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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电影《长安三万里》被观众誉为“独属
于中国人的，极致浪漫的电影”。作为文
史题材的动画电影能获得观众如此大的
认可，除了有美学和剧本风格方面的突
破，一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当我在电影院里看到历史的长卷在
李白和高适的故事间慢慢展开时，当我看
到《长安三万里》中出现梁园的田园风光，
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和自豪感时，我得以
明白那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先简单说一下这部电影。故事以高
适的视角展开，在边塞的大军帐中，在
监军太监的一再追问下，老迈的高适回
忆起了他与李白的一生交往。影片中，
二人相识在一场误会中，关于“是不是
小偷”的问题，好好干了一架，自此二
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高适淳朴老实，李
白聪慧洒脱，像极了现实生活中两个好
伙计，不拘小节，包容谦让，而又互相
影响，成就对方。这是最能直接引起观
众的共鸣点。除了李白、高适，杜甫、
王维、王昌龄、贺知章、李龟年，这些熟悉
而又遥远的名字，还有朗朗上口的 48首
唐诗，在影片中得到了生动的“落实”。美
轮美奂的画面，还是通过天真无邪的动漫
展现，真是再美好不过了，最大限度地满
足了观众的想象。观影现场，观众不自
觉会书、影迁移，或一起背诵，这怕是
在其他观影过程中不会出现的场景。

电影里，长安、黄鹤楼、梁园是三
处重要的地点，也是三处最为著名的文
化场，而梁园是最古老又最负盛名的。
我认为，一部好的电影真正能俘获人心
的，除了故事和画面，耐人寻味的文化
内涵则是更为重要的点。前者是骨架，
后者是灵魂。这又引发了我一直思考的
另一个问题：梁园，完整意义上的古代建
筑群已在无情的岁月中销蚀，而它的辉煌
一直扎根在记忆深处，一代代影响着我
们，我们歌颂着，也自豪着。到底是什
么使梁园产生了这样亘古相传的力量？

二

梁园的文化能量要从西汉的文学家
们说起。当好辞赋的梁孝王刘武在商丘
做他的梁王时，他就像一块极大的磁
石，吸引文人雅士成为竹荫蔽日的梁园
宾客，并为之吟咏。

当时最为著名的文学家是司马相如，他原名犬子，因仰慕
蔺相如而改名相如。少时，他喜欢读书练剑，亦好鼓琴，其所
用琴，名为“绿绮”，是传说中最优秀的琴之一。汉景帝时，他
被封为“武将常侍”，他不喜欢这个官职，与汉景帝又没有相同
的志趣爱好，所以，当好辞赋的梁孝王刘武入朝时，他便认定眼
前的刘武为知音，随即“罢工”，前往梁园，结交雅士。在梁园，他
度过了几年优渥的生活，为梁王写下《子虚赋》，盛大的游猎场面，
当日梁园宾客们的富丽豪奢，皆跃然纸上。这篇震古烁今的辞
赋，结构宏大，层次严密，句式变换，语言华丽，气势磅礴。
鲁迅先生评价道：“……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
绮丽之词，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也就是说，司马相如
在梁园作下此名篇，开创了中国文学的辞赋新时代。

与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媲美的还有枚乘，二人并
称“枚马”。他先为吴王的文学侍从，后不得志，离开吴王成为
梁王门客。他的代表作《梁王菟园赋》是最早描写梁园的文
字。通篇文采飞扬，读来身临其境，令人神往。这些描述梁园
风貌的文字为我们了解汉代梁园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同时，雅聚梁园的还有邹阳、庄忌等，他们作赋多篇，为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
要》中称：“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如梁者也。”三百里梁园
则为这些文人提供了理想的驰骋之地。现今，很多学者为研究
方便，将梁孝王及汉赋大家们以东苑（梁园也称东苑）为中心
形成的这个文学群体，称为“东苑文学”或“梁园文学”。

三

唐朝时期，梁园已不复汉时的梁园，三百里的梁园已只剩
下七台八景的遗迹。李白、高适和杜甫畅游梁园时，也只能吊
古伤今了。但是，虽然汉时的宫廷苑囿不复存在，而文化的梁
园依然存在，依然还能催化诗人们的豪情。高适以魏国兴衰为
主旨，写下《古大梁行》；小李白十一岁的杜甫，在高适的抛砖
引玉下，写下著名的《遣怀》；而一向桀骜不驯的李白，自然不
甘落后，酒醉之后，一口气在墙上写下了《梁园吟》：“我浮黄
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
间。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

