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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来说，李白堪称“国民诗
人”。在大众读者群体看来，李白的不少
诗都属于朗朗上口的那种。为何李白的
诗受众如此广泛？人们喜爱李白到底是
在喜爱什么？对于这样一个超越时代的
卓越大诗人，我们今天该如何更有效地
阅读、赏析，以便更好汲取其养分，将之
注入当下精神生活？

2023年9月，名人大讲堂进入“李白
文化季”。在举办系列讲座的同时，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陆续专访到多位
对古典诗词尤其是唐宋诗词深有研究的
学者，请他们谈谈心目中的李白及其艺
术世界。本期邀请到的是南开大学文学
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
研究所副所长张静，她跟随古典诗词研
究大家叶嘉莹先生学习多年，对古典诗
词研究造诣甚深。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读李白诗可充分依照个人爱好

“李白的诗清新飘逸，传达出的境
界，往往不是我们世俗之人能够达到的
高度，而是‘仙人之作’。‘诗仙’这个称谓
就透露出一些信息：人们喜欢李白，可能
就是在李白身上看到了超出现实、世俗
生活的那一面。这一面我们很多人心中
都有，但未必展示出来。人们喜欢李白，
或许正是来自这一份心灵相通。”对于李
白深受大众喜爱，张静这样分析。

李白的诗歌是一份极其宝贵的人类
文化遗产，历来研究者众。即使不是专
门研究者，喜爱诗歌的人也可以从中获
得精神营养。如何更好地从中汲取营
养，张静分享了她的一份阅读建议，“我
们常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李白的
诗作体裁多样。大家在阅读欣赏的时
候，可以充分依照自己的个人爱好，多选
择自己喜欢的、更乐意去积累沉淀的方
向，这样理解起来更容易豁然开朗。”

张静还提到，李白虽然是“诗仙”，但
并非遥不可及，“他写的不少诗作，例如
《静夜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
都让人觉得很亲近和熟悉。其实，李白

既有着超越世俗的一面，又有着特别接
地气的一面。《唐诗三百首》中，收录作品
最多的虽然不是李白，但各类诗体中，李
白的诗都有被收入，这也证明李白的诗
极其丰富、多样。”

“应注意避免脸谱化、概念化地
去给一个诗人定性”

谈李白往往离不开聊杜甫，聊杜甫
也常常会提到李白。“李杜”几乎成为一
个专有名词。张静说，李杜友谊的确是
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我们现代人结交
朋友，有时会结交性情一致的朋友，但也
会结交性格互补的朋友。李杜二人的性
情和创作风格上有不小的差异，但并没
有影响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情谊。后世人
们经常将‘李杜’齐举，我认为其实这里

面也是后人的一种对美好情谊的心向往
之：觉得他们曾经在共同的时代生活过，
又有过切实的交往，而且文学成就都非
常高，于是会非常乐意将两个人放在一
起讨论。”

关于“李杜”的差异，比较通行、常见
的说法是，李白是浪漫主义的代表，杜甫
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但张静提醒，“做这
种分类有其必要性，但也不能绝对化。
因为李白有现实主义的那一面，杜甫也
有浪漫主义的那一面。我觉得，不管是
专业研究者，还是诗歌爱好者，都需要注
意避免脸谱化、概念化地去给一个诗人
定性。一个诗人的某一些作品、某一些
时刻，所反映出的某一个倾向比较突出，
但这并不能代表其全部，以免将诗人本
身存在的丰富性、多面性给抹杀了。当
我们在品读一位优秀的诗人时，切忌只
顺着某一个概念或框架去分析。最好还
是读出自己真诚的感受，不被外界的评
价而影响了自己真切的、开放的阅读视
野。佳作常读常新，正是需要更多的读
者来打开作品更多的面。”

张静回忆起自己少年时代，就读到
李白的《丁督护歌》，深受震动，“云阳上
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
何苦……这些句子给我带来很大触动。
曾让高力士脱靴、皇帝调羹、贵妃研墨的
李白，对于民间疾苦竟有如此体谅。”

卓越的诗人总是大于自己的时代，其
作品总是超越具体的时空，散发强大的生
命力。李白的诗歌就具备很强的现代
性。在压力大、节奏快的当下，李白的艺
术世界，对当下是一份不小的精神支援。

李白曾写过一首很短的诗，叫《玉阶
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
晶帘，玲珑望秋月。”这首诗与“天生我材
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仰天
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奔放、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
飘逸等，都不一样。

张静提到，虽然这首诗题为《玉阶
怨》，但李白并没有写“怨”，“诗里出现的
玉阶、白露、水晶帘、秋月都是美好的、透
明的、皎洁的、寒冷的意象。李白在诗中
反复传递的，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主人

