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2日，在海滨教授以《峨眉山月
半轮秋——李白蜀中读书与干谒》为题
进行的讲座结束后，四名就读于不同大
学的传习志愿者继续向海滨教授请教。

第一位传习志愿者周柯灵向海滨
教授提问：是什么原因支撑着李白在仕
途接连受阻后，还能够有如此潇洒肆意
的人生态度？

“大唐王朝的气象和中华文民族的
自然山川、人文地理，奠定了李白的文
化背景。”在海滨教授看来，虽然李白的
事业不断遭遇挫折，但他也没有放弃。

“等元气恢复，他又愿意出来尝试。李
白的一生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反复中轮
回。”这也是因为大唐开放包容的气度，
让各个社会阶层中存在很多可能性。

“像李白这样的文人，总是愿意去争取
尝试的。”

第二名传习志愿者是来自四川大
学的大三学生周玉玲。在听完海滨教
授的讲座之后，她有些好奇，李白在巴
蜀地区度过了几乎整个青年时代，他天
性自由，热爱游山玩水，但为何还是落
入俗尘，走上干谒求官的路？

“《李白传》中曾写到，李白‘十岁通诗
书’。这句话告诉我们，李白自读书以来，
首先读通的就是‘诗书’，即儒家经典。”海
滨教授指出，事实上，李白还是一个受到
正规儒家教育长大的人，所以他的内心仍
旧渴望做出一番事业。但同时，海滨教授
还提到，这种事业不是谋求功名利禄，而
是希望能够辅佐皇帝，为天下的社稷贡献
自己的力量。“他人生往前走的每一个阶
段，关心的都是江山社稷。所以他越往后
走，人生的痛苦越深刻，他需要有其他的
慰藉，比如借酒浇愁。”

就读于重庆大学的学生邓情则很
好奇，李白启程前往峨眉山的动机究竟

是什么？
海滨教授介绍，历史上留下来的李

白的诗集大都是用文体、诗体进行分类
的，鲜少有利用编年法编撰的文集。“李
白的一生变幻莫测，从内容上来说，并不

好区分写作时间。”但是他建议，如果能
够将李白的诗歌对照着人生经历进行理
解，再辅以对峨眉山地理情况的介绍，后
人或许就能够猜测，这位大诗人究竟是
在何种心态的驱使下，前往峨眉山。

最后一名传习志愿者王洁则向海
滨教授请教，当代年轻人能够从李白的
经历中得到哪些启迪。

“我的老师薛天纬教授曾说过，我们
至少可以用七种身份来了解李白。诗
人、道士、旅行家、军人、政治家、侠客、酒
仙翁，这些在大唐能够尝试的身份，李白
都尝试过了。”但对于李白本人来说，他
有两个理想特别坚定，一个是成为建功
立业的政治家，一个是成为文学家，而后
人正是以文学家的身份认识李白。海滨
教授认为，李白对于自己能够成为政治
家的认识，或许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误

判。“不论男女老少，我认为都应该清楚
自己在哪个方面更合适一些。”

除此之外，海滨教授还讲到，相比李
白，苏轼同样才华横溢，却能够建功立
业。但在另一边，与李白相比，杜甫的境
遇就更加悲惨一些。但这丝毫不影响杜
甫对于劳苦大众、对于大唐山河和民生
社稷，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怀和关注，
也不影响杜甫对自己人生理想的忠诚，

“这种执着和追求，都是非常美好的”。
“一方面，我们应该有社会认知，另

一方面，我们也要有自我认知，沿着自
己的想法，边走边探索。这一路上，我
们有李白，有杜甫，有巴蜀文化，还有优
秀的传统文化与我们同行。”海滨教授
如是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摄影 雷远东

海滨教授关于“诗仙”的讲座在线上线下均颇受关注。

传习志愿者周玉玲向海滨教授提问。

名人大讲堂·李白文化季 系列讲座第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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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教授对话传习志愿者：

渴望做出一番事业的李白
关心的都是江山社稷

“江水流，船在走，天上的秋月和水
面的月影也依依不舍跟着走。当飞舟
飘摇而去，渝州渐近，峨眉渐远，三峡在
召唤时，半轮秋月已不见踪影。李白心
中惆怅满怀，将峨眉山月呼作‘君’，别
君思君不见君，峨眉山月呀，故乡巴蜀
呀，就此作别了……”

秋日的成都，一场秋雨带来气温骤
降，此时，在巴蜀大地上吟诵起李白的
《峨眉山月歌》，回想起一千多年前的秋
夜，当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时，看到峨

眉山前悬挂着半轮秋月，看到流动的平
羌江上倒映着晶亮月影，他是一种怎样
的心情呢？也许，在这样一场讲座中，
人们能够得到解答。

9月22日下午，“名人大讲堂”迎来
“李白文化季”的第二场讲座。海滨教
授在讲座的最后，说到李白离开蜀地时
写下了“别乡三部曲”，更用深情的语言
吟诵了其一的《峨眉山月歌》，令现场观
众无不动容。

作为大众心中耳熟能详的“诗仙”，

关于李白的话题也在网络中颇受关
注。当天，“名人大讲堂 ｜峨眉山月
半轮秋——李白蜀中读书与干谒”直
播，在封面新闻客户端的观看量达到了
87.8万。此外，直播还在封面新闻微
博、封面新闻视频微博、手机百度等平
台进行了播出，观看量为56.3万。据统
计，直播在封面新闻的全平台观看量共
计144.1万。

同时，直播还在川观新闻、四川观
察、四川发布等线上平台的客户端进行

了播出。数据显示，全网的观看量达到
了162.6万。

名人大讲堂在2022年迎来全新升
级，首次设置“主题季”，以每期超百万
的网络观看量，保持着居高不下的热
度。接下来，名人大讲堂“李白文化季”
将继续开启，名人大讲堂还将陆续邀请
多位名家来到讲座现场，围绕四川历史
名人和传统文化优势资源，解读中华文
化巴蜀因子的独特魅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9月22日下午，名人大讲堂“李白
文化季”的第二场讲座在成都阿来书
房举行，海滨教授以《峨眉山月半轮
秋——李白蜀中读书与干谒》为题，带
领观众“梦回唐朝”，整个讲座干货满满。

现场观众王女士告诉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她在读书时曾上过海滨
老师的选修课，“海老师是一位特别具有

人文气息的教授，最重要的是，他讲课特
别生动，很多角度也特别贴近生活，能够
深入浅出地让我们认识、了解传统文化，
并且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启发。”

初入职场的王女士，也遇到过各种
各样的情况。“跟读书时相比，无论是工
作还是生活，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
法。再来听老师讲李白，感觉受益匪

浅。”在她看来，不论是做学问还是做
人，“这样有深度的讲座，都会让人得到
自己想要的能量。”

正在创业中的青年小伙曾先生，最
喜欢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
上九万里”。“李白的诗歌能带给人很多
能量，今天的讲座也让我们与李白产生
了更多的共鸣。而且我觉得，现代很多

年轻人跟李白一样，有一种能量的回
流，充满激情、热血，有自己的理想抱
负。虽然有时候我们很难对自己的定
位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但我们愿意去尝
试、愿意去闯，哪怕最终无法抵达理想
的彼岸，但当我们回顾一望时，会发现
我们在其他方面有了很大的收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观众点赞海滨讲座：

与李白产生了更多的共鸣

走进李白的蜀中岁月

超160万网友一同“梦回大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