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适是沧州人

电影里，高适出自渤海高氏。渤海高氏
在两汉魏晋时期是氏族大家，尤其南北朝时
期更是名臣辈出。百度上，关于高适籍贯的
介绍是河北省景县，那他究竟是哪里人？沧
州知名文化学者孙建给出了有力证据。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三中提到：“高
适，字达夫，沧州渤海人。”方志中也有记
载。嘉靖《河间府志》卷十二、万历《河间
府志》卷十一、乾隆《天津府志》卷二等方
志中，以及现代文学史、文学作品中多处证
据，都证明高适是沧州人。

孙建说，沧州文化工作者面对如此多的
历史文献记载，不可能视而不见。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寰宇通志》、两部《一统志》《畿
辅通志》均属最高政府官修，学术认定具有
权威性。嘉靖、万历《河间府志》属地方官
修，当时沧州、景县均隶河间府管辖，编纂
者需要作出抉择，他们选择了沧州。康熙
《河间府志》有些模棱，求同存异，选用了
双方都没意见的“渤海人”（见卷十四）。到
了乾隆初期，此时沧州（包括南皮）已经划
归天津府，高适也随之“划拨”出去，进入
了《天津府志》，而乾隆版的《河间府志》
没再收录高适。

孙建认为，高适籍贯的沧州、景县之
争，说到底是新、旧 《唐书》 之争。然
而，第一，《新唐书》之所以重修，就是因
为看到了《旧唐书》中存在的问题，它们
之间的差异，正是两个学术班底修史理念
以及掌握文献的不同。其次，南皮在唐代
曾两次划归景县，因此蓚 （河北景县）
人、沧州人二说从这一点上并不矛盾。

针对有“争议”的文化资源，孙建说：
“我们的原则是‘争’。历史名人，既是一座
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又是不可再生
的文化资源，不应该像土特产一样随便拱手
让人。我们要先争后议，边争边议，外争内
议。”

高适的朋友圈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
中国诗歌史上最著名的送别诗之一，也是高
适诗名远播的佳作名句。正是凭借这样的为
人和诗品，他交到了诗人圈中的顶流——诗
仙李白和诗圣杜甫。

沧州师范学院教授孙云英对高适颇有研
究。她说，高适为人侠义，好交游。早年过
着“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的
放浪生活。游历长安、卢龙后，曾在宋州居
住，与李白、杜甫结交。《唐才子传》 中
说：他们“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
古，人莫测也”。三人分别后，也经常有诗
歌唱和，互通友情。

高适被贬四川彭州担任刺史期间，正逢杜
甫流落到成都。那时杜甫生活十分贫寒，常常
陷入断炊的窘境，无奈之下写信给高适：“百
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
急难。”了解到友人的状况后，高适从百里之
外背米来接济杜甫。有诗为证：“故人供禄
米，邻舍与园蔬。”

如果说高适是在杜甫最艰难的时候伸出
援手，那么对李白，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尽
力相救。天宝十五年（756年），太子李亨于
灵武即位，激起诸王不满。永王李璘在江陵
起兵，聘请李白成为他的幕僚。当时高适正
担任江陵长史，他一眼看出永王有对抗唐肃
宗之意，于是借口有病，偷偷离开江陵，投
奔唐肃宗。肃宗任命高适为节度使，率兵平
定永王之乱。

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也因此“附逆”下
狱，命在旦夕。知道友人身处危难，高适极
力营救，加之名臣郭子仪以身家性命为李白
担保，最终使“诗仙”免除一死。流放路上
的李白正好走到白帝城，得知消息后，兴奋
地写下名作《早发白帝城》。

关于高适是否出手相救李白一事，大部
分学者认为，高适选择了沉默。孙建也认同
这一点。他说，史书上没有高适营救李白的
记载，这也符合高适的人生理想和追求，他
的诗和远方在庙堂之上。而讨伐永王一战更
是展现了他超前的政治谋略和出色的军事才
干，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一个政治家，而诗
歌的才华只是政治的需要。

在诗歌的领域，李白是“谪仙人”，但
在政治舞台上，李白却和高适形成了鲜明
对比。历史已成尘埃，无论高适作何选

择，相信都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和抉
择，因为诗性和政治，本来就是两种秉
性。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边塞诗人的辉
煌，以及和他同时代伟大的诗人朋友圈。

诗在，中华文明就在

影院里，当耳熟能详的诗歌被配音演员
激情澎湃地吟诵时，太多的观影者随之热血
沸腾，继而加入吟诵的洪流。一幅幅盛世景
象在喷薄而出的诗歌中尽情绽放。世人读到
了曾经盛唐的模样、长安的模样、中国的模
样。

孙建说，诗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只要诗在，中华文明就在。而盛唐长
安，就是中国人的诗和远方。在政治、经济
空前繁荣发展的时代，中华民族呈现出健康
旺盛的生命力。正是由于这些历史条件和社
会实践，孕育了唐诗特有的时代精神。

