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沙遗址博物馆来了个讲解员“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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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寻路东坡”知识挑
战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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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
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陈才智谈到“寻路东坡”知识
挑战赛时说：“有生命力的学
问，与天地人心同在。”

今年2月，陈才智曾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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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关系。苏东坡，这位让
后世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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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寻路东坡”知识挑战赛的题库，从

“寻路东坡——大型人文采访活动”的9个点
位发散，涉及苏东坡在当地留下的功绩、诗
词，以及他在当地与朋友之间的交往等故
事。陈才智教授曾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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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瞻通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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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清
明上河图》。”陈才智也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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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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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才智教授也曾谈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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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寻路东坡”知识
挑战赛团体挑战赛即将上线，题库又将重新
扩充，其中就包含一定数量的跟苏东坡诗词
相关的问题。封面新闻也将与“寻路东坡”9
地媒体联动，邀请当地相关机构和团体加
入，共同闯关答题，同台竞技赢好礼。

此外，活动也开放给喜欢苏东坡的粉丝
们，组团参与，可加此微信（微信号：
qingjiaoshequ）进行团体赛报名。你们，
准备好了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琴

金沙遗址博物馆
讲解员

庞源川
推荐书目：

《李白诗歌鉴赏辞典》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雨心吴德玉

实习生 王邵佳

身着得体熨帖的西装，随时将麦克风紧
握在手中，一边熟练穿梭于展厅的展陈中，
一边引导着观众将目光集中在文物之上
……这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讲解员庞源
川的工作日常。作为一名文博领域的从业
者，他每日与神秘而辉煌的古蜀文化并肩而
行，漫步在数千年前璀璨的古蜀国遗迹，沉
浸在漫长又悠远的绮丽历史中。

画风一转，他穿越时空，成为自己的“偶
像”——李白。只见他头戴纱帽，手捋长须，
吟诵千古名篇《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
何茫然！”在李白的诗词中，他仍能找寻到关
于古蜀国的点滴故事。

4月23日，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即将
到来之际，在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推出的

“我为书狂”——4·23一起穿阅吧特别策划
中，庞源川就穿越历史的尘埃，成为了李
白。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的采访
时，他说起自己与李白“结缘”的伊始，更谈
到了他从阅读中所收获的力量。

与李白结缘
“富有激情和热情的人生态度”

与大多数人一样，年少时期的庞源川对
于李白的认知，几乎全部来源于教材和课
堂，来源于《静夜思》《赠汪伦》《望庐山瀑布》
等诗篇中的动人诗句。但真正走入李白的
生平，体会其跌宕起伏人生中的心路历程，
还得从他的金沙遗址博物馆讲解员的身份
开始。

“我记得201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举办
了名为‘风·雅·颂——国学经典诵读’的活
动。我们金沙遗址博物馆选择了《蜀道难》
作为参赛作品，当时就由我扮演李白，所以
那个时候和李白结下了‘不解之缘’。”

庞源川说，身为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讲解
员，他的工作就是在馆内和观众分享古蜀文
明，介绍古蜀国的历史知识。而李白的《蜀
道难》中写到的“蚕丛及鱼凫”，描绘的正是
古蜀国的两位先祖。“其实还是和李白挺有
缘分的。”

虽然从孩童时就能背诵李白的诗篇，
但对于庞源川而言，他对这位“诗仙”的印
象只存在于书本上。因为工作的机遇，他
开始走进李白的人生故事中，理解他绚烂
又波折的一生。

“真正要去塑造这个人物角色的话，
需要了解他的生平过往和内心所想，以及
精神世界。”庞源川说起他心中的李白，除
去众所周知的“有才”，他更认为李白富有
激情和热情。“这种热情不仅是对于生活，
包括对于他的写作也是。这个人的一生，
他把这种热情注入了骨髓。所以他写的
诗，我们读起来酣畅淋漓，这也是他性格
的再现。”

而后，庞源川又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出品
的国学经典剧目《蜀道难》中，再次扮演了李
白。庞源川回忆，他至今仍记得在昆明演出
的舞台上，似乎有那么一刻，他与李白心灵
交汇。“那次的经历让我非常难忘，当天的演
出效果也非常好。在舞台上，当背景灯光一
打，我站在高处，风吹过来，衣袂飘飘的时
候，有那么几个瞬间，我仿佛觉得我化身为

李白一般。”
采访中，庞源川特别提起了李白的《早

发白帝城》，此诗妇孺皆知，是李白流放途中
遇赦返回时所创作。此时，李白已经历了大
半个人生，尝过世事沧桑和磨难。“我觉得这
时的李白，虽然已经接近晚年，但他到了人
生境界当中最为开阔的时代。李白的一生，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要乐观积极。不管面
对什么困难，我们都要以豁达开阔的心态来
面对，所以他的人生很精彩，也是得益于他
对人生的积极乐观态度。”

探讨阅读的意义
“让我们更好地过这一生”

在采访的间隙，庞源川手中紧握一
本《李白诗歌鉴赏辞典》，不时翻看阅
读。在“4·23世界读书日”到来之时，他
也想向更多的读者推荐这本书，这是他
了解李白的途径之一。当然，庞源川直
言，自己也是工作之后逐渐发现阅读的
重要性。

“其实我小时候不是特别喜欢阅读，长
大后来到博物馆工作，这个工作性质就需要
广泛地去阅读，去了解很多的知识。因为我
们要跟游客去讲解一些历史文化，首先就要
求我们的知识要丰富。”

在刚工作的前些年，庞源川虽频繁阅
读，但他只认为那是工作的需要。但随着年
岁渐长，他慢慢意识到内心的很多疑问，需
要通过阅读来解答。庞源川说，自己的很多
疑问，是关于人生的不解，是关于生命的一
个思考。

“当我的知识储备有限、不能回答这些
问题的时候，我就需要去向先贤们请教，通
过他们智慧的结晶，解开我心中的一些结。
当我去了解先贤的所想时，我的整个思想格
局就更加开阔。比如我看待一件事物，包括
看待生命的眼光，就没有以前那么局促了。
所以，阅读对于过好我的生活、干好我的工
作，帮助是非常大的。”

当然，庞源川也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意
识到，不仅是做讲解员需要读书，各行各业
的从业者都能从阅读中得到不同层面的收
获。“就像我说的一样，增加文化知识不仅是
对于我们工作有帮助，其实，也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去过这一生。”

庞源川扮演的李白。

陈才智谈“寻路东坡”知识挑战赛：

有生命力的学问，与天地人心同在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陈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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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源川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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