公的执着，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品格。
诗里的主人公，在室外，无论是否有露水
的浸染，她都始终伫立良久，当她回到室
内，我们想着她应该放下水晶帘，卧床入
睡了，但她依然是‘玲珑望秋月’，带着对
美好的追求，依然还坚守着自己的理
想。李白这首诗传达出一种矜持和冷
静，树立了一个玉阶伫立、痴心望月、执
着的追寻者。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迷
茫、面对困惑，内心可能会动摇，直至想
放弃的时刻，可以读读李白这首诗。”

李杜的诗歌有共性：
促进音乐与诗词的深度交流

几年前，BBC制作的《杜甫：中国最
伟大的诗人》的纪录片，让全世界对杜甫
有了更多了解。张静说，优秀的诗人，他
的粉丝群体往往超越国界，可以说“既是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例如奥地利作曲家
马勒的交响乐《大地之歌》，就对李白的诗
进行了创新的演绎，在音乐史上已经成
为了一个不朽的名作。再比如以叶嘉莹
先生为主角的文学纪录电影《掬水月在
手》主题音乐——为杜甫《秋兴》八首所
配的音乐，是日本作曲家佐藤聪明的作
品。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李白和杜甫的
诗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能促进音乐界
与诗词之间的深度交流。异域的一些艺
术家、音乐家，对于我们中国古典诗词的
理解和演绎，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在张静看来，纪录片这种艺术形式
有其独特的优势，“纪录片有较大的空间
和时间做拓展延伸，可以把我们优秀传
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给体现出来。”她还提
出自己的思考，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充
分利用纪录片这种艺术手段，“不仅仅是
再现诗人的生平岁月，更重要的是去发
掘出那些诗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滋生
出的无数注解、无数选本、无数粉丝，一
直到今天，包括我们的中小学教材，包括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与那些诗
人相遇的一些机缘。还可以拓展到更深
更广的层次，证明他们的作品还活在我
们的现实生活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姜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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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教授张静：

人们喜欢李白，或许来自一份心灵相通

张静教授 受访者供图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边钰）12月15日20时，人物传记纪
录片《伊莎白——我的选择是中国》，将
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全网首
播。同日21时10分，该纪录片还将在
四川卫视亮相。

伊莎白·柯鲁克，加拿大籍，著名教
育家、人类学家，也是新中国英语教学拓
荒者。在伊莎白跨越百年的世纪人生
中，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路口，都坚定地选
择与中国人民并肩同行。她因全力投身
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于2019
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今
年8月20日，伊莎白在北京逝世，享年
108岁。

《伊莎白——我的选择是中国》讲述
了伊莎白的传奇故事，回顾了她一个世
纪的厚重人生，再现了中国二十世纪波
澜壮阔的历程，展现了一位外籍友人对
中国一往情深的热爱。

主创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

于2014年启动，在伊莎白家人的支持
下，团队深入伊莎白的生活，拍摄了很多
有价值的生活场景。通过长达近10年
时间的记录，纪录片积累了大量关于伊
莎白的影像资料，是迄今为止关于伊莎
白人生最为丰富完整的影像作品，很多
独家的珍贵影像资料在片中首次呈现。

伊莎白是一位对中国、对四川有着
特别意义的外籍友人。她把中国视为自
己的第一故乡，把四川看作自己最为眷
念的地方，年轻时期曾在四川汉源、理县

等地的乡村从事社会实践调查。她在
104岁高龄时，还回到成都华西坝、彭州
白鹿镇等童年生活的故地寻访。她用自
己的传奇人生证明，人类完全可以跨越
种族、国家，彼此理解、携手同行。

“纪录片《伊莎白——我的选择是中
国》选定12月15日首播，因为这一天恰
好是伊莎白108岁诞辰。”主创团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希望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回顾伊莎白跌宕传奇的世纪人生，也回
望中国旧貌换新颜的百年巨变。

◀ 纪录片《伊莎白
——我的选择是中
国》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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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
已完成投资超370亿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华刚）12月13
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现
场推进会在泸州市古蔺县召开。自2019
年启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
以来，已近5年时间，四川的建设进展如
何？现场推进会上，省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四川段）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
责人透露，截至目前，全省已开工项目（含
子项目）452个，完成投资超370亿元。

“一大批项目建设已初现成效。”上
述负责人介绍，泸州市太平—二郎四渡
赤水长征历史步道项目建设基本完成，
太平渡渡口提升、毛泽东入川第一桥保
护利用等15个项目相继完工；甘孜州泸
定桥核心展示区初具规模，丹霞小镇、石
渠县十八军进藏集中展示园全面建成；
阿坝州卓克基官寨、懋功会师重点展示
园等项目稳步推进。

在建设同时，如何宣传好红军长征
在四川的红色故事？省委党史研究室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进《红军长征在
四川大事记》《毛泽东长征在川大事记》
等作品的创作和出品。

她视中国为第一故乡，最眷念的是四川

《伊莎白——我的选择是中国》今晚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