千百年来，人们的穿衣打扮变了，交通
工具变了，社会制度变了，唯一不变的，是
内心的情感。这些情感记录在唐诗里，一代
代流传至今。《长春日报》副刊编辑易玲观
看《长安三万里》后，写道：“唐诗是中国
人的集体记忆……胡天飞雪、长江运河、鹏
举鹤舞、芦荻水草、亭台楼阁、花前月下，
等等，这些是中国人才懂的诗词意象”。

学习、品味包括唐诗在内的优秀诗歌作
品，于我们当代人又有哪些意义？孙建有些
激动地说，诗歌可以使人心灵不死。因为诗
歌是一种情感的、审美的艺术，它源于我们
的心灵，又反过来滋润我们的心灵。而唐

诗，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是诗
歌文化的最高峰，它的生生不息与经久传
唱，给华夏子孙烙下了共同的文化记忆。

继承创新打造沧州文化名片

电影的最后一幕，高适策马离去，仆童
问他：中丞，长安还在吗？

高适说：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
诗在，黄鹤楼就在。诗在，长安就在。

这些看似毫无生命力的历史遗迹，因为有了
诗歌，有了文化的注入，就有了灵魂，有了
传承下去的生命密码。孙建说，沧州三大名
楼复建，也有其中之义。亭台楼阁在烟波浩
渺的历史长河中也许会灰飞烟灭，但只要楼
上的诗句在、文章在、名人的遗迹在，文化
传承就不会断流。

近几年，沧州在对待历史名人和名人文
化挖掘上也在默默做着努力。如近期盐山县
政协就推出了一套历史文化丛书，其中诗人
高适、医家张锡纯位列其中。孙云英感慨地
说，沧州是一座历史名城，我们后人只有珍
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客观对待、辨证传
承，才能在继承传统、提高水准、建设城市
上有所作为。

“发展地方经济离不开文化自信，失去
文化自信，离开优秀文化传承，经济建设和
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挖掘地方
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历代名人品牌，不盲目
自大、也不妄自菲薄，在传承中发展，在发
展中传承，才能成长出真正的文化自信。这
条路上，沧州任重而道远。”孙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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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部动漫电影《长安三万里》火了，随之里面的渤海高氏也跟着火了。盛唐之下的追梦少
年高适，究竟是何许人也？在人才济济、星汉灿烂的盛唐，高适拥有怎样令人震撼的朋友圈？在那
样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刻，沧州诗人的诗和远方又在哪里？而这些流传至今的优秀诗歌，于当代人又
有何意义？沧州知名文化学者为我们一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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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华文明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在这一根本遵循下说《诗经》，路径
就清晰了，一是读懂，二是普及，三是用
活。沧州作为 《诗经》 的再生地、传承
地，沧州人对于推广普及《诗经》这样的
优秀传统文化，责无旁贷。

破“墙”走进 诗意阅读

《诗经》作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
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诗歌现实主义的
源头，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和深
远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如
它的现实主义精神、风雅精神、抒情诗传
统、赋比兴手法等。《诗经》立足于社会现
实生活，没有虚妄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
话，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
叙写，展现了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
风俗民情，这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
事”的精神传承，对于当代的文学创作、
文化传承依然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

先人的吟唱，今人读来的确有些难
度。这么好的《诗经》，就是因为那些佶屈
聱牙的生僻字把人们挡在了门外。原本产
生于民间草根的《诗经》，变成了在小圈子
里传播的文化内容。怎么让今天的人们、
让青年、让孩子爱上《诗经》？不妨作诗意
阅读。经典的解读有许多专家来做了，字
里字外的意思，解释得明明白白，但把它
作为远古时代人们的生活篇章来解读，宴
饮、农事、战争、祭祀，去体会周代社会
经济和礼乐文化，体会官民生活和爱情婚
姻，以及为人处世、治国理政之道等，我
们不妨把它们抽纳出来，分门别类地去了
解。比如《诗经》里光成语就有150多个，
许多我们现在仍在用。如夙夜在公、山高
水长、无所适从、小心翼翼、信誓旦旦
等，从成语入手读诗就更容易。再比如，

《诗经》 中有那么多耳熟能详的好句，像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桃之夭夭，灼灼
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等，我们不必篇篇都读，
从名篇名句入手，先精读再广读，也是一
个不错的路径。

普及应用 埋下“种子”

专业研究的成果和规模可以扩大 《诗
经》的文化影响力，大众的普及同样也可
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并且更利于普及传
承。可以让《诗经》进机关、进社会、进
校园，比如在小学阶段可以做《诗经》名
篇诵读，可以排练舞蹈、情景剧等。有专
家认为一个小学生应该能够背诵20首《诗
经》。一首诗，可能就埋下一颗诗的种子，
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发芽。

还比如我们的廉政教育，可以以 《诗
经》中所崇尚的忠诚、廉洁、自律等精神
作注，像《诗经·小雅·小昱》中的“战战
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告诉公务人
员要有敬畏之心，始终视法纪为“雷池”，
绝不逾越；《诗经·大雅·荡》 中“靡不有
初，鲜克有终”，告诉人们要守住初心，善
始善终。

