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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

盛夏的成都，空气中都带着几分热
意，而在浣花溪畔的成都杜甫草堂博物
馆中，气氛还要热烈几分。6月30日下
午，一场精彩又紧张的活动在此开启，
主角正是一名来自成都的传统诗词爱
好者——孟基殿。

在炙热的暑气中，只见孟基殿的嘴
唇翻动，不疾不徐地背诵出耳熟能详的
杜甫诗歌和其他27位唐宋明诗人的诗
词。并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将诗词集
《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
中的65题共83首诗词背诵完成，成为自
2018年5月以来，首位挑战成功的市民。
在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杜甫草堂
博物馆馆长刘洪将挑战成功荣誉证书赠
予孟基殿，并为他现场办理终身免费入
馆手续。

将时光倒回到2018年，杜甫草堂博
物馆举办了一场诗词集《诗词若干首
——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再版首发及
赏析活动。在活动现场，馆长刘洪向广
大诗歌爱好者发出号召：“四川人如果能
背下这本书中的全部诗词，草堂将为他
终身免门票！”时隔5年后，首位挑战成功
者终于出现。“学习诗歌文化，我认为这
是一种向内求的过程。它会让我内心平
静，也获得一种平静感。”挑战成功后，孟
基殿这样说。

不到20分钟背诵83首诗词
“希望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用不到20分钟的时间，将诗词集中
的65题共83首诗词背诵完成，无论是难
度还是速度，都是非一般的级别。更让
人惊讶的是，孟基殿从决定参加活动，到
能够将全部诗词完整背出，只用了两个
星期。

“我是在偶然之间了解到这个活动
的。”孟基殿说起参加活动的契机，其实
跟家中的小朋友有关。“我知道这个活动
之后，就勉励家中的小朋友来参加。她
们就反问我怎么不背，我说那就背给你
们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起因，我希望
能让小朋友们多学习，也希望成为孩子
们的榜样。”

其实作为传统诗词的爱好者，孟基
殿与诗词文化的交集发生在更久远的岁

月里。他接受采访时说，小时候没有太
多机会接触诗词，一次与父亲外出参加
展交会时，购买的诗词书籍让他对传统
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其后的
数十年时间中，他也没有放下对于诗词
的喜爱。“我觉得诗词对人的影响是潜移
默化的，它可能没有办法为你带来特别
功利化的利益，但对于人生的成长，是有
很大的影响的。”

有趣的是，挑战现场还有两位稚气
未脱的小朋友，她们是孟基殿的侄女，也
是孟基殿参加活动的起因。据孟基殿透
露，两位侄女都打算趁暑假的时光，将
《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
背诵完成，也来参加挑战活动。“我想，这
也是一种家风传承的表现。与其说教一
万遍，不如自己做一遍，今天我挑战成功
了，希望8月份的时候，两位侄女也能来
挑战。”

兑现多年前的承诺
“诗词沉淀四川的‘诗和远方’”

据介绍，《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
人咏四川》一书，收录了65题共83首唐
宋明朝诗人歌咏四川的诗词。这些诗
词，或描绘巴山蜀水、展现风土人情，或
怀古咏志、送别思乡，内容丰富多彩，注
解简明易懂，将唐宋明不同时代四川的
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人物风貌和地理环
境悉数展现，在思想、内容、艺术上都具
有很高的价值。

“当年说的话，我记忆犹新。今天，我
们也履行了承诺。”在孟基殿挑战成功后，
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刘洪带着笑意，将荣
誉证书赠予他，也说起了这场活动背后所
承载的独特意义。“这些诗词穿越时光，沉
淀了关于四川的‘诗和远方’，是身为四
川人应当知晓和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作为‘中国诗歌文化
中心’和‘中国文学圣地’，致力于推广以
杜甫文化和诗歌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塑造具有
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名片。”

作为挑战活动的专家见证者，《杜甫
研究学刊》编辑卞超也在活动后表示，自
己随着孟基殿的背诵而紧张不已。“因为
孟先生背诵的语速是非常快的，足见他
对内容的熟悉程度。同时，杜甫草堂作
为诗歌文化的圣地，我们也希望通过今
天的活动，吸引更多的市民朋友参与到
传统诗歌的传习活动中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能背下这本
书内全部诗词，
你也可以终身免
费进草堂。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刘洪向挑战成功的孟基殿（右）授予证书。

很多人都知道杜甫在《春夜喜雨》写
“随风潜入夜”的成都夜雨，留下“晓看红
湿处，花重锦官城”的经典美句。其实杜
甫不光写成都夜雨，还写过成都早晨的
雨。在《朝雨》中，他写成都早晨下雨会

