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正月初七为人日，自古民间有
不少民俗。但时至今日，全国各地人日
民俗活动日渐衰微，唯有成都杜甫草堂，
每年大年初七，依然保留有“人日游草
堂”习俗。但谈起“人日游草堂”的渊源，
就不得不说杜甫与高适之间那一封时隔
10年才回复的唱和之作。

5月7日下午3点，由川观新闻、封面
新闻、上行文化主办的阿来“杜甫 成都
诗”系列讲座迎来第十四讲，阿来以“杜
甫与高适”为题，以两人游于梁宋、在四
川的往来等诸多诗歌材料为主，详细解
读了杜甫与高适之间的深厚情谊。

杜甫高适李白共游梁宋
年轻的杜甫还是“小跟班”

高适与杜甫认识很早。天宝三载
（公元742年），杜甫时年30岁，李白刚从
宫中放还回归江湖，高适还未中进士。
彼时，三个诗人相遇于梁（今河南开封），
四处访古，游梁园，登吹台，怀念汉朝时
梁孝王和身边文士枚乘与司马相如等饮
酒欢会，成就文学史上一段佳话。

阿来引杜甫诗《遣怀》来讲述这一段
经历：“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
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
视平芜。”其时杜甫30岁，刚从河南老家
到长安求取功名不久，李白和高适都比
杜甫大10岁左右。“虽然高适还没中进
士，李白已经从宫中离开，但是他们的名
声和威望在那时都比杜甫大。”阿来讲
到，在杜甫回忆这段经历的诗歌中，也有
些对李白和高适的崇敬之情。

三人访古游玩，李白和高适都写了
诗，杜甫却没写。“可能杜甫在想，你们两
位大哥能带我一起玩就不错了，你们的
诗写得好，我这个‘小跟班’就不班门弄
斧了。”阿来开玩笑说。

杜甫高适西南交往密切
但二人情谊已不似从前

杜甫与高适的交往密切，更集中在
高适于西南任职的时期。公元759年，
杜甫初到成都，彼时高适已经在彭州担
任一州长官。高适听说杜甫来了，立刻
写诗一首给杜甫，就是《赠杜二拾遗》。
其中末两句最有意思：“草玄今已毕，此
外复何言。”意思是汉代四川大儒扬雄
早已写好了《法言》《太玄》这些巨著，现
在你老兄又该写点什么呢？高适以诗
调侃，杜甫当即回赠一首诗《酬高使君
相赠》，末两句同样回复：“草玄吾岂敢，
赋或似相如。”是说扬雄的巨著我不敢
奢望，但我写点东西或许还能和司马相
如一比。

阿来讲到此处，讲座现场笑声不
断。“杜甫此时已经47岁，人到中年，已经
有诗名，也不再是曾经的‘小跟班’了，所
以他很有底气，说要跟司马相如一比。”
阿来解释道，从杜甫刚来成都两人就即
刻诗歌唱和调笑来看，二人的情谊可谓
深厚。

而在随后的岁月里，杜甫与高适似
乎有些疏远。杜甫在草堂前几年的日子
是很难过的，很多时候，他需要靠朋友救
济。高适是他多年前就认识的好友，又
官居要职，杜甫自然有所求。

阿来以杜甫两次写简给高适，以及
与高适身边之人的唱和诗为材料，解读
了这一时期两人关系的疏离。杜甫曾两
次写诗向高适求助，其中《因崔五侍御寄
高彭州》中有一句“为问彭州牧，何时救
急难”，可以说是非常直接向高适求助，
但对方均未回复。

这或许是因为杜甫初来成都，高适
给予了非常多的帮助。“但日子久了，高
适也有一大家人要养活，谁都受不了。”
阿来解释：“杜甫是伟大的诗人，但是他
依然有当时历史条件下阶层的局限性，

主要就表现在他不会开荒、不会种地，无
法自己获得粮食。”

及至高适调任蜀州（今崇州），杜甫
不再直接写诗给高适，但从他与高适身边
人的交往唱和来看，二人依然保持着联
系。在《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中，他
说：“多病独愁常阒寂，故人相见未从容。”
阿来认为，这个故人，说的正是高适。杜
甫一边感叹自身的病痛困苦，一边也为曾
经的好友不能再从容相见而遗憾。

在《李司马桥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
中，高适到成都“出差”回到蜀州，杜甫以
此诗写出了当地父老乡亲迎接高适的场
景，或许也道出了两人在这个时期关系
疏离的另一原因，那就是职位的差距。

阿来提到，这并不意味着两人就无
来往。杜甫邀请王抡饮酒，并请王抡一
同将高适带来，高适真的来了。三人在
草堂畅饮，杜甫也留下了《王竟携酒，高
亦同过，共用寒字》的诗篇。

杜甫十年后回诗高适
成为人日唱和的佳话

公元761年，高适来成都任职，杜甫

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正是这一年的
正月初七人日，高适想念在草堂的故友，
因此写下《人日寄杜二拾遗》一诗，全诗
真挚感人，读之动容：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堪断肠。
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此日知何处。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
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阿来解读道，“身在南蕃无所预，心

