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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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上线。
历经2个多月，经过个人挑战赛、团体挑
战赛、大神PK赛、小封AI挑战赛后，活动
于6月8日正式落下帷幕。

本次挑战赛得到来自著名学者莫砺
锋、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蒋蓝、眉山市三苏
文化研究院院长方永江、中国苏轼研究
学会副会长陈才智等专家、学者点赞，并
吸引到全国各地苏迷们积极参与。据统
计，“寻路东坡”知识挑战赛上线期间，参
与互动人数超260万，团体赛吸引到近百
支队伍进行角逐，参与答题用户抽奖送
出东坡文创奖品超千款！

九大点位专家学者共同出题
题目涵盖苏轼诗词、生平、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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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大点位专家学者共同出题，汇集成
本次挑战赛的近两千道题目。题库以

四川眉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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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顶山郏县等9个在苏东
坡生命中留下重要印记的地方为重点，
辐射苏东坡在当地留下的重要诗词作
品、与朋友之间的交往，以及为民所做
的实事等。

苏轼诗句“吾家蜀江上”中的蜀江指
什么？苏轼八岁入小学，他的老师是
谁？东坡南下惠州，谁“万里随从”？“忽
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诗中
述及的人物是谁？……这些题目在题库
中有涉及。

在线答题互动人数超260万
团体赛吸引近百支队伍角逐

从3月24日启动，到6月8日落下帷
幕，本次“寻路东坡”知识挑战赛共设个
人挑战赛、团体挑战赛、大神PK赛、小封
AI挑战赛等不同项目，参与互动人数超
260万，团体赛吸引近百支团队进行角
逐，参与答题用户抽奖送出东坡文创奖

品超千款。
在团体挑战赛中，内江市第二中学

获得一等奖；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省地质局获得二等奖；四川大学
锦江学院、四川大学等获得三等奖。
成都市东坡小学、内江市第六中学、内
江市第三中学、攀枝花市凤凰小学获
优胜奖。

专家学者点赞：
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尝试

此次“寻路东坡”知识挑战赛一经
推出，除了吸引全国各地苏迷们的积
极参与外，还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
点赞。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莫砺锋
点赞“寻路东坡”是“卓有成效地继承传
统文化，生动活泼地讲好中国故事的一
次成功的尝试”。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蒋蓝谈到“寻路
东坡”系列活动时说：“重走东坡之路的

意义很大，不仅仅在于重塑和复原苏东
坡的故事，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苏东坡
的生活。历史从来就是重叠的，在中国
哲学史中所提到的螺旋式上升中，我们
又能回到现实中的事件发生地，让千年
前苏东坡生活过的地方，与当今的生活
形成奇妙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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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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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9日，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院长方永江谈及“寻路东坡”知识挑
战赛时称，该挑战赛用问答挑战的方
式，吸引苏迷们去了解更多苏东坡的
知识，去查漏补缺，形式非常新颖。
他表示：“本次挑战赛题目内容丰富，
从大众熟知的苏东坡诗词作品到九
个站点苏东坡生活的细节、朋友圈都
有涉及，为大众了解东坡文化提供了
新的路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暮春
时节，杜甫在成都浣花溪打造了一个“灵
魂栖息地”——草堂。两年后，好友严武
被召回京，杜甫离开草堂为好友送行，一
直送到绵州。奈何赶上剑南兵马使徐知
道叛乱，无法归家的杜甫携家人在川北
浪迹将近两年，直到764年，才再次回到
成都的草堂。

6月10日下午3点，在成都阿来书
房，由川观新闻、封面新闻、上行文化
主办的阿来系列讲座——“杜甫 成都
诗”第16讲中，阿来就以“卜居必林泉”
为主题，解读《寄题江外草堂（梓州作，
寄草堂故居）》《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
示此诗》《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
寄严郑公五首》《草堂》《四松》《题桃
树》《除草》《营屋》等一系列杜诗为线
索，讲述杜甫对草堂的怀念和发生在
草堂的故事，以及古诗词对动词、典
故、修辞的运用等。

在草堂住了两年
杜甫把这里当故居

“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杜甫一直在
川北一带流浪，主要就在绵阳、三台、
阆中等地，在那里也留下很多诗篇。
流浪期间，杜甫特别怀念在成都安居
的日子，越飘荡越想安居。写《寄题江
外草堂》时，他自己还写了副标题‘梓
州作，寄草堂故居’。在草堂住了两年
后，杜甫已经把这里当‘故居’了，是他
的第二故乡。”

分享完标题，阿来一一解释诗句含
义，谈到“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他
特别解释“雅”字字义的古今变化，“现在
我们说雅，是雅致、优雅，在唐代，‘雅’还
有另一个意思，表示副词，常常、经常的
意思。他经常想要逃到大自然中。”说
到“卜居必林泉”，阿来表示，“‘卜’字本
身就包含了‘选’的意思，仁者乐山，智
者乐水，杜甫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是很
精益求精的。‘卜居必林泉’，他一生都
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想法在成都实现
了。”

