夜温差加大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春节
假期留不住，兔年第一个工作日踏着
阳光而来。

春节已过，一切向暖。对比1月28
日14时与1月27日14时的气温，全国大
部都开启了回温模式。

未来几天，雨水全面下线，我国大
部降水稀少，天气晴朗，再加之冷空气
的缺席，气温将快速回升。记者从四
川省气象台了解到，28日起三天，四川
省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盆地山
区早上有霜冻；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
高。29日起，攀枝花的气温将从此前
的“暴跌”转为“猛升”，最高气温迅速
回升到20℃以上，并将突破25℃；西昌
也将向着20℃冲刺。

有阳光相伴，盆地暖如初春。但
受晴空辐射的影响，昼夜温差也将拉
大，盆地北部最低气温-2-0℃，南部最
低气温1-3℃。

阳光“返岗”后状态不错，预计成
都未来一周都是以多云到晴天气为
主。2月1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有分
散小雨，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和道路
结冰，气温略有下降。

草堂人日祭拜诗圣杜甫活动现场。

《蜀·风流人物——草堂杜甫》纪录
片导演见面会。

锦江侧畔再现不夜城盛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