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南宋词人辛弃疾在

《青玉案·元夕》中描述的元宵之夜场景
令人沉醉，也让一代又一代读者领略古
典诗词艺术的魅力。“辛弃疾在元宵观灯
的时候，寻找的是去年观灯的美人。今
天我们读岑参，寻找的是岑参诗里唐代
成都的情形。”阿来说。

2月24日正好是龙年正月十五元宵
节，当天下午，阿来“唐宋诗中的巴蜀与
成都”系列讲座之“岑参蜀中诗”，在阿来
书房迎来第四讲，阿来继续讲解岑参的
成都纪行诗，分别是《严君平卜肆》《张仪
楼》《升仙桥》《万里桥》《石犀》等。阿来
在讲解诗作本身艺术特色的同时，重点
讲述了这些诗中涉及的成都城市文史掌
故和人文地理概念，比如君平街、支机
石、支矶石街、天涯石、张仪楼、升仙桥、
万里桥、石犀等等。

岑参成都访古都去了哪儿？

唐人岑参在成都到处参观名胜古
迹，其中一处是传说西汉文人、学者严君
平曾卖卜的地方。如今在成都有一条君
平街，就是以严君平之名命名。严君平
曾是少年扬雄的老师。看到当年严君平
给别人占卜的地方荒废已久，岑参想到
一个典故：曾有一个人寻找大河的源头，
见妇人浣纱，就问她这是哪里，对方说，
此天河也。此人携一石归。严君平看着
这个石头说，此织女支机石也，也就是
说，这是天上织女织布用来垫机子的石
头。岑参把这次访古写成《严君平卜
肆》：“君平曾卖卜，卜肆荒已久。至今杖
头钱，时时地上有。不知支机石，还在人
间否。”

成都西门城墙有一个楼，叫张仪
楼。这座楼建了近千年之后，岑参来到
成都参观之，写下《张仪楼》：“传是秦时
楼，巍巍至今在。楼南两江水，千古长不
改。曾闻昔时人，岁月不相待。”

张仪是战国时期魏国人，曾以连横
之术游说诸国，入秦后因功为相。张仪
曾代表秦朝，领着秦朝的大军来征服古
蜀国。所以在成都有张仪楼。

在讲述这首诗的时候，阿来谈到成
都这座城被命名的典故。据唐代李吉甫
撰《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张仪刚刚筑
成都城的时候，土墙筑好又倒了，忽有大
龟周行旋走，爬出一个轮廓。当时的人
迷信，就照着乌龟爬出来的印子来修城，
所以成都的城墙不是规整的四方形，而

是像一个乌龟。因此，成都曾被称做龟
城。到唐代，下雨太多的时候，成都的城
墙容易垮，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城墙
上栽芙蓉花。芙蓉花的根系很发达，可
以坚固城墙。成都才有了更好听的名称

“蓉城”。汉唐丝织业发达，成都又有锦
城之称，“成都的名字越来越好听，跟生
产力的发达，人们知识、审美的发展有关
系。张仪将城墙修起来了，城西南百有
余尺，大概就是今天的长顺街、通惠门那
一带，叫张仪楼，临山瞰江，蜀中近望之
佳处也。至少唐代还有张仪楼，以后慢
慢没有了。”阿来说。

岑参在参观“升仙桥”时，写下“长桥
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
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阿
来说，这首诗里的“驷马车”跟今天成都
的地名驷马桥有关联，也跟司马相如开
通西南夷后乘坐驷马车的典故有关。司
马相如驾着驷马车一直往南边走，大大
扩展了汉代的疆域版图。

岑参还去了“万里桥”，写下“成都与
维扬，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疾，帆去如
鸟翅。楚客过此桥，东看尽垂泪”。阿来
说，“万里桥今天还在。这里有一个典
故，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在此设宴
送费祎出使东吴，费祎叹曰：万里之行始
于此桥，从此这个桥就叫万里桥。那时
有码头，可以坐船顺水而下，到遥远的扬
州去。”

在成都的文史上，跟李冰治水相关
的石犀经常被提及，杜甫就曾写过《石犀
行》。阿来说，古人迷信认为石头可以压

住水怪，但其实李冰治水成功更重要的
是讲科学。今天我们来看，把这个石头
放在水里，其实相当于一个水文标志，有
助于知道淹没到哪种程度需要加高堤
坝。岑参对李冰的评价很高，在《石犀》
中写道：“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向
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始知李太守，伯
禹亦不如。”

讲到此诗时阿来提到，如今有一头
石犀存于成都博物馆中，是秦汉时期才
会朴拙雕成的样子，秦汉风格非常朴拙。

岑参写诗风格转变的背后

如今，人们提到岑参，总爱用“边塞
诗人”来概括描述，但其实边塞诗并不
是岑参的全部，他一直探索新的表达方
法，而且诗歌的样式、风格跟时代精神
密切相关，这条规律在岑参身上有鲜明
的体现。

