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你远离家乡，抬头望见皓月当
空，会不由自主吟诵“举头望明月，低
头思故乡”；当遇到挫折，你会宽慰自
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
来”。李白的一些诗句已经融入很多
人的生命骨血中，成为表达自我和情
感的重要方法。李白的诗也凝练成了
一种独特的文化基因，在华人的血脉
中静静流淌。

9月12日，继“杜甫文化季”之后，
名人大讲堂将迎来“李白文化季”第一
期讲座。在讲座开启前，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陆续约访到对李白深有
专研的名家，谈谈他们心目中的李
白。本期邀请到的是著名作家、故宫
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
所所长祝勇。

2023年暑期档电影《长安三万里》
的热映，让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李
白唯一存世真迹《上阳台帖》越发引发
大众关注。《上阳台帖》共25字，其书苍
劲雄浑而又气势飘逸，是诗人李白性情
的真实流露。幸得有这幅字，让我们得
以穿过那些灿烂的诗句，感受李白存在
过的真切。

“李白的诗是中国人的精神护照”

李白5岁那一年，随父从出生地西
域碎叶城到蜀中，20年后离家仗剑远
行。祝勇感慨，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
代，仅李白的行程，就是值得惊叹的。由
此我们可以理解李白诗歌里的纵深感。
他会写“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也会
写“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
光”。“假如他是导演，很难有一个摄影
师能跟上他焦距的变化。那种渗透在视
觉与知觉里的辽阔……”

在祝勇看来，李白是“全民诗人”，是
“人民艺术家”，忧国忧民的杜甫反而得
不到这个待遇，善走群众路线的白居易
也不是，他们是属于文学界、属于知识分
子的，唯有李白，他的粉丝旷古绝今。

“他的诗，在每个中国人的耳头心
头长驱直入，全凭声音和血肉之躯传
递，像传递我们民族的精神密码。中国
人与其他东亚人种外观很像，精神世界
却有天壤之别，一个重要的边界是他们
的心里没有住着李白。当我们念出李
白的诗句时，他们没有反应；他们搞不
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抬头看见月亮，低
头就会想到自己的家乡……李白的诗，
是中国人的精神护照，是中国人天生自
带的身份证明。”

《上阳台帖》可找到李白“本人”

李白的性格、精神气质是怎样的，
今天固然可以通过其诗歌和其他人对
他的描述和记载，去想象去还原。但这
毕竟是抽象和间接的，隔了一层的。今
天的我们，该如何与李白有更直接的连
结？唯有李白亲笔写过的字，跨越悠久
岁月，如今只存一幅——那幅纸本草书
的书法作品《上阳台帖》。上面的每一
个字，都是李白写上去的。说到这里，
祝勇很激动，“站在它面前的那一瞬间，

我外表镇定，内心狂舞……它的笔画回
转，通过一管毛笔，与李白的身体相连，
透过笔势的流转、墨迹的浓淡，我们几
乎看得见他手腕的抖动，听得见他呼吸
的节奏。幸亏有这幅字，让我们得以穿
过那些灿烂的诗句，找到了作家本人。
好像有了这张纸，李白的存在就有了依
据，我们不仅可以与他对视，甚至可以
与他交谈。”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
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上阳台帖》有25个字。这是李白什么
时候写的？在什么情况下写的？祝勇
去查《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白年谱简
编》，都查不到《上阳台帖》（书中叫《题上
阳台》）的编年。“没有空间坐标，我就无
法确定时间坐标，推断李白书写这份手
稿的处境与心境。”

这种迷雾的状态，在祝勇读唐代张
彦远《历代名画记》看到“阳台观”三个
字时才被打破。根据张彦远的记载，开
元十五年（公元 727 年），奉唐玄宗谕
旨，一个名叫司马承祯的著名道士上王
屋山建造阳台观。司马承祯是李白的

朋友，李白在《大鹏遇希有鸟赋》中提到
过。唐代，是王屋山道教的兴盛时期。
笃爱道教的李白，一定与王屋山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李白曾在《寄王屋山人
孟大融》里写：“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
仙人扫落花。”祝勇由此推断，《上阳台
帖》里的“阳台”，很有可能是司马承祯
在王屋山上建造的“阳台观”。“可能是
应司马承祯的邀请，天宝三年（公元744
年）冬天，李白同杜甫一起渡过黄河，去
王屋山。他们本想寻访道士华盖君，但
没有遇到。这时他们见到了一个叫孟
大融的人，志趣相投，所以李白挥笔给
他写下了这首诗。那时，他刚刚鼻青脸
肿地逃出长安，但《上阳台帖》的文字
里，却不见一丝一毫的狼狈。仿佛一出
长安，所有的痛苦和忧伤，都在炫目的
阳光下烟消云散。”

