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贵教授在“东坡大家讲”首期讲座中带领大家“跟着苏轼游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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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品“创造”一个赤壁
为海南唱出第一首春天赞歌

“东坡大家讲”首场讲座开启，李贵教授深析东坡“文助江山”

跟着苏轼游宋朝：聚焦“东坡大家讲”首场讲座

3月24日，在三苏祠三分莲池中央
的东坡盘陀坐像前，上海师范大学中文
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李贵教授带领现场
的观众开启了一场“穿越之旅”。在

“东坡大家讲”的首期讲座中，他以“跟
着苏轼游宋朝”为题，用文学、历史和地
理三结合的方法，以空间为重点因素，讲
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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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讲座不仅线下气氛热烈，在线
上也吸引了无数“苏迷”的驻足。数据显
示，当日的“东坡大家讲①｜与李贵教授
一同‘跟着苏轼游宋朝’”直播，在封面直
播客户端观看量达到了117.6万。此外，
该直播还在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视

频微博、凤凰、新浪、抖音、视频号、快手、
UC大鱼号、手机百度等网络平台中播
出，观看量为41万。据数据统计，本场
直播的全网观看量达158.6万。

据悉，在3月正式启航的“东坡大家
讲”，将继续邀请全国范围内知名苏学

“大家”，围绕苏东坡的政治理念、家风家
教、人生哲学和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普

及性讲座，展现更为全面立体的苏东
坡。其次，讲座是“大家”参与，通过线下
讲座、线上直播的方式，让大众参与其
中，打开大门办讲座，实现“大家”引领

“大家”参与。接下来，还将有更多的专
家到来，带领“苏迷”们拾贝“苏海”，徜徉
在“苏学”的海洋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在仲春的三苏祠中开讲

近160万网友一同“穿越”回宋朝

3月24日上午10:00，“东坡大家讲”
首场讲座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内隆重开
启。身为主讲嘉宾，上海师范大学中文
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李贵教授，在博物馆
内东坡盘陀像前登台开讲。

他以“跟着苏轼游宋朝”为题，分享
自己多年来对宋代文学尤其是苏轼其人
其文的深刻体悟。整场讲座效果奇佳，
能清晰感受到文脉气场流动。很多观众
听完都意犹未尽，在台下追问、请教李教
授更多的相关问题，并争相合影。

李贵教授是广东人，1991 年至 1998
年在川大读书，对四川有深厚感情，这次
来到三苏祠博物馆讲东坡，他直言诚惶
诚恐，前一天晚上忙到深夜还不忘再次
精修讲稿备课，“这里是三苏老家，我们
能呼吸到三苏呼吸过的空气，站在苏轼
曾走过的地方，这种感觉很奇妙。”

“文助江山”现象
帮助“塑造”了许多地方

壮美的自然山川可以开拓一个文人
的心胸和视野，给予其丰沛的创作灵感。
这种“江山之助”的现象，在历史上非常
多。从司马迁、屈原、杜甫乃至到三苏，都
是得过“江山之助”的绝佳案例。李贵教
授说，这已是一个文学常识，不需要再多
做重复详谈。相反，“文助江山”这种概
念，却容易被忽略，因而值得展开详谈。

接着，他就以苏轼为例，从其多篇诗
词、文章入手，带大家深入了解了苏轼的
文学作品对家乡眉山、杭州、黄州、惠州、
儋州等地方的巨大“塑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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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苏州园林》（《拙政诸园寄深眷——谈苏
州园林》，最早发表于《百科知识》1979
年第4期，选入语文教材时略有删节。）
对苏州形象的塑造。

对于这种“文助江山”的现象，李贵
教授分享了一个经验，“叶圣陶这篇课文
对很多人框定对苏州和苏州园林的认知
起到巨大的作用。我小时候读《苏州园
林》这篇课文，内心对苏州充满了向往。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到真的去苏州
园林参观时，一定会带着这篇课文带来
的记忆，去跟现实对照。”

此外，李贵教授还提到张爱玲、王安
忆的上海书写很深地影响了大家对上海
的印象，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
《消失的地平线》对“香格里拉”这个地方

的塑造，2021诺奖得主古尔纳的文学书
写对人们关于非洲形象的影响。

李贵教授还特别提醒，“文助江山”
的“文”，并不仅仅限于诗词文章，还包括
碑刻、书法、影视作品，乃至当下的短视
频等多种媒介的表达。

苏轼的“生命之问”：
我生飘荡去何求

在赏析苏轼诗词文章时，李贵教授
还谈到苏轼身上体现出来的诸多可贵的
人格品质，比如不以私人利益来更改自
己政治见解的独立精神，以及他在遇到
贬谪等人生困境时，没有被痛苦吞噬而
能做到豁达刚健面对的可贵态度。

