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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林黛玉遇到武亦姝……
中国古代诗词文化有多么博大精深？ 唐文学研究专家陈尚君笑着反问———

“如若林黛玉遇到武亦姝， 会怎么

评价？” 唐文学研究专家、 复旦大学中

文系教授陈尚君日前在接受本 报 专 访

时， 作了一番穿越时空的有趣假设。
上海高中女生武亦姝凭借在 《中国

诗词大会》 上的吸睛表现， 获得 “满足

人们对古代才女一切想象” 的惊艳与赞

誉 ， “古代才女究竟是怎么样 的 ？ 在

《红楼梦》 里， 至少通过曹雪芹的认知

塑造的这些才女， 熟读古诗只是入门，
还要能出口成章吟诗作赋， 搞原创。 这

并不是我对武同学的苛求， 相信她自己

心里有比较， 也有更高的追求。” 陈尚

君说。
文化综艺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波诗词

文化热潮， “但我们对诗词文化的认知

还存在局限， 需要去打开。” 陈尚君说。
唐风宋雨间 ， 如何加深人们对 诗 词 文

化、 传统文化的了解， 引发业内学者的

强烈关注。

通晓典故，才能理解诗词
文字背后的真义

“登高能赋， 可以为大夫。” 陈尚

君认为 ， 作为中国传统文人的 基 本 素

养， 诗词歌赋最核心的要义不是背诵了

多 少 作 品 ， 而 是 通 晓 诗 词 歌 赋 之 义 ，
并能够熟练创作诗歌来表达自 己 的 想

法 、 情感与志趣 。 古典时期文 人 圈 子

里的来往酬答 ， 诗词是交 往 中 的基础

手段， 哪怕诗词作得不佳， 至少要知道

作诗的基本方法， 听得懂诗词里流露的

真情实意。
“你作一首诗， 我和一首诗。 我们

想要表达的态度， 彼此的心意都通过诗

作来传递了。” 陈尚君认为这正是中国

诗词的魅力所在。 诗词之于古代知识分

子， 正是这样一种工具性却又超越工具

的交流方式。
古人说话不喜欢太露， 寄托情志往

往喜欢找 “代言”， 因此用典， 成为古

人写作的习惯。 但对相距甚远的今人来

说， 用典是在读诗、 解诗， 甚至是尝试

作诗过程中遇到的最复杂、 最艰难的问

题 ， 没有积年累月的博闻强记 难 以 做

到。 例如 “更衣” 一词， 就包含了语典

和事典双重意义。 作为语典， 这个词含

蓄文雅地表达了如厕之隐。 而它又有特

别的事典， 相传汉武帝刘彻有一次到他

的姐姐平阳公主府做客， 在如厕时临幸

了公主府的婢女卫子夫， 卫子夫后为皇

后， “更衣得幸” 的典故由此而来， 而

“更衣” 也因此多了一层 “侍奉君王的

人” 的意思。
唐诗人王建 曾 在 《宫 人 斜 》 中 写

道： “未央墙西青草路， 宫人斜里红妆

墓 。 一边载出一边来 ， 更衣不 减 寻 常

数。” 有些解读中将 “更衣” 解释为换

衣服， 把死去宫女的衣服换下来给新人

穿 ， 其实忽视了 “更衣 ” 还有 一 层 事

典， 该诗真正传达的是 “后宫充盈” 的

涵义。
“今人对诗作的解读， 大多都存在

这个局限。 对诗词的创作方法通晓到什

么程度， 对于解诗的方向、 价值， 差别

是很大的。” 陈尚君认为， 要熟悉文言

文的写作、 旧体诗写作的基本技巧， 并

通过大量阅读熟悉诗词中的典 故 和 出

处， 诗歌学习才是真正的入门了。

古时最可爱的创作时期，
要数盛唐

受 《中国诗词大会》 的影响， 《唐
诗三百首》 成为近期走俏的书籍。 虽然

影响因子最高 ， 但 清 代 人 编 纂 的 《唐

诗三百首 》 其实是一部蒙学书 籍 ， 根

本入不了大家的法眼。 在陈尚君看来，
从 《唐诗三百首 》 入门 ， 想要 更 进 一

步 ， 可看清代沈德潜编选的 《唐 诗 别

裁》， 再要提升， 明代高棅的 《唐诗品

汇》 也不错。
千百年来时代迁移， 诗词文化走向

两极， 一种走进市井， 一种走向高端。
“文化是普及了， 但社会主流人群的阅

读趣味却每况愈下， 明清流行的佳作，
和唐宋两代所标榜的已然不同了。” 陈

尚君说。
例如， 唐宋两代没有人认为李白的