除了怀念草堂，杜甫还让弟弟杜占
去看望草堂，并写下《舍弟占归草堂检
校，聊示此诗》叮嘱弟弟，看看家里的鹅
鸭数量是不是增加了（鹅鸭宜长数），草
堂的门有没有关（柴荆莫浪开），要是竹
影少了，现在就是栽种的季节（东林竹影
薄，腊月更须栽）。“说明杜甫对草堂一往
情深，他并不认为草堂只是一个陋居之
地，而是自己的故居。这次让弟弟回去，
其实也有跟草堂告别的意思。他准备带
家人离开川北，从阆州顺着嘉陵江到重
庆出三峡。”阿来解释说。

恰巧，老朋友严武第二次到成都任
职，并邀请杜甫到成都。在回成都的路
上，杜甫给严武写信，作《将赴成都草堂，
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阿来说

“杜甫很高兴，明显感觉他的诗的语言节
奏，跟以前的不一样了，变得爽快了，他
也在期待未来的生活。”

栽松写松怀念松
把对松的喜爱写进诗里

这些诗里，杜甫多次提到了草堂里
的松树，如在《寄题江外草堂》里，他写

“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给严武的

五首诗里，他写“新松恨不高千尺，恶
竹应须斩万竿”。等到了《草堂》，他交
代了松树的情况，“入门四松在，步屟
万竹疏”，并专门为四小松写诗——
《四松》：“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
别来忽三岁，离立如人长。会看根不
拔，莫计枝凋伤。幽色幸秀发，疏柯亦
昂藏。”

阿来感慨：“杜甫非常爱松，他的诗
不断在自己认证这一点。他栽松、写松、
怀念松，请韦偃为他画松。再次回到草
堂后，四松长了三尺，有人那么高了，虽
然有些枝断了，但无关紧要，还是很挺
拔，威风凛凛。”除了松树，杜甫也在草堂
栽过100棵桃树，再次回来桃树也长好
了。《题桃树》中，他写道：“五株桃树亦从
遮。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
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
鸦。”“仁者爱人而由人及物，什么叫慈
悲，这就叫慈悲。”阿来说。

除了为松树、桃树写诗，记录除草、
修屋的过程，杜甫还通过《送舍弟颖赴
齐州三首》，记录了来草堂看望自己的
弟弟。阿来表示：“这是杜甫住在草堂
期间发生的一件了不得的事儿。因战

乱七八年没见过面的弟弟，居然从山东
长途跋涉来成都看他。待几天又走，行
行复行行。古代人在离别的时候很悲
伤，为了表达对于彼此的难舍之情，常
常会在对方的背上狠咬一口，留下印
记。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撕心裂肺的
送别。”

杜甫树立了“诗史”的
具体写法跟标准

讲座中，阿来也分享了古诗词的用
词、用典、修辞等。如说到“诛茅初一亩”
时，阿来特别点出文中的“诛”，“古诗词
用动词增加它的强烈程度。”讲到“我有
阴江竹，能令朱夏寒”时，阿来指出“朱
夏”是通感修辞手法，“这是只有中文里
才有的修辞手法。‘眼耳鼻舌身意’的感
受，对应‘色声香味触法’，通感就是把这
种感受转成另一种感受，‘朱夏’就从身
体感受变成了视觉感受。就像我们现在
形容一个人很甜，这也是通感，这种修辞
在古诗里有很多。”

讲座最后，阿来总结：“‘卜居必林
泉’几乎是杜甫难以实现的理想。但这
个理想还在，而且这个理想有个寄托，
就是草堂。他离开了，舍不得，又回
来。从他在三台思念，再派弟弟看望，
然后又得到好消息严武回来了，他给严
武写诗，既是在想象回到草堂的生活，
又是在想象跟严武继续延续两人之间
的友谊。杜甫的每首诗，都能体现他的
生存状态。”

阿来也强调：“我们说杜甫的诗是
‘诗史’，但他不光在写国家大事，也有
活生生的生活场景、活生生的生命状
态。他不断提到的四小松，也是史。现
在有的作家天天写大而无当的东西，离
开生活离开细节，去追求一种宏大趋
势。其实杜甫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树
立了一个‘诗史’或者‘史诗’的具体写
法跟标准，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重温杜甫
的理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实习生 王仕豪

摄影阿来书房 李惠军

阿来讲杜诗第16讲在阿来书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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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解读杜甫的“诗史”

除了国家大事诗圣还挂念“四小松”

超260万人互动、近百支团队参赛、千款奖品抽出……

“寻路东坡”知识挑战赛圆满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