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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播 互 动
从“东坡肉”到“东坡羹”，再到苏轼

于贬谪之路上食荔枝、吃生蚝的经历
……大众印象中的苏轼，是一位不折不
扣的美食家，是四川方言中的“好吃嘴
儿”。但在周鼎的讲述中，观众得以透
过苏轼的“吃货”属性，看到他对于痛苦
的超越，了解他从人生的细微之处发现
了本真的自我。

周鼎老师的讲座不光线下观众听
得津津有味，同样在网络中吸引了不少

“苏迷”的驻足。当天，【东坡大家讲
⑦｜问汝平生功业——苏轼的贬谪生
活】直播，在封面新闻客户端观看量达
到了120.9万。同时，直播还在封面新
闻微博、封面新闻视频微博、手机百度
等网络平台进行了播出，观看量为23.7
万。据数据统计，本场直播全网观看量
共计144.6万。

今年3月，“东坡大家讲”正式启航，
首期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博士生导师李贵开讲。随后，西南交通
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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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财经大学教授莫林虎，复旦大学中文
系主任朱刚、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朱万章也先后登上了“东坡大家讲”的
讲台。截至目前，“东坡大家讲”的七场

讲座，全网总观看量已经突破了千万人
次，共计1212.6万。

接下来，“东坡大家讲”还将邀请全
国范围内知名苏学“大家”，围绕苏东坡
的政治理念、家风家教、人生哲学和艺
术成就等方面进行普及性讲座，展现更
为全面立体的苏东坡。更多专家到来，
也将带领“苏迷”们拾贝“苏海”，徜徉在

“苏学”的海洋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9月26日，“东坡大家讲”名家系
列讲座迎来第七讲。四川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四川大
学首届十大最受欢迎教师周鼎在眉
山三苏祠博物馆开讲，以“问汝平生
功业”为主题，详细解读苏轼沉浮的
一生。讲座中，周鼎老师以多个故事
串联起苏轼的经历，生动地解读了不
同人生阶段中，苏轼的心情与境遇。
讲座结束后，四名传习志愿者继续向
周鼎老师请教。

志愿者吴悦嘉向周鼎老师请教：
“苏轼的一生经历过如此多的变数，才
能成为东坡居士。如若我们这些普通
人想要达到苏轼的这种精神境界，您认
为可以从哪些方面努力呢？”

“多吃苦。”周鼎老师的幽默引得
全场观众笑声不断。随后，周鼎老师
讲解道，用更开明的态度，整理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和内容，或许能
够更全面地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神
力量。“很多时候，这一点依靠的是广
泛的阅读以及对传统文化中其他内
容更加自由、理性的挖掘。”周鼎老师
指出，在讲传统文化的时候，如今大
都是单纯地解读儒家思想。人们同
样需要借助其他的思想，站在更加超
越的角度审视自身的局限性。“尤其
是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很多人都
认为自己是‘神’，是‘神人’，这恰恰
提醒着我们，谨慎运用我们所有的力
量。这既是对生态危机的回应，也是
对当下每一个个体在科技神话中迷

失自我的警示。”
其次，周鼎老师认为，要成为精神

上的“东坡”，还需要懂得中国传统文化
的另一个要义：活着是困难的，但面对
这种困难是有意义的；而超越这种困
难，将会给人生带来巨大的成就。

在身体和精神被双重折磨百余天
后，劫后余生的苏轼又被贬谪到黄州赴
任。第二位志愿者就此向周鼎老师提
问：“为何他不选择辞官回到安逸的眉
州呢？”

周鼎老师解读道，苏轼身上有种性
格叫做“强己力行”。苏轼认为，宋朝的
两任皇帝于他有恩，一位将他从制科考
试中选拔出来，一位则将他带到了朝廷

最核心的圈层，让他的一腔抱负有发挥
的可能。“因此，当苏轼不赞同宋神宗的
做法时，他更觉得自己应当站出来。”这
种思想，在乌台诗案之后也并未消散。
被贬黄州后，苏轼写到“忠义填骨髓”，
周鼎老师认为，这是忠君爱国思想贯彻
苏轼一生的证明。

