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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帆摄影 周彬

宋代蜀人赵夔《集注东坡先生诗前
集》有序：诵东坡先生诗文，“其初如涉大
海，浩无津涯……”

2月9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陈才智
现身名人大讲堂“东坡文化季”，以“苏
海拾贝”为题，在成都阿来书房畅聊苏
东坡与北宋文化之间如漆似胶般的关
系。苏东坡，这位让后世敬仰的大文豪
为何像海洋一般浩瀚辽阔？他又如何
滋养了这千年以来的中华文明？陈才
智在“苏海”畔拾起一片片闪耀着智慧
光辉的“贝壳”，给大家拼出了一幅完整
而无瑕的苏轼画像。

万人如海一身藏
他背后是中华文化的海阔天空

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
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
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的
名人大讲堂“东坡文化季”自年初启动以
来，持续在国内学术界和普通大众之间
掀起“苏东坡热”。这次邀请到的主讲嘉
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苏
轼研究学会副会长陈才智，作为主要从
事唐宋文学与文献研究，兼及古籍整理、
海外汉学研究的学者，陈才智教授也算
是苏东坡的异代好友。

陈才智教授一登台就说:“今天是2
月9日，一个月前（1月10日）是苏东坡
老先生986岁寿辰，所有人都在给他祝
寿。986岁，谁能活这么久？反正我不
能。”继而他说:“从苏东坡身上可以看到
中华文化广阔的天空，因此今天的讲座
我用‘苏海’来表达我对他的致敬。”陈才
智教授说，“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
点，我就能撬起地球，‘苏海’也像一个支
点，让我们了解苏东坡。”

“苏海”，喻指苏轼其人其作那种
海涵地负的浩瀚气象，这里用来借指
如汪洋大海般的苏学研究。历代文人
都对“苏海”有过专门论述，比如清代
戏剧家孔尚任在《桃花扇·听稗》里写
道：“早岁清词，吐出班香宋艳；中年浩
气，流成苏海韩（韩愈）潮。”清代小说
家汪藕裳《子虚记》卷六十四“圣天子褒
功加宠渥，永平公归结大团圆”即云：

“苏海韩潮文字美。”
苏轼曾说“万人如海一身藏”，这句

诗正可谓其自家写照，一如“苏海”之恰
切。陈才智教授认为，千古文人一东坡，
苏轼诚可谓海纳百川，他所师法和景仰
的历代前贤，如涓涓细流、漫漫清河，在
一代坡仙这里汇为江海，苏海最能形象
地代表苏轼的浩瀚气象。这种气象，非
海不足以言其大，非海不足以言其深，非
海不足以言其广。

千古文人一东坡
其诗作是鲜活的“清明上河图”

陈才智教授认为，北宋文化吸纳此
前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不仅各个文化领
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
放，更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
自立。而北宋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个
文人代表就是苏东坡。陈才智教授坦
言，自己研究苏东坡多年，发现他的诗歌

造诣和成就，最能代表北宋文化与文学
的血肉关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
型性的文人代表，苏轼通过其2700余首
包赡丰富、变化万状的诗作，展现出了一
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清明上河图’。”

之所以此次讲座把苏东坡和北宋文
化绑定在一起，陈才智教授自有他的考
量。他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文
化精神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议论
精神和淡雅精神，对苏轼诗歌产生了更
为直接深刻的影响，而苏诗的议论化和
崇雅尚淡倾向又更为突出、集中、典型地
代表了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和淡雅精
神，因而，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无论
对苏诗还是对北宋文化都不无裨益。”

陈才智教授说：“在北宋文化议论精
神的直接影响下，苏诗以其卓越成就，适
时深刻地反映出宋代文化尚理的时代精
神大趋向，这是其一。其二，议论入诗或
诗含理趣本就有着‘内在合理性’，并且
从《诗经》开始，就有着绵延不绝的发展
脉络。其三，苏诗直接继承了议论入诗
的创作传统，学习借鉴前人成功的经
验。其四，苏轼才思敏捷、学力宏赡，胸
中书卷繁富，头脑道理极多。”

陈才智教授认为，苏诗大大丰富了
古典诗歌中议论入诗手法的运用，使议
论化或尚理成为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重要
标志之一。正是在苏诗以后，议论才成
为有宋一代诗歌新的审美风尚。而北宋
文化的议论精神无疑是成就苏诗地位中
最主要、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解读文豪的精神内核
儒家思想让其卓尔不群

此外，陈才智教授还谈到了苏东坡
思想的精神内核，这就是以儒家为基
础，而兼蓄释道。苏东坡认为，虽然儒释
道三教异源别派，但殊途同归，因此他在
《祭龙井辩才文》中指出：“孔老异门，儒
释分官，又于其间，禅律交攻。我见大
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