《静夜思》 是佳作。 同样写月下的思念，
李白的 《玉阶怨》 获得文人们的极力称

赞， “玉阶生白露， 夜久侵罗袜。 却下

水晶帘， 玲珑望秋月。” 全诗没有一句

直白的思念， 却描绘了一个高雅女士在

秋月下徘徊， 夜深而不能离去的朦胧场

景， 孤独的情感通过水晶帘、 月光这些

意象浪漫神秘地勾勒了出来。 望秋月是

为谁？ 都不必说了， 但这种情怀是绵邈

而悠长的。 “这种复杂的诗意和含蓄的

意境， 未必是明以后的文化所能理解且

接受的。” 陈尚君说。
中国诗歌 ， 历 来 有 “言 志 ” “缘

情 ” 的 两 大 主 流 方 向 。 历 史 流 转 中 ，
“缘情” 一步步退出了中国诗歌的主流

表达。 将古今 70 种选本区分开来便会

发现 ， 如杜甫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
岑参 《走马川奉送封大夫出征》、 骆宾

王 《在狱咏蝉》、 白居易 《琵琶行》 等

都是近代以来特别推崇的作品， 但古人

的认识没有那么 “崇高”。 “最可爱的

创作时期要数盛唐了。” 陈尚君介绍说，
李白是那个时代享受一切人生的代表。
他的享乐人生， 包括游山玩水、 建立功

名等各个方面， 社会可以包容诗人们的

锋芒与棱角， 在那个阶段唐诗类型层出

不穷、 格外丰富， 是为盛唐气象。
诗词文化是一个幽深的宝库， 走得

深了， 自然而言会有些惊喜的发现。 比

方说， 白居易其实有点过于世故， 他创

作的大量诗歌都是为了应酬， 那些体面

的文字好像在说 “天气好好啊” 这样的

客套话 。 而孟浩然内心 一 点 儿 也 不 平

和 ， 仔 细 品 味 他 的 诗 “挂 席 几 千 里 ，
名山都未逢 。 泊舟浔阳郭 ， 始 见 香 炉

峰。” 他的心里面转角藏着峥嵘。 “春

眠不觉晓 ， 处处闻啼鸟 ” 这首 诗 ， 现

代人大多解读为遇见春天的惊 喜 ， 但

在宋版 《孟浩然诗集》 中， 保留的原题

却是 《春晚绝句》， 写的是暮春醒来惜

花伤春的感受， 只是现在的读者大多忽

略了这一点。

一曲《东风破》，古风扑面

“老一辈学人作诗的能力出乎我的

想象。” 采访中， 陈尚君翻开手边的陈

寅恪 《寒柳堂集》， 其中收入了陈寅恪

创作的一些诗作 ， “先 生 就 属 于 个 人

学 术 研 究 做 得 好 ， 诗 词 也 作 得 好 的 。
旧学功底扎实， 家学渊源深厚。” 他又

举出自己的老师 、 唐文学研究 家 朱 东

润先生在 1939 年 创 作 的 《后 西 征 赋 》
为例 。 当时 ， 朱东润先生在校 讲 授 六

朝文， 觉得六朝文的要点是赋， 要讲授

赋必须自己有写作的体会， 于是仿效晋

潘岳 《西征赋》， 历数自泰兴至乐山西

行沿途的所见所感 ， 作成五千 余 言 的

《后西征赋》。
陈尚君说： “此文纵论得失， 伤痛

时事， 感概苍茫， 意境雄浑， 是近代以

来罕见的闳篇。” 今天读朱东润的 《后

西征赋》， 很多人可能是离不开注释的，
虽然距创作此文的 1939 年算起， 仅时

隔 70 多年， 但能够驾驭文言表达的人

已近难觅。 “包括今天， 有很多中学生

满分文言作文， 被拿来做美文榜样的实

则都是涩体 ， 文字诘屈聱牙 、 方 凿 圆

枘， 语言感和节奏感薄弱。” 陈尚君说。
文言文和白话文， 在语言表达的习

惯和节奏上是不同的 。 文言文 以 字 为

主， 现代汉语则以词为主， 两者之间有

根本区别。 现代人要学会写文言文， 要

将文言感培养为本能， 其前提是首先他

是一个 “文字专家”， 必须掌握大量的

汉语字词， 理解每个汉字的历史渊源、
深刻内涵和不同语境下的语义。 比如在

咏一个露珠， 或一个水泡时， 古人有专

门的字词可作表达———“沤”。 水珠被晒

干了呢？ 汉语词库也有专门的动词来做

描述———“晞”。 用旧体诗文的方式撰写

文章， 可避免词不达意的遗憾， 相对而

言， 也能弥补现代汉语在语义和语境上

的表达累赘、 韵味有失。
只有熟读前人大量优秀的作品， 并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积累和历练， 才能熟

