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为
世人熟知，也让他成为盛唐最负盛名的

“边塞诗人”。然而当岑参在人生的最
后一段旅程来到蜀中时，他的诗风却为
之一变。纵马天山南北的豪情不再，转
而变成了简古和欲言又止。

3月23日下午，阿来“唐宋诗中的巴蜀
与成都”系列讲座迎来第五讲，阿来走进
乐山开讲“岑参嘉州诗”。在这个时期，岑
参的许多诗作是苦闷的，阿来通过岑参在
嘉州上任期间的数首作品，不仅解读了岑
参笔下的嘉州人文与自我感悟，更重要
的，是透过岑参个人情感的书写，看到背
后大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的时代困顿。

跟随岑参的足迹游嘉州、览大佛

3月23日上午，阿来一行人前往乐
山市大佛景区、嘉州古城调研采风。阿
来先后来到龙湫虎穴、载酒亭、凌云寺、
佛头小广场、眺望三江、乌尤寺、东坡楼
等景点，一路沿着当年岑参可能走过的
路前行。

在本场讲座中，阿来花了大量的篇
幅细细解读岑参在这里写下的《登嘉州
凌云寺作》，其中有诗句“回风吹虎穴，片
雨当龙湫”，写的正是如今龙湫虎穴的景
点。龙湫，即瀑布落下来形成的小潭。

在解读本诗时，阿来还将历史和地
理知识融入其中。他提到，原本的凌云
山一共有九峰，原各峰皆有寺，唐武宗
法难时毁掉了八座，唯留凌云寺，可见
它如今的历史文化意义。

乌尤寺也曾出现在岑参诗中。阿
来细读了岑参《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题惠
净上人幽居寄兵部杨郎中》一诗，据史
料记载，青衣山就是乌尤山。开篇岑参
就写“青衣谁开凿，独在水中央”，这一
句也点明了青衣山的历史渊源。阿来
提到，有传闻青衣山和凌云山原本是连
在一起的，李冰治水时将其分开。

诗作虽然前半段花了大量的笔墨
来写登上青衣山感受到的浩渺与豁然，
但岑参的心境早已不似年轻时在边塞

的壮阔，在诗的后半段，他对好友杨郎
中说道：“胜赏欲与俱，引领遥相望。为
政愧无术，分忧幸时康。君子满天朝，
老夫忆沧浪。况值庐山远，抽簪归法
王。”阿来认为，岑参或许是想借此景与
好友抒怀，表达回长安的愿景。

来到大佛脚下，有人问：“岑参当时
为何没写大佛呢？”阿来解答，当时的大
佛还是个“烂尾工程”，尚未完全建成，
岑参应该看不到完整的乐山大佛。而
在晚唐诗人薛能任职嘉州的时代，他看
到的已是修建完善的大佛。薛能写《凌

云寺》就留有“像阁与山齐，何人致石
梯”的诗句。

个人情感的书写与时代紧密相连

在岑参的《咏郡斋壁画片云》中，诗
人的苦闷之情表达得越发明显，他写

“未曾行雨去，不见逐风归。丹青忽借
便，移向帝乡飞”，这个壁画中的云若是
能变更，它会向帝乡飞去，归去之心表现
得淋漓尽致。在《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
二室旧庐》中，岑参更是将对自己“老家”

的怀念写进了标题中。“久别二室间，图
他五斗米。哀猿不可听，北客欲流涕。”
想到远方的旧庐，岑参难忍泪水。

一日，一位姓罗的山人抱琴而来，
岑参听他弹奏《三峡流泉》，留下诗篇
《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全篇极赞
罗山人的高超琴艺，空灵婉转，却也留
下了诸多“肠断”“惆怅”的字眼。阿来
解读至此，引李白《听蜀僧濬弹琴》一诗
与之对比，同是写于此地也同是写弹
琴，李白则云：“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
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
流水，馀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
暗几重。”与岑参的惆怅相比，李白写得
荡气回肠、豪迈奔涌。

阿来再将苏轼与岑参进行对比。
苏轼的《初发嘉州》是他最早期的诗作，
写于奔母丧返回眉山后随父亲苏洵再
赴京都所作。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人正
是意气风发的年纪，诗中所写的风貌与
心境也与岑参大不相同。

阿来总结道，岑参在嘉州时期的诗
作中，总能读出一丝苦闷与怨言。彼时
的嘉州虽是边远之地，但也没有岑参年
轻时奔赴的西北边塞远。“那个时候他
能写《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路途也很
苦，为何就没有怨言呢？”

