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在读古代诗歌时，遇到读
不太懂的情况，或者感到读不出其中
的微妙和丰富的意蕴，那么有可能是
因为还没明白诗歌里隐藏的“典故”由
来。古代诗歌的写作和阅读，是建立
在古代诗人共有的文学和文化常识基
础之上的，这些常识包括古书中的故
事 、知 识 、语 句 、诗 句 ，统 称 为“ 典
故”。也正是因为“用典”的微妙和丰
富的意蕴，让现代读者感到有一定的
理解门槛。

大文豪苏轼博览群书，写诗词就善
于用典故。4月28日下午，“东坡大家
讲”系列讲座在眉山三苏祠迎来第二
讲。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罗宁将“用典”类比为现代人所
说的“玩梗”，并用多个案例分析“用典”
高手苏轼如何用典、用典特色、用典的
创造性和影响力，以及苏轼为何修炼得
如此高超的用典能力等等。

苏轼用典技艺高超：
用前人所未用引他人跟风

苏轼用典广博，常见于经、史、子、
集、小说及哲学著作等多个类别。用典
作品包括《庄子》《论语》《汉书》《新唐
书》等等。比如《寒食雨二首》中的“暗
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用典来自《庄
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
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
昧者不知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
苏东坡写道“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
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

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
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
生。”用典就来自经书。其中“苦雨终
风”来自《左传·昭公四年》：“春无凄风，
秋无苦雨。”“鲁叟乘桴”用典来自《论
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
海。”等等。

苏轼写诗文善于用典，而且用典
故出处范围之广，彰显其学识之渊
博。罗教授说，比起唐代李白、杜甫、
李商隐，宋代的苏轼写诗词“用典”范
围更加广泛。

比如苏轼会使用此前很少被使用
的“曲学”“小说”中的典故。“曲学”主要
指驳杂冷僻、非正统的知识、学说和故
事，包括天文星历、地志方俗等。“小说”

主要指传统的记录见闻的文言小说（笔
记），包括轶事（《世说新语》《西京杂
记》）等。

苏轼在《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
不达戏作小诗问之》中“白衣送酒舞渊
明”和“漫绕东篱嗅落英”用典来自《续
晋阳秋》：“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
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
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
后归。”而“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
一先生”用典则来自《世说新语》“桓公
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

‘青州从事’”。罗宁教授说，“青州六从
事”这个典故，此前罕有人使用。自从
苏轼使用过后，宋代很多人也开始喜欢
用这个典故了。

听众反馈角度新颖：
非专业读者也容易理解

罗宁教授对苏轼的讲解角度新颖、
语言幽默生动，深深吸引着现场听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
听众中有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有年长
的叔叔阿姨，也有一些小学生。讲座结
束后，记者也随机采访到两位听众。杨
女士说自己此前也听过不少关于苏轼的
讲座，“主题有关于他的文学成就，有关
于他的廉政思想的，但像罗教授这样纵
向梳理苏轼诗词里的‘用典’艺术现象的
角度，我还是第一次听，深受启发。而且
罗教授对苏轼的作品分析得非常深入和
细腻，这也让我很有收获。”

王好是一名音乐专业的大四学生，
她刚回到家乡眉山，专门到三苏祠来听
这场“东坡大家讲”。让她印象深刻的
是，罗宁教授将“用典”这种文学创作方
法类比为现代互联网时代的“玩梗”，

“让非专业读者也容易理解。我是第一
次听到这种类比，觉得很新奇很贴切。”
王好说，“罗教授将他的专业研究成果，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阐述，举例讲故
事也都很幽默有趣，更易于普通听众接
受。我还想说的是，其实苏东坡本人的
个性就很幽默风趣。”

身为眉山当地人，王好说，自己从
小就经常到三苏祠玩，对苏东坡不陌
生，长大后通过阅读，对苏东坡了解更
多，“当我了解他的人生故事以及对待
人生的态度之后，他给我的人生也带来
很多启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摄影雷远东

