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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万物复苏。2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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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讲，在阿来书房举行。当天恰逢立春
之日，“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
发时……”杜甫曾写过一首名为《立春》
的诗，他在成都更有不少关于春天的诗
问世。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阿来带领
现场观众缓缓进入诗圣的精神世界。
在阿来的妙语连珠和旁征博引中，大家
仿佛也看到了杜甫在成都春日漫步的
孤寂身影。

2023开年第一讲
阿来还原诗圣落魄时

当天的“杜甫 成都 诗”是该系列
讲座的第十讲，也是2023年开年第一
场讲座。阿来为此准备好对 10首杜
诗的讲义，分别是《奉酬李都督表丈早
春作》《徐卿二子歌》《戏作花卿歌》
《因崔王侍御寄高彭州一绝》《赴青城
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逢唐兴
县刘主簿弟》《重简王明府》《狂夫》《野
望》《不见》。

刚到成都的杜甫，是快乐的。春夜
的雨让他喜悦，夏天江涨也让他感到新
奇，他与南邻北邻喝酒，家里也是往来
无白丁，他还去郊外武侯祠发思古之幽
情。可是不久之后，因为离乡的忧愁和
时局的混乱，加上生活的窘迫，这让刚
在成都过上一段欢快日子的杜甫开始

变得苦闷。
和前九讲中神采飞扬的“诗圣”相

比，阿来还原了一个颇为落魄和失意的
杜甫，这也是最真实和最悲怆的杜甫。
在《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中，杜甫写
下名句“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这
时他看到的成都的春天依然美丽，但又
很伤感，因为此诗一开始就点明“力疾
坐清晓，来诗悲早春”。

那时的杜甫年过半百，一家十余口
需要他抚养，而他又不愿意放下“士”
的身份自食其力，比如像之后的陶渊
明那样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般的农夫生活。因此在唐中晚期
的社会动荡中，他不得不委曲求全，寄
人篱下，甚至用诗文来取悦蜀地权贵，
用阿来的话讲，那是杜甫为了生存在

“拉赞助”。

解构杜甫的无奈
应酬之作难为人熟知

阿来讲述的《徐卿二子歌》和《戏作
花卿歌》都是杜甫为讨好官宦人家写的
应酬之作，之前并不被太多人所熟知。
前者的主角是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后者
的主角是西川牙将花惊定。徐知道曾
权倾一方，但因反叛导致身首异处；花
惊定曾平叛为国家立功，却因屠戮百姓
而蒙上人生污点。因此，阿来当天一开
始就用“狂夫的无奈”这个题目为他的
演讲“点睛”。

背井离乡来到成都的杜甫虽然称不
上“社牛”，但也是喜欢交友的，不过他
的一些朋友是因为无奈而交往的。“杜
甫在成都有段时间陷入到一个经济上非
常尴尬的局面，他不打算劳动，这就没有

经济来源，贫贱夫妻百事哀，所以他不得
不投靠地方官以获得帮助。”阿来说。

“突然一看，杜甫交往的徐知道和
花惊定都很有问题啊，按照杜甫自己的
人格理想，他不应该这样子。甚至花惊
定在做了这些事情（劫掠和屠杀无辜百
姓）以后，杜甫还写诗赞美他。”在阿来
看来，之前杜甫和名人雅士的朋友关系
都比较高大上，结果在他晚年时的画风
发生了巨变，这是他迫于生活的无奈，
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人生都有AB面
诗圣因此真实鲜活

杜甫所写的《狂夫》亦是阿来重点推
荐的十首诗之一，诗云：“万里桥西一草
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篠娟娟净，
雨裛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
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
夫老更狂。”杜甫在一家人几乎快饿死的
情况下，却还在兴致勃勃地赞美自然风
光，狂态毕现，因为他没有被残酷生活击
倒，反而用更强横的方式和命运“硬刚”。

杜甫是“诗圣”，亦是一个平凡人，任
何人的内心世界都可能会有A面和B
面。阿来说：“让人有些尴尬的是，我们那
些太爱杜甫的学者们，他们一般只讲他如
何忧国忧民，而对他的无奈避而不谈。我
觉得要真正了解真实而鲜活的杜甫，就
需要直面他的无奈，更会发现这位诗人
所坚持的不易。杜甫的诗分为两种，一种
是应酬之作，另一种是他的真情实感，那
才是他在认真地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摄影报道