练驾驭丰富的汉语辞藻。
事实上 ， 在 流 行 文 化 领 域 ， 有 一

种独特的作曲风格 “中国风 ” 一 直 深

受人们的喜爱与追捧 ， 其中最 典 型 的

就 是 创 作 型 歌 手 周 杰 伦 ， 陈 尚 君 说 ：
“《东风破》 《青花瓷》 歌词非常浪漫，
典雅 ， 可以看得出词作者方文 山 的 古

典修养是很好的 。 如果现在有 人 评 价

你的作品 ‘古风扑面’， 那是极高的赞

誉了。”
如今网上不少解码唐人历史与情感

密码的 “游戏文 ” 成了朋友圈 刷 屏 的

“网红”， 仅 “八卦” 大诗人李白和杜甫

的关系就诞生了诸多 “爆款”。 陈尚君

也喜欢并经常创作 “游戏文”， 但他强

调一个原则 “要讲证据”， “证据到了

几分就讲几分， 不用描述性的大词， 不

做情绪化的发言。”

大好河山，“美到每一帧画面都想让人唱国歌”
总导演余乐：让8岁到80多岁的观众无障碍看懂80%以上的内容

《航拍中国》成为新晋“网红”，这部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作品不但取得了高收视，更是引起网络关注

近日 ， 纪录片 《航拍中国 》 成为

新晋 “网红”， 这部在央视纪录频道播

出的作品不但取得了高收视 ， 更是引

发不小的网络关注 。 《航拍中国 》 采

用纯航拍的视角进行拍摄 ， 每集介绍

一个地方 ， 目前播出的 6 集中 ， 分别

展 现 了 新 疆 、 江 西 、 陕 西 、 黑 龙 江 、
上海以及海南的风貌 。 “美到每一帧

画面都想让人唱国歌 ” “厉害了我的

国 ”， 面 对 航 拍 镜 头 中 祖 国 的 大 好 河

山， 不少网友发出这样的感叹。
航拍是近年纪录片拍摄的热门手

法 ， 但是像 《航拍中国 》 一样敢于采

用完全离地的纯航拍手法完成的中国

纪录片却并不多见。 道理很简单，航拍

是把“双刃剑”———高空俯视，为观众提

供了一个更加真实、 全面的观察视角，
满足了人们对目力所不及的壮美景象

的向往。 但是相对固定的宏视角难免让

人审美疲劳， 更大的问题是，“飞天”之

后，叙事又该如何“落地”？
《航拍中国 》 的好 ， 恰恰在于它

展现奇观美景之外 ， 靠着接地气与趣

味性的表达 ， 为航拍纪录片找到了大

众审美的最大公约数 。 在这部纪录片

中 ， 人们不但看到了丰富的自然地貌

与人文建筑中的历史痕迹 ， 也看到了

自己的生活 ， 从而激发起人们内心那

份对故乡对祖国的爱的共振。
“在不少人眼中 ， 航拍是一种高

大上的呈现方式 ， 但打一开始我们就

不想把 《航拍中国 》 打造成一部要人

仰视的作品， 或是用来炫技的艺术片。
主创的一项共识是， 能够让 8 岁到 80
多岁的中国观众 ， 无障碍地看懂纪录

片 80%以上的内容。” 总导演余乐说。
这是一次心系大地 ， 心系人们生

活的飞翔。

有意保留了航拍飞机倒
影“穿帮”的画面

“航拍是一种叙事的手段而不是

目的 ， 起飞是为了给观点与诉求寻求

一个新的落脚点 ， 如果仅仅是检阅风

景的风光片， 是没有人要看的。” 导演

了这样一部 “美哭了 ” 的纪录片的余

乐 ， 却首先否定了一种对于航拍纪录

片的认识误区———对于一部优秀的航

拍纪录片而言 ， 光有 “颜值 ” 是远远

不够的。
余乐将 《航拍中国 》 的诉求定义

为 “展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也就

是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这个做

法弥补了纯航拍纪录片难以展现复杂

故事的先天局限 ， 而人类活动与自然

环境的相互影响则形成了一个个让观

众印象深刻的趣味记忆点。
再寒冷的地方， 快乐都不会缺席，

冰天雪地反而给人们带来了别样的乐

趣 ， 在北国的冰面上 ， 人们玩起了冰

面 赛 龙 舟 ， 坐 上 了 在 冰 面 上 “航 行 ”
的载人气垫船 ； 在黄土高坡上 ， 人们

找不到地方建造窑洞 ， 便在平地上挖

出方形的地坑 ， 然后在地坑的四壁挖

出窑洞， 而为了防止路人跌落坑中，大

多人家会在“院子”里种上一棵大树，这

就形成了独特的景观“地坑院”；拍摄黑

龙 潭 从 坚 持 跳 水 30 年 的 居 民 大 叔 拍

起，因为地下有不断涌出的温泉 ，黑龙

潭虽然四周冰封但水底的温度常年保

持 在 10 摄 氏 度 以 上 …… 不 少 观 众 说

《航拍中国》勾起了自己的思乡之情，一

些人已经开始期待摄制组拍一拍自己

的家乡。 正是这份“人气儿”让他们看到

了前所未见的中国，也看到了自己的家

乡与真实的生活。
在纪录片中有几处人们向天空招

