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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立春，封面新闻“寻路东
坡——大型人文采访活动”正式起航，9
路记者从眉山出发，分赴9个对苏东坡影
响极深的城市采访报道，寻访北宋年间
的明月清风与东坡故事。

立春出发，春分回家！3月21日，春
分时节，“寻路东坡”又将回到眉山，通
过举办分享会活动，探寻寻路东坡的启
示与意义，为“寻路东坡——大型人文
采访活动”画上圆满的句号，并开启再
出发。

9路记者重走东坡足迹
深度还原苏东坡的一生

为进一步推动“三苏”文化的宣传
普及，扩大“三苏”文化传播力影响力，2
月4日，在开展全省东坡文化季的契机
下，封面新闻正式启动“寻路东坡——
大型人文采访活动”，9路记者分别前往
四川眉山、河南开封、江苏徐州、湖北黄
冈、浙江杭州、广东惠州、海南儋州、江
苏常州、河南平顶山郏县等9个在苏东
坡生命中留下重要印记的地方，重温他
的得意与失意，感受他的痛苦与欢愉，
探寻东坡文化。

从前期策划到采访报道，整个活动
耗时两个多月，通过数十篇深度图文、
十余条精品视频、九幅漫画、创意产品
表情包等，带大家深度还原了苏东坡
跌宕起伏的一生。“寻路东坡”系列报
道也以扎实的采访、详实的内容、优美
的文风受到了全国文化界和媒体界的
关注，其中开封、黄冈、徐州、儋州等城
市的专家学者对这一系列报道给予了
高度评价。

沉浸式体验东坡文化
记者追寻路上感悟深刻

在“寻路东坡”的路上，9路记者或

坐飞机，或乘高铁，还骑了“电驴儿”，使
出浑身解数直抵目的地。经历了“走出
去”和“沉下来”，记者们对东坡先生的
一生有了丰富而立体的认知，自身也有
许多感悟。

“杭州和常州是苏轼路途上比较安
逸的城市，他两次到杭州，都相对过得比
较开心，常州是他选择的终老地。”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此次前往
杭州和常州采访，许是和苏东坡的心境
相通，她觉得整个采访过程也相对惬意
轻松。

“苏东坡对杭州的贡献很大，他在这
里通运河、疏西湖、建苏堤，解决了城市
用水问题，百姓对他的爱戴见于史册，字
里行间皆是情深义重。”徐语杨说，在杭
州采访时，她最大的感悟是苏轼和杭州
相互成就，苏轼留给杭州千秋功绩，杭州
给了他豁达的底气，将他的愁苦与烦忧
深深安放。

封面新闻90后视频编导梁家旗前往
黄冈采访。“黄州（今黄冈市）是苏东坡
的贬谪之地，在这里，他遭遇了人生的
最低谷，这里是他的炼狱，但也是他的
福地。”梁家旗说，在黄冈采访的几天
里，一直阴雨绵绵，正如苏东坡来到此
地时内心的郁闷。后来，当地的人、物、
事改变了他的思想，让他慢慢走出被贬
的苦闷，甚至在这里写下了“天下第三
行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被贬黄州
为后边苏东坡被贬惠州、儋州做了心理
铺垫。”梁家旗说。

出走一生归来仍“少年”
寻路东坡眉山“再出发”

从19岁首次离开家乡，苏东坡一生
辗转各地，西至陕西凤翔，南迁海南儋
州，东到浙江杭州，北临河北定州，漂泊
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但终其一生，他最
想回到的还是那个度过了欢乐少年时光
的家乡眉山。

出走一生，归来仍“少年”。从眉山
出发，归途亦在眉山。在“寻路东坡——
大型人文采访活动”结束之际，封面新闻
联合眉山市委宣传部，将于3月21日在眉
山举行一场分享活动。

届时，参与“寻路东坡——大型人文
采访活动”的记者将分享采访经历，还有
专家学者参与的文化沙龙，探讨寻路东
坡的启示意义和新时代东坡文化的当代
价值、世界意义。此外，当天正值春分，
现场嘉宾还将种下9个采访城市的代表
树种，共植“东坡之树”，象征东坡文化的
传承与延续。

此外，“寻路东坡”还会继续。活动
当天，封面新闻将携手眉山等9个城市
继续举办“寻路东坡”知识挑战赛等相
关活动，传承、弘扬东坡文化，将一直在
路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王越欣 李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眉山三苏祠采访苏学专家王晋川（右）。