《诗经》是中国的、世界的文化瑰宝，
作为诗经再生地、传承地，诗经更是沧州
的文化自信。它的影响力一方面可以由热
爱《诗经》的人们来作专业研究，扩大影
响，如2002年在河间举办的国际诗经研讨
会影响巨大，到现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十几
届了。《诗经》是沧州的《诗经》，应该让
它和沧州经常性地产生关联。德治天下、
琴瑟和谐、农耕底色、诗韵永传，《诗经》
是我们的文化记忆、精神生活、美学向
导。还有，像诗经爱好者“把诗经种在大
地上”，让人们认识诗经中的花草树木虫鸟
等。再比如，把诗经做成好的文创产品，
与我们的二十四节气、民风民俗等结合，
让诗经鲜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就是一种最
好的传承。这些都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都活起来”的方式。

活化经典 打造文化IP

《诗经》这么美，蕴含这么厚重的人文
思想，真正走进去，走回人类的童年，可
以浸润人心，治愈现代人的浮躁。老祖宗
留下来的文化珍宝，为我们今天树立文化
自信、文化自觉提供了范本和依据。走
进、挖掘、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妨从
我们文化的源头、原点开始，从 《诗经》
开始。

《诗经》是文学，也是历史，作为春秋
到战国时期五百多年的全景记录，其现实
主义的特点决定了它必定会在生活中留存
颇多印迹。《诗经》 流传民间，牌匾、器
物、风物、民俗等都可以作为切入点。河
间文化局原局长田国福收藏 《诗经》 版
本、建诗经斋、出版《诗经长物》，都是很
好的传承与发扬。108件带有《诗经》语句
的实物，有纸制品、布制品、银器、铜
器、木器、瓷器、陶器，内容涵盖请柬、
婚书、贺喜、旌表、题词、贺寿、文房四
宝及生活用品，用以表达人们对长辈的祝
福、对后辈的祈愿、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沧州作为《诗经》传承地，这种文化资源
的挖掘特别有意思，也有意义。同时一些
文化的行动可以演变为习俗，如清明祭奠
毛苌墓也可以沿袭，增进人们对于诗经传
承的关注和兴趣。普及打造诗经文化，应

建设一些与 《诗经》 有关的地标，君子
馆、日华宫如果不复建，至少可以建诗经
公园、诗经碑林，命名诗经大道，让沧州
满城处处诗风雅韵，处处触摸到 《诗经》
的印迹和气息，让《诗经》真正成为沧州
一张响亮的名片。像西安诗经里小镇、邯
郸诗经文化公园，都对文旅有着重要作用。

我们今天研讨 《诗经》 为什么？沧州
人应该为《诗经》做点什么，才不负历史
给予我们的这一文化遗产？不只要传承传
播，还要创新发展，让这样一个伟大的文
化载体，来承载当代经济社会、人们生活
方方面面的需求，留下这个时代的文化断
面。比如以此打造一个真正具有影响力的
文化IP。近年来各地都在做传统文化，远
的有杭州宋城、西安大唐不夜城，近的有
河南“国潮”出圈，“唐宫夜宴”“洛神
赋”“山海奇幻夜”爆火，都是把传统文化
做成了“顶流”，都把优秀传统文化输出的
成功案例，可谓找到了开启传统文化持续

“破圈传播”的“金钥匙”，是古朴文明的
一种青春表达。

文化是一个城市最深层的力量、最深
厚的软实力。《诗经》 是最厚重古老的文
化，完全可以打造大IP。王希孟的《千里
江山图》 可以成为爆火的舞蹈 《只此青
绿》，一幅画如此唯美地视觉化，当然也可
以把诗经“活化”为当代人乐于接受、并
且能够被打动的文化符号，成为流量巨大
的现象级文化IP。我们可不可以打造一个

《只此风雅》？守着这样的文化宝藏，沧州
人要做的，就是类似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

再比如，我们也可以打造一个以诗
经文化为主题的中式婚礼场景，把“岁月
在御，莫不静好”“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对婚姻的美好祝
福加进去，一定是很有仪式感、很有文化
气息的令人难忘的婚礼。

沧州的先民为 《诗经》 传承做了那么
多事，当今的沧州人理应把诗经这颗世
界文化殿堂的明珠擦拭得更加明亮。让
人高兴的是，有不少热爱 《诗经》 文化
的人士在满腔热忱地做这件事。6 月 29 日
晚，由诗经之乡的人们自己创编演出的

《诗经》 演唱会在沧州群艺馆小剧场举
行 。 诗 思 与 雅 乐 同 起 ， 古 意 共 新 舞 齐
飞，流光溢彩，美不胜收。鹿鸣呦呦，
伐木丁丁，桃之夭夭，蒹葭苍苍，14 个
节 目 ， 把 《诗 经》 之 美 展 现 得 美 轮 美
奂、淋漓尽致。

打造这样一台精彩节目，可以循环去
演，去乡村去学校，不断点燃人们对《诗
经》 的热情和热爱，让 《诗经》 在沧州、
在全国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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