手的画面 ， 甚至还有航拍飞机倒影在

地面的 “穿帮镜头”。 在注重客观呈现

的纪录片中， 这样的画面显得很特别。
余乐说 ， 这些镜头并非摆拍 ， 却是有

意保留的 。 对于他来说 ， 这场 “航空

旅程 ” 亦是一次对纪录片大众化的探

索 。 从事纪录片行业有些年头的余乐

发现 ， 中国纪录片界存在着与大众脱

节的问题 ， 一些业内口碑不错的作品

却并不能得到普通观众认可 。 《航拍

中国 》 里这些拍摄者与拍摄对象间的

互动， 体现了一种平等、 坦诚的关系，
同时也预示了摆脱纪录片的精英思想

与高姿态 ， 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塑造大

众作品的创作理念。
这份 “与观众走得近些 ”的初心也

体现在旁白中。 在讲到黑龙江与松花江

因密度不同，“直到十几公里外，它们才

握手言和”； 在拍摄追逐无人机的东北

虎时，叮嘱“要追上它的速度，老虎还需

要多加努力”。 这些充满活力的新鲜表

达成了《航拍中国》的一大亮点。

中国专业航拍飞行拍摄
高度达6000米之上

在 系 列 纪 录 片 《航 拍 德 国 》 中 ，
有 这 样 一 幕 ： 一 对 高 空 翱 翔 的 老 鹰 ，
不断侧身翻身 ， 握住彼此的爪子 。 这

种温情而又震撼的画面是航拍的 “特

权”。 在 《航拍中国》 中， 有趣的动物

明 星 ， 也 同 样 成 了 撬 动 流 量 的 明 星 ，
而导演透露其中不少是意外之喜。

纪录片中一段东北虎追赶无人机

的片段在网络广为流传 。 画面中东北

虎发现了无人机 ， 并且一路尾随试图

扑倒这个 “假想敌”， 而无人机则以极

近的距离捕捉到了 “大猫 ” 们的表情

与动作 。 尽管摄制组在拍摄前设计了

不少分镜头 ， 但从未想到老虎会去追

赶无人机 ， 而在追赶过程中 ， 无人机

离老虎最近时只有 20 厘米的距离。
航拍塑造了前所未见的景观 ， 而

这也同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艰辛 。 一

些绝美场景的背后其实凝聚着摄制组

大量的精力与时间 。 由于低温会大大

降低飞行器的续航能力 ， 在零下二三

十摄氏度的北方进行拍摄时 ， 摄制组

携带了不少保温袋子 ， 用来为设备保

温 。 飞行设备与摄像机必须进行精准

的操作 ， 这就逼得拍摄者们不得不裸

露出手指在冰天雪地里一站就是半天。
其中一幕要展现北方的雾凇奇景 ， 由

于这种景观是由水气遇冷凝华而成的，
需要极大的湿度 ， 而想要展现那份晶

莹剔透的美感 ， 又需要极佳的光照与

空气能见度 。 这样的理想状态并不常

见 ， 最 终 呈 现 的 画 面 只 有 1 分 来 钟 ，
背后却是摄制组长达十天的艰辛。

用 1 分多钟的篇幅呈现一个景观，
在 《航拍中国 》 里已是十分奢侈 。 在

如今的成片里， 50 分钟一集的体量中，
一般被分出了约 30 个 “点 ”， 每个地

点的介绍约为两分钟 。 而这已经是精

选再精选后的结果。
航拍如今成了纪录片行业的热词，

“航拍系列” 纪录片也是各国争相拍摄

的主题。 余乐透露 ，在 《航拍中国 》中 ，
一共出动 16 架载人直升机，57 架无人

机，载人机与无人机航拍素材使用比例

约为 1∶1。 拍摄的总行程接近 15 万公

里，相当于绕了赤道 4 圈 ，拍摄最高点

为天山山脉的博格达峰，飞行拍摄高度

达 6000 米之上。 事实上，目前中国航拍

的硬件条件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而 拍 摄 团 队 的 协 作 经 验 还 有 待 积 累 。
“航拍是一项 ‘协同作战 ’，载人机需要

飞行员与摄影师的默契配合。 放置在陀

螺仪中的镜头 ， 每次只能在起飞前更

换 。 这就要求飞行员根据摄影师的需

求 ， 去调整飞机的高度以及环绕的速

度；而摄影师则需要提前对整体拍摄进

行合理规划 ， 以节省飞行成本 。 而在

中国， 专业的航拍飞行员还不多。”

■本报记者 张祯希

9 月的篁岭， 因为山势崎岖， 没有平地， 村民们只好将就着把粮食晾在了自家窗台和晒楼上。 这个农俗被称为 “晒秋”。 （片方供图）

■本报记者 童薇菁

香菱学诗
“香 菱 学 诗 ”

出自 《红楼梦》 第
四十八回， 是全书
中的经典段落。 黛
玉既为香菱师， 开
讲就指出初学者易
被 格 律 拘 束 的 通
病， 又谈及立意的
重要性， 为其开出
书单 ， 提升品位 。
黛玉之言， 亦为曹
氏 “诗品 ” 。 此处
摘取片段， 以飨读
者。

黛玉道： “什么难事， 也值得去

学！ 不过是起承转合， 当中承转是两