陈才智教授说：“儒家民本思想是最
突出的一点，从苏轼的诗作中可以看出
他观民、悯民、爱民、忧民、泽民、惠民、济
民、恤民等等。其次，从民本精神出发，
苏东坡体现着干预时事、正视现实、关心
国政、抨击时弊、追求仁政的积极入世精
神。最后，苏诗中体现着儒家文化的人
生理想、生活态度和执着的性格，赋性刚
拙，议论不随，坚韧不拔，宁失其意不失
其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很多人喜欢苏东坡的诗词，是因为

从这些优美的文字中读到了能让人静心
的禅意。陈才智教授表示，于东坡的文
学创作而言，禅趣禅意渗透在他的审美
趣味、语言运用、题材选择、意境营造上；
渗透在其独具特色的旷放豪迈归于雅淡
自然、清静幽远的艺术风格中。东坡诗
中的禅影由无至有，由隐至显，最终达至
诗禅浑融一体的至高境界。

诗书画“三体合一”
北宋文化的繁荣尽收眼底

在讲座临近尾声，陈才智又给观众
剖析了苏东坡伟大的艺术天赋。绘画艺
术在北宋高度发达，堪称极盛，而苏东坡
正是文人画风潮的发起者之一。陈才智
教授认为，就苏轼诗歌与北宋绘画文化
而言，二者在艺术风格上对萧散简远的
雅淡精神有着共同的追求；在艺术规律
上，遵循着尚意主理、重神似气韵、注重
非功利性的共同原则。

陈才智教授还重点谈到了对后世
国画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的题画诗。

“在艺术实践上，苏轼以题画诗的形式
使诗、书、画精神上的融合真正得以实
现，为三者进一步水乳交融——作画取
诗意诗境，把诗作为画的题材，绘诗意
画；再进一步，借鉴诗的方法、原则作画；
最后，诗书画‘三绝’——奠定了至关重
要的基础。”

早前，陈才智教授曾著《苏轼题画
诗汇编》，书中编录了苏轼题画诗共计
102题 157首。根据苏轼题画诗所题
画科，分为人物、山水、畜兽、竹石花鸟
虫鱼及其他四类。无论在数量还是质
量上，都堪称中国题画诗史上的高
峰。陈才智教授认为，苏轼的题画诗
这朵花中之王，正如哥德巴赫猜想之
于数学王国一样，是北宋题画诗这顶
皇冠上最夺目的珍珠。苏轼的题画诗
不仅从形式上改变了诗画分离的状况，
而且使诗画本一律、异迹而同趣，诗画
本一道、异体而同貌的艺术真髓得到了
充分体现。

陈才智教授感慨而言，很少有哪一
位文人能像苏轼那样，在诗歌中与其时
代文化有如此密切的联系。通过他打
开的“窗口”，后人可以将北宋文化的繁
荣尽收眼底。为此，他以一长联作结：

“诗称宋冠、词开苏辛、文追韩柳、书首四
家、画擅三绝，问神州千载才人，谁堪伯
仲？扶风喜雨、西子长堤、赤壁两赋、惠
州浮桥、儋耳投荒，行逐客万里宦迹，我
怀先生！”

◀
陈才智教
授在阿来
书房带领
大家“苏海
拾贝”。

“‘苏海’即苏东坡之海，喻指
苏轼其人其作那种海涵地负的浩
瀚气象，同时这里也用来借指如
汪洋大海般的苏学研究……”2月
9日下午，清朗的声音从阿来书房
中传出，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苏
海拾贝”，不少听众穿越近千年的
时光，回到了繁华又淡雅的北宋。

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更是
历史上可遇而不可求的旷古奇
才，从古至今，苏东坡拥有不少的

“迷妹迷弟”，“苏迷”遍布世界各
地。所以关于苏东坡的讲座内
容，总能在网络上吸引网友们驻
足。据统计，当天的直播在封面
新闻客户端观看量达到80.2万，
同时在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
视频微博、凤凰、UC大鱼号、手机
百度等网络平台的观看量为 37
万。据数据显示，该场直播在封
面新闻全平台的观看量共计
117.2万。

此外，《直播丨苏东坡与北宋
文化》在川观新闻客户端首屏呈
现，四川在线网站同步直播，在这
两个网络平台的观看量共计37.2
万。同时，直播还在四川观察客户
端、四川发布客户端进行了发布，
共有2.5万网友观看。综合全网
数据统计，共计有156.9万网友观
看了本场直播。

据了解，“名人大讲堂”在
2022年迎来全新升级，首次设置

“主题季”的方式，精心设计举办了
考古季、司马相如季，以每期超百
万的网络观看量，保持着居高不下
的热度。前不久，在1月10日（农
历腊月十九），苏东坡986岁的农
历生日，“东坡文化季”系列活动正
式启幕。众多精彩纷呈的文化活
动来袭，向东坡先生送上诚挚的

“寿礼”，“名人大讲堂”作为重磅活
动之一，还将继续邀请更多名家开
讲，向观众展示一个更为立体和鲜
活的苏东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超150万网友
一同“苏海拾贝”

穿越回风雅的北宋

陈才智教授带领观众遨游“苏海”：

问神州千载才人，谁堪伯仲？

名人大讲堂·东坡文化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