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3年2月10日 星期五 编辑王浩 版式张今驰 校对毛凌波互动

南宋文学家王灼在其《碧鸡漫志》中
曾经这样说苏东坡：“指出向上一路,新
天下耳目。”

2月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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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成都阿来书房继续开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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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苏轼研究会理事、四川辞书
出版社副编审张国文和主持人海江在讲
座后展开了精彩对谈，达成了一个共识：
苏东坡堪称宋代文学和文化的天花板。

深受北宋政治影响
从小崇拜正人君子

张国文表示，苏东坡出生于 1037
年，在他幼年时候北宋经历了庆历新
政。在庆历新政的时段里，出现了范仲
淹、欧阳修等大批青年政治家。这些政
治家提出了改革的主张，其中一条就是
要在各个州县兴办学校，这也让苏东坡
兄弟两人从中受益。

“当时眉州也兴办了官学，官学老师
姓刘，苏轼两兄弟接受了正式官办学校
的教育，可以看出政治对于苏东坡兄弟
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张国文还讲了一个小故事，苏东坡
曾经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文学作品的影
响，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对于范仲淹为代
表的改革派进行了非常高的评价。苏东
坡也是心向往之，很想结识范仲淹等人，
但是那个时候苏东坡还很年幼，老师并

不认为他有机会认识他们。“结果苏东坡
说，如果这些人是天上的人，我自然可以
不去理会、不去了解，但他们是我们这个
时代的人。可见，在那个时候范仲淹这
种正人君子就在苏东坡兄弟的心头有了
很高的位置。”

而且两兄弟的父亲苏洵也对他们提
出了要求，他们一直在父亲的带领下研
究天下兴亡治乱的道理，也写了很多文
章。苏洵曾经写过《六国论》，分析六国

破灭之道，还给苏东坡哥俩提出了要求，
让他们也写类似的东西，探讨国家兴亡
成败的逻辑。

各种文章信手拈来
堪称北宋文学天花板

主持人海江提到，苏东坡的文学成
就堪称北宋文化的天花板，陈才智颇为
赞同这种界定，而且还加了一个“是北宋
文化和文学”的双天花板。

苏东坡不仅文学造诣高，在书法上
也是大家。“苏、黄、米、蔡”中的苏就是苏
东坡，而文学上则是各种风格全部拿捏
住了。

“以前词是聊天的、喝酒的、花间
的……属于一个配角，但是到了苏东坡
手下，他将词变成了一种时代的文学。”
陈才智说，“再说北宋的散文，多半都是
苏东坡的天下。苏东坡各种文体都能信
手拈来，因为他既做过学者，也做过官
员，同时他还是一个文学家。”

尽管苏东坡诗词歌赋都非常出色，
但陈才智最喜欢的还是他的书信体：“就
像现在微信的那种自由、接地气，不像写
公文需要起承转合，古文要讲究文气。
苏东坡的汪洋恣肆、随机应变、随缘自
适，在他的书信体当中体现得最明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闫雯雯 摄影 周彬

陈才智教授（左）与张国文展开对谈。

名人大讲堂·东坡文化季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这一首《题西林
壁》，想必不少人耳熟能详。这是一首诗
中有画的写景诗，又是一首哲理诗，哲理
蕴含在对庐山景色的描绘之中。

2月 9日，在陈才智教授“苏海拾
贝——苏东坡与北宋文化”的讲座中，就
特别提到了《题西林壁》这一首诗作。不
过，在讲座现场，当这首诗从一位8岁的
小朋友口中朗诵出来，倒是颇具趣味。

作为现场年龄最小的听众，小学三
年级学生周一一虽然才8岁，但全程认
真地听完了近两个小时的讲座，还收获
了不少“知识点”。说起来到“名人大讲
堂”的缘由，她说自己很想了解多一些苏
东坡，也想了解宋朝这个繁华又文雅的
时代。