副对子， 平声对仄声， 虚的对实的，
实的对虚的， 若是果有了奇句， 连平

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 。” 香菱 笑 道 ：
“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

首， 又有对的极工的， 又有不对的，
又听见说 ‘一 三 五 不 论 ， 二 四 六 分

明’。 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 亦有

二四六上错了的， 所以天天疑惑。 如

今听你一说， 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

末事， 只要词句新奇为上。” 黛玉道：
“正是这个道理， 词句究竟还是末事，
第一立意要紧。 若意趣真了， 连词句

不用修饰， 自是好的， 这叫做 ‘不以

词害意’。” 香菱笑道： “我只爱陆放

翁的诗 ‘重帘不卷留香久， 古砚微凹

聚 墨 多 ’ ， 说 的 真 有 趣 ！ ” 黛 玉 道 ：
“断不可学这样的诗。 你们因不知诗，
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 一入了这个

格局， 再学不出来的。 你只听我说，
你若真心要学， 我这里有 《王摩诘全

集 》， 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 百 首 ，
细心揣摩透熟了， 然后再读一二百首

老杜的七言律， 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

句读一二百首。 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

人作了底子 ， 然 后 再 把 陶 渊 明 、 应

玚， 谢、 阮、 庾、 鲍等人的一看。 你

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 不用一年

的工夫， 不愁不是诗翁了！”
……香 菱 笑 道 ： “我 看 他 《塞

上 》 一首 ， 那一 联 云 ： ‘大 漠 孤 烟

直 ， 长河落日圆 。’ 想来烟如 何 直 ？
日自然是圆的： 这 ‘直’ 字似无理，
‘圆’ 字似太俗。 合上书一想， 倒像

是见了这景的。 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

两个， 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 再还有

‘日 落 江 湖 白 ， 潮 来 天 地 青 ’ ： 这

‘白’ ‘青’ 两个字也似无理。 想来，
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 念在嘴里

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
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

‘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

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

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

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 谁知

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 倒像我又到

了那个地方去了。 ” ……黛玉笑道：
“你说他这 ‘上孤烟’ 好， 你还不知

他这一句还是套了前人的来。 我给你

这一句瞧瞧 ， 更比这个淡而现 成 。”
说着便把陶渊明的 “暧暧远人村， 依

依墟里烟” 翻了出来， 递与香菱。 香

菱瞧了 ， 点头 叹 赏 ， 笑 道 ： “原 来

‘上’ 字是从 ‘依依’ 两个字上化出

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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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出自 《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