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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之助”是《文心雕龙》中的一个
概念，“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
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意为诗文的创作
得益于山水风景的帮助。3月24日上午
10：00，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
生导师李贵教授作为“东坡大家讲”的首
期主讲嘉宾入川开讲。他以《跟着苏轼
游宋朝》为题，创新地以“文助江山”的观
点，讲述了苏轼的诗文对于各地景观和
风俗民情的影响。在讲座结束后，四位
来自不同行业的志愿者带着不同的问
题，继续向李贵教授请教。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
教授郑黎薇对李贵教授提到的“文助江
山”的说法感到好奇：“叶嘉莹先生曾经
讲道，她旅居海外多年，有时候对着海外
的山水感到很难成诗。反而是回到国
内，能够写出作品来。您如何看待这种

‘江山助文’与您讲的‘文助江山’？”
“叶先生讲她旅居海外多年，那边的

景色没能够很好地促发她写作品，这对
她来说是一个很切身的体验。但是写作
本身就是一个私人化的事情，每个人都
是不一样的。”李贵教授以多位现当代作
家举例继续解释。“例如说钱锺书去欧洲
留学的时候，曾经写过很多诗。朱自清
在留学欧洲的时候，也写过一本很著名
的散文集《欧游杂记》，三毛的散文集直
接叫做《万水千山走遍》。恰恰是英国的
山水给了徐志摩灵感，让他写出了《再别
康桥》。有的时候，异域的地理山川反而
能够激发作者的灵感，所以我们强调‘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我现在反而觉
得‘行万里路’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更
重要，”李贵教授说，“我之所以讲‘文助
江山’，也是为了带给大家一个比较新颖
的观点。”

第二位志愿者是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教育研究部工作人员金欢，她向李贵教
授请教，能否从专业的角度对东坡遗址、
文博的联动提出建议。

李贵教授从自己的研究内容出发，
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不仅是苏轼相关
的遗址进行联动，而是扩展到整个三苏
的遗址进行联动。二是研究苏轼文本的
旅行。“有些地方苏轼没有去过，但是他
的作品早就传过去了，我们可以把它叫
作苏轼文本的旅行。早在宋朝的时候，
我们就很自豪，苏轼的作品传到了当时
的朝鲜半岛、日本等地。”李贵教授说道，
那时在日本有一句俗话叫做：“东坡，山
谷，味噌，酱油。意思就是苏东坡和黄庭
坚的作品就像味噌汤和酱油一样不可缺
少。我想我们的三苏文化要走出国门进
行海外传播的话，文本的旅行应该是一
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式。”

第三位志愿者是东坡书院阅读空间
的工作人员赵园田，她向李贵老师请教，
现代人对于苏东坡的名篇有哪些误读。
李贵教授回答说，实际上在教材和老师
日常的授课中，也会有对名篇的误读。
例如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中的

“晚景”，就应该是误读。李贵教授认为，
无论是从“竹外桃花三两枝”还是“春江
水暖鸭先知”来说，都应该写的是早晨的

景象。因为早晨的桃花才是色泽鲜艳的
样子，才具有可欣赏的美感，而鸭子更是
在傍晚归家，所以他认为这首诗应该为
《惠崇春江晓景二首》。“根据版本考证，
明代以后才出现‘晚景’的说法。因此这
是不可靠的。苏轼这时候刚刚被召回朝
廷，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受在诗里，无论
是从版本还是从诗意的角度来理解，都
应该是‘晓景’。”李贵教授说。

李贵教授还举了一个《赤壁赋》中误
读的案例。“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这一句
中的“更酌”，有人解释为再次喝酒。李
贵教授认为这是不对的。“苏轼的书法真

迹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更’字下面有
个小字，写着‘平’，说明该读平声，也就
是更换的意思。”李贵教授解释说，这是
两个并列的短语组成的句子，从句式上
理解，也应该是“冲洗酒杯，更换酒”的意
思，而并非“再次喝酒”的意思。李贵教
授建议大家多多研究，特别是在教学工
作和教材制定上，以免发生误读的情况。

最后一名志愿者是来自眉山职业技
术学院文化艺术系中文专业的徐嘉琪。
她向李贵教授提问：再次来到眉山有何
感想？在三苏的老家讲苏轼，又是什么
样的心情？

“隔了这么多年，我再来三苏祠最大
的感觉就是三苏祠越来越漂亮了，它就
像是一个园林一样，这也是因为民众对
苏轼的喜爱，”李贵教授说，“即便这个地
方有很多人书写，有很多文字和视频的
记录，但是你来了之后会发现，他们笔下
的内容变得真切了。”

“900多年前三苏在这里生活，如今
我们又来到这里讲座，我们能感受到跟
三苏是同呼吸的。”李贵教授说，这也是
目前人工智能还没能超越我们的地方：

“我们有我们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所
以我们对文学的感知是非常关键的。苏
轼非常强调这一点，他一生中都在不断
地强调记忆和感知，‘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人生有什么意义
呢？人生的意义在于自己的创造，在于
你来了这个世界上，做了事情，释放了你
的才华和天性。”