我们从诗歌的背后能读出诗人的
情感与个人历史，读出诗人的理想与崇
高的人格。然而在这之后，我们还能读
出潜伏在诗意中的广阔的时代。

“文学与时代是不可分的，个人情
感的书写与广阔的时代是紧密相连
的。”阿来说，同是听琴，盛唐的李白与
岑参是截然不同的。同是写嘉州风貌，
20岁的苏轼与50岁的岑参也是不同的。

“时代会造就时代的精神，或是朝
气蓬勃，或是迷茫未知。”阿来说，安史
之乱前，大唐盛世雄姿英发，岑参可以
自由地在西域驰骋。安史之乱后，国家
力量在衰变，岑参的诗风也从豪迈走向
悲凉。

时代的气息从文学中浮现，诗歌也
让历史有了细节。这也是我们如今读
古诗的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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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在乐山开讲
“岑参嘉州诗”。

◀3月23日上午，阿
来在大佛景区采风。

阿来乐山讲“岑参嘉州诗”：

个人情感的书写与广阔时代紧密相连

2023年，国产电视剧《三体》收获了
豆瓣8.7分的超高口碑。

2024 年 3月 21日，Netflix 版《三
体》剧集开播，平均每集预算高达2000
万美元，总计预算达到约1.6亿美元，被
认为是Netflix有史以来单集投资最昂
贵的项目之一。全球最知名的流媒体
平台开发如此高投资的影视项目，足以
证明《三体》国际顶流的影响力。

3月24日，一场主题为“刘慈欣和
《三体》何以成为国际顶流？”的科幻沙
龙在成都阿来书房举行。《科幻世界》杂
志社副总编姚海军，硬科幻代表作家、
银河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获得者谢云宁，
银河奖微电影最佳导演、编剧张龙，青
年艺术家、《刘慈欣文集》设计师梁博，
科幻世界影视总监王姗姗，与幻迷读者
一起分享刘慈欣和《三体》何以成为国
际顶流的秘密。

与此同时，由科幻世界出品的《刘
慈欣文集》近期荣获国际设计大奖——

2024年iF设计奖。
作为《刘慈欣文集》和《三体》原著

的出品方，《科幻世界》见证了《三体》作
为中国科幻代表作品蜚声海外的过
程。活动伊始，主持人王姗姗邀请姚海
军向大家介绍了“《三体》诞生与出海之
路”。他表示，2006年，由于科幻文学在
图书市场的影响力远没有今天这样的
力度，因此依托《科幻世界》杂志在当时
期刊界的庞大销量与校园传阅率颇高
的优势，《三体》最初采取的是以连载杂
志的方式推出。这也奠定了《三体》最
初庞大的读者基础。

关于《三体》破圈出海并成为国际
顶流的原因，各位嘉宾则有着各自的感
受。谢云宁认为，《三体》获得雨果奖加
速了其出海的进程。张龙则表示，IT界
对《三体》的推崇实现了其初步的破圈
转化。梁博分析，一些国际名人成为
《三体》书迷并狂热催稿英文版续作这
一事件，为其登上国际顶流提供了广泛

的话题性。
在姚海军看来，除了大家谈到的以

上原因之外，关于《三体》破圈出海并成
为国际顶流，首先应在于作品本身的优
质，同时英文版译者刘宇昆的出色翻译
也成功助力其破圈海外；其次，随着我
国经济水平日渐提高、科技快速发展，
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开始关
注中国的科技创新和文化作品。

而从科幻创作者、影视从业者、艺
术设计者的角度，谢云宁、张龙与梁博
分别从各自的领域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在谈到“刘慈欣对中国原创科幻发
展的影响达到了何种程度”的话题时，
谢云宁不失幽默地坦言，由于刘慈欣的
《三体》带动了中国科幻热，从前小众的
原创科幻文学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不少
影视、互联网公司及投资人相继入局科
幻产业，使得原创科幻一度达到了“科
幻作家都不够用”的程度。

而在谈到《三体》为何如此吸引人

的原因时，张龙则从故事形态的角度进
行分析。他认为《三体》的可读性非常
高，其中就表现在故事中有着相当比例
令读者有代入感与贴近认知的侦探、谍
战等传统影视剧本中引人入胜的元素，
通过刘慈欣巧妙的科幻化加工与反套
路叙事，从而赋予了其独特的科幻文学
魅力。

对于“如何看待刘慈欣的作品及
相关产品愈发多样化的改编、加工”这
一问题，梁博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说：

“无论是我们的读者、观众还是消费
者，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判断力，当下
我们还是应该专注于完成‘把菜做得更
丰富，都端上来给大家一一细品’这一
共同的事业，让更多的人参与、投入进
来做这些事，时间自然会让这些产品的
艺术价值分出高下优劣，就像我仍然
在期待二十、三十部《三体》改编作品
涌现的那一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三体》何以成为国际顶流？
科幻界资深编辑、作家在阿来书房对谈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