阿来认为，岑参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最漂亮的诗是歌行体，不是在四川写
的，而是在西域写的，比如我们讲过的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如此豪迈。一
到四川，他的诗风发生很大变化，他开始
有意追求简朴、古朴、质朴的风格，跟此
前在西域写的歌行体诗形成鲜明的对
照。”阿来分析道，“善于写非常复杂、豪
迈的岑参为什么一来到四川，变成了用
简古的方式写诗？我想就是因为对象之
别。诗人在不同的地方，根据所表现的
不同的题材，要追求表现出不同的风
格。他不是那种‘写歌行体出彩我就天

天写歌行体’，而是愿意尝试不同的风
格。在写成都这一系列访古题材诗时，
岑参是在写古代的东西，所以他选择相
应的简古的写作方法。他是真正的诗
人，会根据自己的心境，国家的形势，
更重要的是他所要描写的题材，找到一
种最切合的方式。岑参这个淡泊的写
法一路发展下去，中唐以后很多人发扬
这种风格，似乎比他写得更好，比如孟
郊、贾岛。”

阿来从诗歌创作的社会背景、时代
精神开始分析，“一个诗人是多面的，心
境也是多面的。岑参写这些诗的时候，
他的心境跟他所处的时代很吻合。安史
之乱以前，他在西域纵横驰骋，意气风
发。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家力量在衰落，
他的心境发生变化，从豪迈变得悲凉。
时代雄强时，倾诉欲望强烈，浓墨重彩，
西域诗就是这样的。但当大唐夕阳残
照，盛唐过去之后，纵马天山南北的情形
不可能再有，生命也随着时间衰落。早
年他的边塞诗，尤其他的歌行体的张扬、
豪强、奇绝、浪漫、英雄，转变成了简古和
欲言又止。”

此前在讲杜甫成都诗的时候，阿来
说，盛唐诗歌大幕是在成都拉上的。“岑
参也是在盛唐。诗人还在，但是那种英
雄气已经荡然无存了。这种转变也被苏
轼捕捉到，他曾评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
寄至味于淡泊。本身可以写得很复杂很
细致，但是他不愿意，他选择欲说还休，
选择了淡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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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诗人从西域入蜀为何文风大变？
阿来元宵节细讲“岑参成都诗”

2月24日，阿来在“岑参蜀中诗”第四讲继续讲解岑参的成都纪行诗。李惠军 摄

“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这是岑
参在成都送别友人南下时写下的《万里
桥》，在公元766-769年期间，他在成都
究竟看到了什么？又感受到了什么？2
月24日，由川观新闻、封面新闻、上行文
化主办的阿来系列讲座——“唐宋诗中
的巴蜀与成都”：“岑参蜀中诗”第四讲，
在阿来书房举行。在这场讲座里，阿来
带着读者完成了一场品读诗人家国情
怀，穿越人文历史时空的美妙之旅。

在现场观众提问环节，当被问到最
喜欢的描写成都的诗句时，阿来坦言：

“杜甫的两百多首诗，至少有一半都写得

很好。写成都最好的就是《春夜喜雨》，
他对成都最深情的是《怀锦城居著二
首》，以及《杜鹃行》《石犀行》《石笋行》等。”

古往今来，虽然有太多文人墨客途
经成都时，都写下了他们对成都的吟咏，
但是在阿来看来，岑参是始终在探索的，

“他到成都来还有别的诗，也是五言古
体，但那都是比较偏古、比较长的，只有
这几首，看古迹。论时事还是比较长的，
比较好的，他是有意的，是一个诗人的不
满足。”阿来说。谈及如何建议当下的年
轻人怎样在驷马车和楚客之间作取舍？
阿来说，“我不愿意给人建议，因为每个人

的道路、每个人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时
代不一样，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有资格给
另外一个人做人生规划和建议。”阿来认
为，车跟客非常契合，没有车就去不了远
方作客，有车才能去远方，人就是这样
的，一个是不断向往远方，向往远方的同
时也会不断回望，这两者并不矛盾。

讲座结束后，现场观众意犹未尽，纷
纷排队去领阿来的书签。说起聆听讲座
的感受，从事地产行业的曾女士告诉记
者：“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但是
今天从阿来老师这里了解到了很多之前
没有了解过的有关成都的历史，因为阿

来老师本来就有很深的造诣，通过这个
讲座给市民进行普及，我觉得是一种很
好的传承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封面新闻直播
吸引网友在线围观。截至记者发稿，【从
纪行诗中回望大唐成都，元宵佳节与阿来
共读“岑参蜀中诗”】直播，封面直播客户
端观看量97.7万人次；封面新闻微博、封
面新闻视频微博、手机百度观看量71.1万
人次。全网观看量共计168.8万人次。

据了解，在这个系列讲座里，阿来除
了细讲岑参，还将细讲范成大、陆游等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王一理

岑参诗中的成都是什么样？

168万网友元宵节听阿来娓娓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