“凉气晓萧萧，江云乱眼飘”。
杜甫反复写成都的雨和江，于是千

年之后人们关于成都江景和雨景的形
象，就少不了杜甫的诗歌创造。笛卡尔
说，我思故我在。阿来认为，在一定程
度上，也可以说，我写故我在。一个不
被记录的事物，几乎相当于就没存在
过。谁写了就是谁的笔底江山。晚清
大诗人何绍基赞杜甫“锦水春风公占
却”，就是这个意思。景物就在那，如果
没人写，它如果消失就真正消失了。但
一旦被记录被书写，就进入人类的集体
记忆长河之中。

7月1日下午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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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来书房迎来
第17场。在这一讲中，阿来以“堂前雨，
亭外江”为主线，带读者详细解析杜甫的
一组诗：《江亭》《江涨》《朝雨》《进艇》《大
雨》《江村五首其一》《喜雨》，并详细阐述
其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意义。

融入自然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然后用诗记下这一切

在蜀地尤其是成都的几年时光，让
杜甫从安史之乱的狼狈惊慌之中淡定
下来。总体来说，写以上提到的几首诗
的时间，已经是杜甫在蜀地的中后期。
中间一度，杜甫还在朋友严武的帮忙

下，被安排了一个很不错的官职，他的
身心都处于“水流心不竞”的舒适状
态。一个人在外在条件安稳的情况下，
往往会有格外的心情去观察、亲近大自
然。晚上下雨，早上下雨，水涨了，春末
夏初的安静，他都细细观察到了、捕捉
到了，并且写成了诗。在《喜雨》中他写

“巢燕高飞尽，林花润色分。晚来声不
绝，应得夜深闻”。在《江亭》里，杜甫写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
竞，云在意俱迟”。

在这组诗中，杜甫透露出他将要离
开成都的心思。在《江涨》中，杜甫看到
江水上涨，便想到这有利于坐船走水路，

“轻帆好去便，吾道付沧洲。”但在蜀地一
天，杜甫还是不会耽误时光。工作之余，
他会认真感受夜雨、朝雨，携家人坐船去
郊游，欣赏江水上涨，想象自己坐船离蜀
地返乡，过一段美好的休闲时光。最后

当然还会写诗，记下这一切。
当然，杜甫也不只是把心思局限于

自己的小世界，肯定会关心民生疾苦。
杜甫在成都那几年，有两个冬天雨雪不
足，天很干旱，终于有一天下大雨了，杜
甫也写进诗里了。在《大雨》中，他这样
记录：“西蜀冬不雪，春农尚嗷嗷。上天
回哀眷，朱夏云郁陶。”

除了以上种种，杜甫在蜀地更重要
的收获是，因为大自然和蜀地人情之
美，杜甫慢慢体悟到一种空前开阔的
眼界、思维能力和世界观。在《江村五
首其一》里他写道：“乾坤万里眼，时序
百年心。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
在阿来的解读中，杜甫的意思是，如果
你忘记世界上的功名利禄、世俗纷争，
具备长阔高深的眼光和胸怀，那么你
所住的简陋茅屋，也可以成为心灵的
桃花源，对生命存在有很深的领悟和

美好的表达。

观察细致，言词准确
不自觉为诗歌开辟了新鲜之境

赏析杜甫的诗歌，阿来还会将杜甫
与其他大诗人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更清
晰辨认出杜甫的独特。阿来援引王国维
《人间词话》中有关“造境”与“写境”的分
析，并将杜甫的自然诗与李商隐、李贺的
相关作品进行对比，认为杜甫的诗歌特点
是“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王国维《人间
词话》）。而李商隐走的是另外的路子。
比如像“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
烟”这样的诗句，字词叠加看起来没有逻
辑，令人费解，但是看着就是美。”阿来认
为，李商隐是“造境”的高手，杜甫是“写
境”的高手。“这两个诗人，我都喜欢。”

在欣赏这组诗时，阿来提醒大家注
意，杜甫写诗的一大优点：言之有物，观
察细致，词物对应很准确。在《江亭》中，
有“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的句子。
春末夏初为什么“寂寂”？因为鲜花次
第开放、百鸟鸣叫的繁盛春期已过，世界
开始安静下来了。

也正是这种舒适、细腻、淡定的心灵
状态，帮助杜甫开辟出一个巨大的题材
领域——将日常生活大量纳入诗歌写作
的视野之中。这不仅在个人生活史意义
上，完成了“诗史”的重要部分，还让杜甫
不自觉中完成了其对诗歌的革新式贡
献：诗不仅仅表现家国大事等宏大主题，
还可以聚焦日常生活细节和个人视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刘建伟

“阿来讲杜甫”已经来到第17讲。图为阿来讲座现场。

诗圣如何练就“乾坤万里眼”？
阿来详解杜甫如何将日常生活纳入诗歌写作视野

他终身免费进杜甫草堂！

首位成都市民成功挑战背诵《诗词若干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