李贵教授说，他来到三苏祠讲苏轼，
是又紧张又激动，“这个地方越来越好
了”。但同时，李贵教授讲道，即便四川
这么好，苏轼还是要出川去闯荡，他这种
对于故乡和外面世界的辩证的认知，对
我们今天也有启发意义。“三苏祠的发展
首先是要扎根本土，但如果要扩大三苏
的影响、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样要走
出去，面向全世界宣传三苏文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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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教授讲座现场。

志愿者郑黎薇向李贵教授提问。

李贵教授对话志愿者：

苏轼强调的记忆与感知
是我们面对人工智能的最大优势

跟着苏轼游宋朝：聚焦“东坡大家讲”首场讲座

3月24日，由封面新闻、眉山三苏祠
博物馆主办的“寻路东坡”知识挑战赛在
封面新闻客户端及矩阵平台正式上线。
截至3月25日下午3：30，上线仅24小
时，参与挑战的人数已经破万，人们对东
坡的热情和关注不容小觑。

2月4日立春，封面新闻“寻路东坡
——大型人文采访活动”的九路记者分
别出发，到达与东坡紧密相关的九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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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各地研究苏轼的学者、专
业研究会、考古研究相关机构，重走东坡
当年之路，体验东坡心境起伏，挖掘东坡
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本次“寻路东
坡”知识挑战赛同样邀请了九大点位专
家学者共同出题，还有各大高校的教授
及东坡爱好者，汇集成本次挑战赛的上
千道题目。

本次挑战赛以趣味加学习的形式，
将苏轼一生中的重要节点与民间美谈，
都隐藏在题目之中。例如苏轼曾在《送

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中写道：“居杭
积五岁，自意本杭人”，他已然将杭州视
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其实，这一点在杭
州的民间传说中也有体现。在封面新闻
记者的采访中，西湖博物馆总馆馆长潘
沧桑也曾讲述过这个故事。在一次与朋
友游览杭州寿星寺的时候，苏轼刚走两
步就停下了脚步，说道：“我觉得我前世
好像在这里生活过，这里的景色让我如
此熟悉。”随后，他转头同友人说道：“若
我没记错，这里当有92级台阶。”后来两
人一数，果然如此。如今的杭州寿星寺，
也流传着这一则传说。

除此之外，苏轼还有许多的传说和
典故，至今仍为人们所用。你知道如果
没有苏轼，西湖就不会有“西子湖”的别
名，甚至如今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吗？你
知道没有苏轼，可能就没有《河东狮吼》
的典故吗？那么如今以“河东狮吼”命名
的电影又会叫什么呢？你知道没有苏
轼，就没有对“摩诘之画”“诗中有画、画
中有诗”的推崇吗？快来参与答题，看看

哪些关于苏轼的小知识，对我们的影响
如此深吧！

本次活动将通过个人挑战赛、团体
挑战赛、大神PK赛等方式展开。目前已
经开放的是个人挑战赛，每个用户每天
可参与10次答题挑战。每轮挑战满分
为80分，答题时间为2分钟，每答对一题
可获得10分，答错不扣分。用户每次完
成答题且获得满分80分，可获得抽奖机
会。因为设立本次挑战赛的初衷在于普
及苏轼相关知识，因此在答错的情况下，
用户能够立刻得知正确答案，脑海里关
于苏轼的小知识又增加一道啦！

除此之外，每轮答题结束后的“学习
专区”，能够直接跳转封面新闻“寻路东
坡”的采访报道，阅读各地专家对苏轼的
解读。悄悄告诉你，题目的答案就藏在
文章中。游戏加美文，你还没有心动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4月下旬团体挑
战赛即将上线，封面新闻将与“寻路东坡”
九地媒体联动，邀请当地相关机构和团体
加入，共同闯关答题。而在4月23日“世

界读书日”当天，更有大神PK专场将会在
封面新闻官方微博展开，封面新闻将邀请
中国诗词大会冠军、文化学者在封面新闻
微博进行连麦互动，敬请期待。

本次活动还特别为个人赛和团体赛
设立了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项，获奖
证书和千款苏迷专属好礼等你来拿！你
可以登录封面新闻APP首页悬浮按钮，
或右下角【我的】页卡“寻路东坡知识挑
战赛”界面参与活动。

本次“寻路东坡”知识挑战赛，由封
面新闻、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主办，荔枝新
闻、潮新闻、大河报、长江日报大武汉客
户端、南方都市报社、南海网、徐州报业
传媒集团、开封日报报业集团、黄冈广播
电视台联合主办，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徐州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黄
冈市东坡赤壁、杭州市苏东坡文化研究
会、惠州市博物馆、儋州东坡书院、常州
市苏东坡研究会、常州市苏东坡纪念馆、
郏县三苏园作为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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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东坡”知识挑战赛在封面新闻客户端上线

开赛24小时，挑战人数已破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