“今年迎气始，昨夜伴春回。”2月4
日，正值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之首——
立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游人如织，
在这里享受着初春的阳光。与此同时，
陈列馆中也传来阵阵动听的音乐声，

《天府文化对话世界》大型双语系列纪
录片全球上线仪式正在这里举办，现场
更公开了主题宣传片。

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
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
堰；出土了众多造型独特、做工精美青
铜器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国最早的
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
交子的诞生……在播放的画面中，能够
看到延绵数千年的天府文化，更能看到
它们与世界的对话。

越过山海之隔
实现海外五个国家的跨国拍摄

从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
文物入手，聚焦鸟、面具和神树这三个世
界考古史中出现过的共同意象，串联起
古蜀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玛雅文明之
间的交流与对话的《神秘的古蜀瑰宝》；
从世界文化遗产和水利工程这两点共性
出发，探寻人类用水、治水、护水的水文
化与城市及市民生活方式之间关系的
《水利兴城的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值
钱”的创造力》，从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
子为切入口，对比中国成都与欧洲第一
个发行纸币城市的文化创造力，探寻纸
币诞生之于一座城市的意义……

据现场介绍，该系列纪录片共三
集，分别为：《神秘的古蜀瑰宝》《水利兴
城的世界文化遗产》《“值钱”的创造
力》。作品以国际化的视野和角度，邀
请世界各国学者隔空对话，更首次将天
府文化定位于全球历史文化坐标系，深
度挖掘交子、都江堰、金沙-三星堆等天
府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悠久文明
之间存在的异同、关联和延伸，在世界
智囊思想碰撞中，实现东西文明的交流
与互鉴。此外，在本片制作过程中，越
过山海之隔，大胆启动海外五个国家的
跨国拍摄联合协作，完成了一次中外文
化交流互鉴对话。

在上线仪式活动现场，纪录片导演
马骐骁、李钉、张珈语及参与纪录片制
作的中外文化研究学者，分别分享了创

作经历和感想。在他们的讲述中，也能
看到这部跨越了数个国家的纪录片是
如何成就的。

“通过拍摄《‘值钱’的创造力》，我
对‘交子’有了新的认识，交子的身影从
未消失，变化的是金融创新的形式，不
变的是成都人骨子里敢为人先的创新
基因。”导演张珈语在现场如是说。马
骐骁也表示，世界在不断变化，但始终
不变的是人类历史和文明的交流互鉴、
融合贯通。“而这也正是我想通过《天府
文化对话世界》这个纪录片传达给观众
的思想。”

聚焦文明对话
作品将在多个海外平台播出

据悉，为了拍摄此片，摄制组邀请

了强大的中国文化研究学者团队，更请
来了数位海外的知名人士和文化学者，
为作品提供支持。《神秘的古蜀瑰宝》的
特邀专家、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
章义在现场分享中说，今天的古蜀文明
化作天府文化的DNA，成为成都对话
世界的精神底色。明天的古蜀文明也
将与世界各地的文明一起，汇聚成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合力。

“这个纪录片要表达的天府文化，
它是以蜀锦、蜀绣、美食、音乐等为代表
的一个高端的都市文明。这个都市文
明延续了2300年以上，甚至如果把金
沙、三星堆的元素加进来的话，它应
是延续三四千年的文化。”在接受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成
都大学天府文化研究院院长谭平说，
当天府文化作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一
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表达，它走向世界
的时候，是可以去与世界上最高端的
城市进行文明的对话的。“我们把在人
类文明的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城市，它
们的精气神、价值观、生活美学，和我们
成都来做多方面的、会引起人们共情的
对话，无疑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
的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天府文化对话世
界》大型双语系列纪录片从 2月 4日
起，在Chengdu Plus海内外多语种新
媒体矩阵全球首发，并将通过英国普
罗派乐卫视、凤凰卫视欧洲台和美洲
台、俄罗斯金砖国家电视等电视媒体
平台播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阿来展开“杜甫 成都诗”第十讲。

《天府文化对话世界》大型双语系列纪录片全球上线仪式现场。

阿来还原杜甫人生“B面”：

了解真实而鲜活的杜甫，需要直面他的无奈

跨越山海之隔共话天府文化
纪录片《天府文化对话世界》全球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