罗宁教授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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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东坡大家讲”系列讲座
第二讲在眉山三苏祠顺利开讲。在罗
宁教授的主题讲座结束后，来自三苏祠
博物馆等单位的志愿者继续向罗宁教
授请教，了解更多苏诗典故。

三苏祠博物馆工作人员万姝怡说，
纵然典故很美，但也提高了普通百姓理
解诗词的门槛。自己读宋诗的时候，总
不如读唐诗般顺畅，如果缺少了注解，
很多地方都难以理解。她向罗宁教授
请教，宋代诗歌的才学化对我们今天读
古诗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唐诗与宋诗都是我国文学史上的
瑰宝，它们的不同，不是朝代之别，而是
风格、境界之别。”罗宁说。印刷术的普
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都让宋代人的
阅读量大大增加。“宋代人容易得到书，
阅读量也很大，他们读了书就将内容活
用到诗中，造成了宋诗使用典故的密集
和技巧的多样化。如果说你更想像文
人那样读书，可能就偏向宋诗。如果你
想像才子那样写诗，就会偏向于唐诗。
但唐诗中也有典故，如果我们能理解这
些典故，会觉得这些诗更妙。”

另一位同样来自三苏祠博物馆的
志愿者翟晓楠描述了这场讲座的听后
感，她引用了《红楼梦》中黛玉和香菱论

诗时所说的“难为他想得出”来形容苏
诗中的用典。她向罗宁教授请教，苏轼
用典与当下“玩梗”有哪些不同，它们的
区别与界限又在哪里？

罗宁教授解释，其实讲座题目确定
后，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用典和

“玩梗”确实存在相似性，因为它们都是
引用其他人作品中的内容，来表达自己
当下的感受。两者不同的是，古人的用
典基本来自古书，而现代人的用典则可
能来自互联网等其他渠道。

来自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刘欢

则对讲座中提到的典故来源继续追问：
苏轼不仅在经史子集里找寻典故，也在
《世说新语》等书中借用典故。这是不是
也说明，苏轼是个兼容并包的人？

“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罗宁教授
说：“宋朝人一直提倡无所不读，有一种
博学的冲动。而苏轼是在这方面做得
最突出的人，并且把这一部分的内容用
到了自己的诗里。如果没有这样，也许
他的诗歌走不到这个地位。同时，这也
是很多宋朝人性格中的特点。”

最后一名志愿者是四川启明星铝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退休职工邹群，她提问：
“听了您的讲座，我对苏轼用典现象有了
全面的理解。我想发散一个问题，为什
么古代文人总是爱用典故？他们这样表
达的目的和初衷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是
有些事不好明说，所以借典故来暗喻？”

“诗不同于日常使用的语言，通俗
点就是‘话不能直说’。用典让话语的
表达更有韵味、更有趣味。”罗宁教授这
样说。但他也不反对涉及禁忌话题、需
要含蓄表达的可能性，“这不是典故形
成的主要原因”。罗宁教授认为，典故
形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使用者熟悉这些
东西，有使用典故的冲动。“就像刚才一
位志愿者说的那样，有种‘我居然能把
这两个东西碰到一起’的想法。这两个
东西碰到一起，还有读者能读懂，大家
都会很快乐。”罗宁教授认为，这种快乐
来自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心有灵犀”。

“因为我们现在不熟悉当时的文学
和文化传统，所以读起来就会有困难，
需要借助前人和当代学者的注释，所以
这也是我们做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就
是要去重视、研究、解读它们。”罗宁教
授总结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
摄影雷远东

志愿者翟晓楠向罗宁教授提问。

“破解”苏轼高超的用典技艺
罗宁教授角度新颖让观众“深受启发”

罗宁教授对话志愿者：

苏轼将宋人“博学的冲动”发挥到了极致

名家讲座第二讲 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