“我觉得苏轼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
他虽然多次被贬，但他每次都看向人生
好的地方。”虽然年纪不大，但说起苏东
坡，周一一“头头是道”，从他的诗作聊到

了其跌宕起伏的一生。周一一说，为了
能够更好地明白讲座的内容，全家人前
几日参观了四川博物院举行的“高山仰
止 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物特展”，
还特地观看了央视播出的关于苏东坡的
纪录片，做足了功课。周一一还说，在整
场讲座中，虽然也有她这个年纪难以理
解的专业知识，但在陈才智老师讲解苏
东坡的诗作时，让自己收获许多。

“孩子的父亲就是位‘苏迷’，她也是
受爸爸的影响，对苏东坡格外感兴趣。”

讲座现场，周一一的母亲说，小朋友现在
每天都会学习背诵一首诗歌，对苏东坡
的豁达记忆深刻。“现在生活中的困境很
多，但是通过观看苏东坡的作品，不仅能
够从中汲取力量，看的过程中更对小朋
友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的传统
古典文化博大精深，孩子们在其中好好
浸润，对他们的成长也是有帮助的。从
苏东坡的文学作品中去了解他的经历，
那孩子也经历了没有经历过的人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苏东坡是北宋文学和文化的天花板

苏东坡其人其文，乃至其多个领域
的事功，丰富多彩，形成一个汪洋恣肆的
大海，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普通读者、专
业研究者。

2月9日，陈才智教授来到阿来书
房，带来名为“苏海拾贝——苏东坡与北
宋文化”的讲座，并勾绘出一幅完整的苏
轼画像。讲座结束后，四位传习志愿者
继续向陈才智教授请教。

第一个提问的志愿者是重庆师范大
学研二学生刘珈汐。苏轼是从四川眉山
走出去的文化名家，眉山史上也有“八百
进士”的典故，她很好奇眉山这种好学风
潮是如何形成的？陈才智教授回答：“眉
山出了这么多的进士，在中国教育史上
应该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去过眉山多
少次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八百’这个数
量级已经构成了眉山走向世界的一张最
闪亮的名片。在这张名片背后，才能推
出苏东坡。”

从事销售管理工作的冯文哲提问：
“在苏轼的人格塑造中，他的母亲程夫
人担任了怎样的角色？苏轼身上的哪
些特质是从他母亲身上学到的？”对于

这个问题，陈才智教授从妈妈和孩子两
个角度作了回答：“一个人可能不知道
爸爸是谁，但是妈妈的影响源自娘胎，
伟大的母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巨
大的。在我此前写的关于‘家风家训’
的文章里，举例了很多故事，也有关于
苏东坡的例子。”

22岁的大学生刘小龙在四川博物

院当志愿者，他首先介绍川博正在举行
一个关于苏东坡的特展。陈教授表示
自己已经听说，计划次日专门去川博
看看特展。刘小龙提出问题：“苏东坡
家风家训中的哪些价值观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陈教
授回答说：“人都有家，自然是很重要
的，但能不能放大一点，在‘家’后面还
有‘国’。‘国’是由我们不同的个体支撑
起来的。作为苏东坡的一名读者、研究
者，我从苏东坡那里受到的影响很大。
比如在研究的时候，我会把他的年谱
对照着我自己的人生。他在某年做了
什么、他对父母如何，我就是把他当作
一面镜子。”

第四位提问者是10岁的小学生郑
尧，在她看来，东坡先生所在的北宋时期
文化丰富多彩，她想知道作为小学生，有
哪些可以学习？对于年龄这么小的传习
志愿者，陈才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很感
慨，他谈到自己10岁的人生光景，并从
数字化时代的角度，对学习传统文化的
具体方法给予了分析和建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传习志愿者刘小龙向陈教授提问。

陈才智教授的讲座吸引了众多观众现场聆听。

对话传习志愿者

陈才智：我把苏东坡当成人生的一面镜子

现场最小听众才8岁

小学生“拾贝”心得：苏轼的开朗豁达让我印象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