“李白必然是孤独的”

在祝勇看来，比起其他人的具体
的、现实的忧伤，李白的忧伤比较抽象，

“是形而上的，是哲学性的，是关乎人的
本体存在的，是人的存在自由问题，是
无法被具体的措施解决的。”也正因此，
祝勇认为李白必然是孤独的，而且是无
着无落的宏大的孤独。李白的诗歌达
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天地境界，这必然
导致他得承担一种几乎无药可救的大
孤独。

关于李白与杜甫的友谊，一直是诗
歌史上被津津乐道的话题。杜甫一生中
为李白写过许多诗，比如《赠李白》《春日
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天末怀李白》
《梦李白》等十几首。而李白为杜甫写的
诗，却是少之又少，而且在他为数众多的
赠友诗里，实在不算起眼。祝勇说，这不
能说明李白不重视友情。祝勇认同李长
之先生在《李白传》中说：“我们不能因此
就断言李白比杜甫薄情，这是因为他们
的精神形式实在不同故，在杜甫，深而
广，所以能包容一切；在李白，浓而烈，所
以能超越所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李白书法《上阳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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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杰）李杜文
章在，光焰万丈长。在中国传统文化浩
瀚星空中，“诗圣”杜甫与“诗仙”李白是
尤为璀璨的两颗明星。9月12日，继“杜
甫文化季”之后，名人大讲堂将迎来“李
白文化季”第一期讲座。讲座邀请到北
大国文课人气教师、文化学者、作家张一
南，入川主讲“李白的蜀乡情结”。张一
南将全面讲述李白的文化世界构成，包
括他在蜀中的“童年回忆”，他在长安接
触到的“西域文化”，他所受到的“儒家文
明经典”的文化教育，以及他26岁出三
峡、游名山对他的影响等，并将以《峨眉
山月歌》等诗作重点阐述李白与蜀道之
间的文化渊源、李白有着怎样的蜀乡情
结等。

不少人说，一个人少年时喜欢李
白，等年纪大了阅历深了才发现杜甫的
好。在张一南看来，李白以及他的作

品，人们在少年时代也未必认识得透，
李白也有很多诗歌是年纪大了阅历深
了才能明白。张一南说，李白是汉代乃
至六朝文学发展的集大成者，其诗文有
一个罕见的特点，“现代人基本可以不
用看注解，就能明白他的诗。比如‘床
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小朋友都朗朗
上口。但是‘床前明月光’中的‘明月’
是有诗歌脉络来处的。他的诗歌就是
既通俗易懂又耐得住品味。浅者得其
浅，深者得其深。这不是其他诗人能轻
易达到的境界。”

关于李白，很多人都会说到他与杜
甫的关系，尤其是提到杜甫给他写了不
少诗作，但李白回应却很少。对于这一
点，张一南觉得这是比较正常的，“因为
杜甫比李白小十多岁，算是晚辈。晚辈
给长辈写诗，长辈不一定都要回应。”

张一南是北大人气教师，畅销书作

家。她在北大课堂上开设的“中国中古
文学史”“大学国文”“中国古典文学欣
赏”“诗词创作”等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这些课程讲义精华还被出版社拿去出版
成书——“张一南北大国文课系列”（《年
轻人的国文课》《张一南北大国文课》《张
一南北大国文课：六朝文学篇》），上市后
反响热烈，销量喜人。

刚刚出版的《张一南北大国文课：
唐代文学篇》是张一南北大国文课系
列的收官之作。书中，她以诗歌的发
展为主线，详细梳理唐代文学史的脉
络，初唐四杰、孟浩然、王维、李白、杜
甫、高适、岑参、韩愈、白居易、李贺、李
商隐等诗人皆在唐代文学的银河中一
一呈现，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解读他
们的人生境遇、名篇佳句、创作风格，
让读者发现许多早已熟能成诵的诗篇
原来另具深意。

名 人 大 讲 堂·李 白 文 化 季

“诗仙”李白有着怎样的蜀乡情结？

名人大讲堂“李白文化季”首场讲座今日开讲

作家祝勇谈“诗仙”：

李白的忧伤是形而上的，是哲学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