苏轼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神宗、
哲宗、徽宗等多个皇帝当政时期。尤其是
在宋神宗到宋哲宗时代，社会危机急剧发
展、政局反复多变。身处其中的士大夫之
一苏轼，先是要求变法，但在王安石（新
党）新法推行时，苏轼反对新法，可当司马
光（旧党）等人尽废新法时，苏轼又主张维
护某些新法。这样的态度，让李贵很感
慨，“由此可见，苏轼完全是把自己的个人
利益置之度外，他完全是以真理、以天下
社稷福祉为标准，表现出独立、自由的可
贵思想。不是两面派，四川人有骨气。”

刚直的苏轼，在仕途上必然是不顺
利的，他经历了“在朝—外任—贬居”，然
后又“在朝—外任—贬居”的循环。在
《龟山》这首诗中，苏轼对自己一生发出
这样的感慨，“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
山岁五周。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
初白头。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
东游。元嘉旧事无人记，故垒摧颓今在

不？”在李贵教授看来，这首诗是东坡发
出的“生命之问”，引人思索。

苏轼“创造”了一个赤壁
为杭州的形象“定型”

在《赤壁赋》中，苏轼通过主人和客
人的对话，展现了他的思想由乐到悲，又
以乐作结的过程。“在这篇作品里，在黄
州处于绝望状态的苏轼解决和安放了自
己被贬谪的痛苦，思想开始走向深邃和
旷达。”李贵教授说。

在《后赤壁赋》中，李贵教授用“镜像
与自我认识”来分析苏轼，“最突出的构
思是影子、孤鹤、梦境以及梦中的道士。
梦代表着苏轼对人生本质的认识，其他
三者则是他认识自我的媒介，相当于镜
子里面的自己。戛然长鸣的孤鹤就是划
然长啸的苏轼的镜像，他们都是孤独的，
但也都是超越的、自由的。自由不在别
处，就在此处，在此刻。”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发生地，一般认
为旧址在今湖北嘉鱼。苏轼在黄州游览
的是赤鼻矶，当地人以讹传讹，误传为周
瑜大败曹操的赤壁。苏轼为了借景抒情
的需要，故意将错就错，“三咏赤壁”（《念
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的
书写让这个地方闻名天下，东坡“创造”了
一个赤壁，所以叫“东坡赤壁”，又名“文赤
壁”，以区别于赤壁之战的“武赤壁”。“其
实，苏轼等于‘创造’了一个赤壁。”

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到杭
州担任通判。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
又到杭州任知州。两次在杭州任职，苏
轼都写了大量关于杭州历史、地理、文
化、社会、人物的作品，全面书写了杭

州。李贵教授提到，杭州在苏轼书写之
前就已经很有名，但苏轼的作品使杭州
的形象最终定型。

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
相宜”，成为西湖的定评，设定了人们欣
赏西湖的思维底色，西湖也由此多了一
个别名——西子湖，“现在人们都是有意
或者无意带着苏轼对西湖的书写去看西
湖的。”李贵教授说。

苏轼人生思考的最后结晶：
“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

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定州知州
苏轼被贬谪广东英德。在远赴岭南途中，
苏轼不断接到新的贬谪命令，一次比一次
严酷，六月，又被勒令到广东惠州安置。

就是在这样不利的状况下，苏轼写
下“罗浮山下四时春”“岭南万户皆春色”
等书写岭南的诗句。在苏轼之前很多诗
人，提到岭南，大都认为那地方是蛮荒之
地。但是苏轼通过自己的诗句，带领读
者发现岭南的美，提高了岭南在人们心
中的地位，相当于“创造”了一个四季如
春、佳果时新、生活闲适的全新岭南。所
以有“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之说。而且这些作品成为今天研究北宋
岭南地理植物风物的重要资料。

之后，苏轼又被贬谪到海南。在当
时的海南，苏轼的生存、生活、审美都遇
到重大挑战，但他却发出关于海南的第
一首热情的春天赞歌：“无限春风来海
上”。“身处不如意环境中的苏轼，还能发
现和书写所到之处的优点。这种随遇而
安，对痛苦的化解能力，是值得今天人们
学习的。”李贵教授说。

晚年的苏轼在《千秋岁·次韵少游》中
写道：“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
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
矣，乘桴且恁浮于海。”李贵教授特别欣赏
这首诗，“苏轼掷地有声、刚健有力地亮明
自己的立场：不管处境如何，会坚持自己的
观点，初心不改。这既是对沉溺于悲哀的
苏门弟子的劝解，也是自己平生政治气节
的自白，更是他人生思考的最后结晶。”

此外，李贵还提到，苏轼的文学书
写，证明文字魅力是视频不能完全取代
的。比如像“岭南万户皆春色”这样的句
子表达的场景，如果在纪录片里也就几
个镜头，但是其美感却达不到诗句的韵
味无穷，“苏轼的文学书写源于生活、高
于生活，不是生硬的写实。杰出的文学
家首先是语言上的大师，他们的优秀语
言成为我们交流的基本工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摄影陈羽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