杭州西湖畔的东坡塑像。 徐语杨 摄

立春出发春分回家

“寻路东坡”分享会今日在眉山举行

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百科全书式
的文化巨人，关于大文豪苏轼，人们总是
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尽的内涵，以及永
远新颖的角度。

3月24日上午10点，“东坡大家讲”
系列讲座将在眉山三苏祠开启。该讲座
将广邀全国范围内的专家学者，来到眉
山三苏祠，从不同角度解读苏轼，传承和
弘扬“三苏”文化。

作为首期重磅主讲嘉宾，上海师范
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李贵教
授将以“跟着苏轼游宋朝”为题，将自
己多年来对宋代文学尤其是苏轼的深
刻体悟与大家分享。他对苏轼的体悟
角度非常独特——用文学、历史和地
理三结合的方法，以空间为重点因素，
讲述作为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苏轼，
是如何用自己伟大的作品塑造了宋朝
多个地方。

文助江山
苏轼的作品形塑了宋朝许多地方

宋朝远去了，苏轼远去了，但苏轼的
文化创造至今犹自屹立不倒。他成为中
国读书人的精神典范，其作品成为中华
民族和汉字文化圈的经典。在中国古
代，有个文学批评术语叫“江山之助”，意

谓某个地方的地理山川帮助作家写出好
作品。在李贵看来，这个术语也可以反
过来说——“文助江山”或者“人助江
山”。现代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学作品不
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
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
这些地方，比如现代作家叶圣陶的《苏州
园林》对苏州形象的塑造，张爱玲、王安
忆的上海书写也对上海城市形象塑造有
重大贡献。

这个理论放在苏轼与他一生所去过
的地方，也是合用的。也就是说，苏轼的
作品形塑了宋朝许多地方。“他的观看方
式、地方书写和身份认同既存有当日的
现实气息，又带着历史进程的印记，承载
着自我发现和集体记忆，是作者对现实
世界的‘文学制图’，是从空间维度塑造
宋朝的关键文本。”李贵说，“精读苏轼的
作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大地从‘空
间’变成’地方’的过程和特质，从而深入
理解中国的历史演变。”

苏轼一生仕途崎岖不平，反复着
“在朝-外任-贬居”的状态。从地图上
勾勒出的苏轼行迹图，可以看到他称
得上是“身行万里半天下”。李贵将会
从苏轼的具体诗词来分析，苏轼是怎
样塑造宋朝各地的。比如“吾家蜀江

上，江水绿如蓝”“我家江水初发源，宦
游直送江入海”“认得岷峨春雪浪，初
来。万顷蒲萄涨渌醅”，这些诗词对家
乡的塑造；“欲把西湖比西子”对杭州
的塑造，“罗浮山下四时春”对广东惠
州的塑造，“快意雄风海上来”对海南
的塑造等。

另辟蹊径
解读苏轼作品里的空间地理因素

李贵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
和文化研究，同时还担任中国宋代文
学学会理事、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理
事。3月20日晚，在他入川之前，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电话连线对他
进行了采访。

谈到即将前往眉山三苏祠开讲，李
贵充满期待：“我上一次到眉山三苏祠，
还是当年在川大读书时，大概是1997年
左右。很多年过去了，我很想看看现在
的三苏祠。”

提到这次讲座主题的角度新颖——
考察苏轼作品里的空间地理因素，李贵
说，关于苏轼的文学成就、书画才华、政
治才能，大家都说得比较多，“我想给大
家分享一些比较新的东西。苏轼一生走
遍了大半个宋朝疆土，所到之处都写了

很多描写当地风土人情的佳作。这一方
面加深了所写之处在大众心目中的印
象，另一方面也给后人了解宋朝当时各
地风土人情提供了一手材料。从这些一
手材料，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甚至触
摸到宋代这些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从
而复原出宋朝大部分地理状况。”

李贵还提到，苏轼是一个卓越的文
学家，他的作品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所以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说，他对每一个
地方的书写和表达，都会大大帮助我们
了解空间是如何从古代一步步到今天
的，帮助我们深度地认知历史上的中国
和现实的中国。这样一来，就从地理和
空间的角度，拓宽了我们对自己所处的
家园的认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封面福利】

在封面新闻 APP 本条新闻下方留
言“我要报名”，前20位留言的朋友视为
报名成功，将获得前往眉山三苏祠博物
馆现场聆听讲座的机会。报名成功的
朋友将收到封面新闻发出的短信，凭短
信可于3月24日当天免费进入三苏祠，
转发无效。留言截止时间：3 月 23 日中
午12点。

与李贵教授一起“跟着苏轼游宋朝”
“东坡大家讲”系列讲座首讲24日在眉山三苏祠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