怀百忧复千虑”一句，高适似乎也在向
杜甫解释为何这些年情谊有些疏远，因
为他身居要职，操心和忧虑的都是国家
大事。“杜甫有自己的难处，主要是生活
上不容易。高适也有高适的难处，他需
要操心的政务真的太多。”阿来说。而
全诗最后两句尤为感人，是说虽然我已
经老了，但好歹还能领两千石的俸禄，
而我面对你还是非常愧疚，因为你什么
都没有。

然而杜甫并没有回复高适此诗。
765年，高适病故。770年，杜甫也病逝
在一条小船上。而正是在杜甫病逝的前
几个月，在这条小船上，他收拾曾经的信
件，无意中翻到了高适这封人日寄来的
诗歌，他老泪纵横，为何当初没有回信给
高适呢？而且一忘就忘记了10年，再回
首时，故人已逝。杜甫追忆两人情谊，含
泪写下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这
是一封迟到10年的回信，但从中却能看
出，杜甫高适的情谊虽然有疏离，但依然
情真意切，令后人感动。

清代诗人、大书法家何绍基在成都
任职期间，于正月初七人日游草堂，留下
著名的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
日我归来。”说的也正是高适与杜甫这相
望十年的人日酬唱。此后，人日游草堂
更是兴盛起来，至今仍未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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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塔之光》斩获“天坛奖”5项大奖

“四川造”影片为何屡获肯定？
4月29日晚，在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暨天坛奖颁奖典礼上，由峨眉电影
集团第一出品的《白塔之光》，获最佳艺
术贡献、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
摄影、最佳编剧五项大奖。峨影集团在
连续两年捧回金鸡奖后，再次闪耀北影
节。

近年来，四川坚定培育扶持四川影
视文化产业，“四川造”影片屡获肯定。
峨影集团作为四川和西南影视文化企业
代表，推动自身乃至四川造电影不断取
得新成绩。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韩梅表示，峨影集团锚定

“擦亮峨影金字招牌”目标，选择小而美、
小正大、传递共同价值观的作品作为创
作方向。不管是此次的《白塔之光》，还
是过往的《漫长的告白》《随风飘散》等影
片，峨影与影片导演相互支持相互合作，
走出了一条适合峨影特色的道路。

聚焦普通北京人的故事
让观众获得心灵的共鸣和疗愈

北京是《白塔之光》的故事主要发生
地，妙应寺白塔周边的街道和建筑等鲜
明的地域符号，浓缩了北京的诗意与浪
漫。导演张律在其熟悉的空间里编排人
物关系，让观众获得心灵的共鸣和疗愈，
在流动的影像中寻回心中的故乡。北京

赋予了角色与众不同的地域文化，张律
从中提炼出了中国人的情感内核。即使
是北京以外的观众，也能从他们的日常
对话中，品味出属于自己人生的感悟。

北京是张律待过时间最长的城市，
而要拍好北京，他直言并不容易：“其实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北京的看法，所以我
尽量从各个角度去贴近，去拍出北京的
质感。”拍过不少城市的张律，认为漂泊
感和归属感是在一起的。他说，“我觉得
可能所有城市的人都是漂泊的人，所有

城市的人都在寻找归属感吧。”
据了解，电影《白塔之光》将于2023

年内上映。

认准创作核心
峨影推动“四川造”电影取得新成绩

近年来，“四川造”电影屡获佳绩。
其中，峨影作为四川和西南影视文化企
业代表，在连续两年捧回金鸡奖后，再次
闪耀北影节。

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韩梅表示：峨影集团锚定“擦亮峨
影金字招牌”目标，选择小而美、小正大、
传递共同价值观的作品作为创作方向，
从连续两届的金鸡奖到此次天坛奖皆获
肯定，很感谢影片《白塔之光》的合作各
方倾心付出，拍出了这部好片。

谈及近年来峨影集团创制影片屡获
大奖背后的“秘诀”，韩梅认为，认准创作
核心非常重要，不管是此次的《白塔之光》，
还是过往的《漫长的告白》《随风飘散》等影
片，峨影与影片导演相互支持相互合作，走
出了一条适合峨影特色的道路。

2023年，峨影集团按照电影创制“金
顶计划”安排，围绕四大题材，聚焦三星
堆、三国等大IP，持续推进“1+X”（每年
至少创制1部主旋律电影、N部商业电
影）创制思路落地，筹备了一批重点项
目：重大历史题材电影《苏东坡》，以泸定
地震逆行者为原型的《荒野救援》（暂
名），讲述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的电影
《李庄宝藏》，展现乡村振兴伟大变革的
电影《翠竹如烟》，承载生态文化新表达
的《粉红熊猫》，讲述家庭亲情的电影《阳
光正好》，讲述大熊猫回家之路的电影
《我不是熊猫》，改编自同名小说的青春
校园电影《沙漏》等，正在筹备或将于年
内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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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通过杜诗解析杜甫与高适的
深厚情谊。

阿来“杜甫成都诗”系列讲座第十四讲举行

一封迟到十年的“回信”见证杜甫高适的深厚情谊

峨眉电影集团。图据峨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