在苏轼的父母去世后，眉州已不是
苏轼记忆中的模样。物是人非，经济上
的拮据，再加上戴罪之身并无自由，这
些，都成为了他无法辞官回乡的原因。

第三位志愿者罗迎春向周鼎老师
提问：能不能用苏轼的诗歌，来代表每
次被贬谪后的心境？周鼎老师说，相比
用诗歌解读，自己还是更喜欢用故事来
解读。惠州脱钩之鱼的故事，黄州东坡
肉的故事，都是可以了解苏轼心境的切
入点。

临近中秋，最后一名志愿者黄秋
萍很好奇，苏轼曾经怎样度过中秋
节？“说到中秋，最有名的就是苏轼的
《水调歌头》。但是我认为，很多人都
误读了这首词。”周鼎老师认为，这首
词的上阕表现了苏轼对新法之下现实
生活的强烈不满。“他知道，作为一个
臣子，他是无法逃避的。而接受现实，
他又将面临无数的痛苦，因为在他看
来，朝廷正带给百姓巨大的伤害，而他
却无法改变。”所以，周鼎老师幽默地
说：“中秋最好少喝酒，也最好不读这
首伤感的《水调歌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
摄影雷远东

周鼎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开讲。

传习志愿者罗迎春向周鼎老师请教。

周鼎老师对话传习志愿者：

要想成为“东坡”，首先要多吃苦！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
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
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
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仲秋的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秋高气
爽的好天气带来舒适的感受。当耳畔
刮过带着丝丝凉意的秋风，漫步东坡盘
陀坐像前，一同进入耳中的，还有人们
朗诵《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声音。9月
26日，“东坡大家讲”名家系列讲座迎来
第七讲，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
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首届十大最受欢
迎教师周鼎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开讲。

经过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人生迎来
了怎样重大的转折？讲座中，周鼎以苏

轼历经三次贬谪为线索，细细解读苏轼
在黄州的谪居体验，更对苏轼黄州时期
最为重要的前后《赤壁赋》和《赤壁怀古》
进行了赏析。周鼎娓娓道来，让在场观
众从苏轼的传世名篇和贬谪生活中，了
解到苏轼何以成为伟大的苏东坡。

“我觉得周鼎老师思路很清晰，完
整地呈现了苏轼的贬谪岁月，讲得既简
洁又明了。周鼎老师讲的这些内容都
有典故可循，并且融入了他独到的理
解，真的讲得很好。”作为“东坡大家讲”
的忠实观众，眉山的周振兴先生已经不
是第一次来现场聆听讲座了。在长达
近3个小时的讲座中，他一丝不苟地听
讲，还不时在笔记本上写下要点和心得

体会。
周振兴说，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

讲座中讲述了许多关于苏轼的小故
事，包括苏轼书写作品时的遭遇。“我
们原来看这些诗词，包括《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是就诗词本身谈诗词。
但在周鼎老师的讲述中，他把作品融
入到历史的时间轴上，在历史的时空
中去定位，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何苏
轼要在这个时间点写这篇作品，作品
背后又发生了什么。”

同时，从周鼎老师讲述的内容中，
周振兴也悟出了苏轼的人生智慧，从中
汲取到这位千古大文豪能够带给当代
人的精神力量。“周鼎老师表达了一个

很好的观点，就是苏轼具有超越痛苦的
智慧。”周振兴谈到，人生活在这个世界
上，确实有很多困难的事情，如今人们
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很大。为何大家
这么喜欢苏轼，正是因为他面对人生的
诸多问题和困难，都做到了超越痛苦。

“虽然他也经历过一些灰暗的时
刻，甚至有轻生的想法，但后来他很快
就扭转了这种认识。包括苏轼对儒释
道三家的诠释融合，我认为他汲取了很
多优秀的东西，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他从不同的方面汲取了优秀的内容，从
而贯彻到自己的生活中去，这非常值得
我们当代人学习。”周振兴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当代人如何从苏轼的贬谪生活中获取力量？

观众：他具有超越痛苦的智慧

透过美食看苏轼的人生智慧

超140万网友走进东坡的贬谪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