据说，因为这首诗，前宰相宗楚客的女儿买下这面墙壁，
和李白结下了一段良缘。

著名学者余秋雨是一个走遍世界的人，他说，他当然知道
处处有诗意，正因为看得多了，才更能给出一个公平的评判。
他说，唐诗是人类在古典诗歌领域的巍峨巅峰，很难找到可以
与它比肩的对象。在说到三人的梁园相会时，他更是羡慕有
加，诗意地表达道：“我曾动念，认认真真学会骑马，到那儿驰
骋几天。那一带已经不是打猎的地方了，但是，总还可以高声
呼啸吧？总还可以背诵他们的几首诗作吧？”

三位好友在梁园斗诗的故事收录在《唐代子传》中，无论
后人有没有不同意见，都足以让这次的“梁园雅集”成为文学
史上的佳话，使其传世的诗歌成为千古绝唱，为梁园文学提供
更深厚的积淀。

文化的梁园就是在明清时期，还依然是文人心中的圣殿。
侯方域等人组织了诗社，叫作“雪苑诗社”（梁园也称雪苑），
足见梁园文学的影响之大。那些文学巨匠像一颗颗的璀璨明珠
放射着光芒，照映着千百年后的我们。

四

《长安三万里》出现的梁园一派田园风光，是唐朝诗人高适
长年躬耕之地。每当他遭遇人生的挫败时，梁园都会成为他的
归宿地，吾心安处是故乡，梁园之于高适，是一份内心的宁
静，是灵魂栖息之地。

电影最后，高适说：诗在，人在，文化就在，长安就在。
这不就是我一直思考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吗？到底是什么使

梁园产生了这样亘古相传的力量？是两千年梁园孕育的文化，
它蕴含在梁园诗歌之中、梁园故事之中，它刻在高铁广场的某
一块浮雕墙上，它驻足在清凉寺、三陵台的琉璃瓦上，它氤氲
在黄河故道广袤的湿地之间……

梁园文化是梁园的根和魂，它根植在梁园的角角落落。当有
一天，你读到书里、电影里、生活里那些属于梁园的文化和现代成
就，心里油然而生自豪感的时候，你一定是那个最爱梁园的人。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梁园的文化
在，梁园的繁荣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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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长安三万里》火了，作为一部国
产动画电影，以一种中国人的构思，尽显盛
唐风月。淳朴的高适，潇洒的李白，青涩的
杜甫，再加上王维、王昌龄、贺知章、李龟
年等盛唐时期的文魁泰斗们的穿插相约，让
《长安三万里》的风骨更加丰满、更加生动。

将一段繁华细细品味，故事的斗转是人
们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地点的星移是朋友之
间彼此欣赏的友情。高适、李白、杜甫，从
相识相遇，到成为知己，也将梁园搬上了银
幕。梁园，也称东苑、兔苑、菟园、雪苑、
修竹园、竹园、梁苑，是汉景帝之弟、汉武
帝之叔梁孝王刘武的园林。因刘武在平定七
国之乱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再加上皇
太后窦漪房对其百般宠爱，刘武修了方圆三
百余里的锦绣园林、宫宇别墅，其景致一般
记载为“七台八景”（对于“七台八景”的
具体定位，于史学界中存有分歧，梁园的景
致应该远丰富于七台八景）。性格狂傲的梁
孝王刘武有称帝之心，为了掩人耳目，也为
了招贤纳士，他便乐于游山玩水，经常与贾
谊、司马相如、枚乘、邹阳、庄忌等辞赋名
家秉烛夜游，指点方遒。

关于梁园景致的记载，多以梁孝王刘武
的御用文人、门客以及南朝辞赋家的文章
为凭，如枚乘的《梁王菟园赋》中记载有“修
竹檀栾，夹池水，旋菟园，并驰道……西望
西山，山鹊野鸠，白鹭鹘鸼，鹯鹗鹞雕，
翡翠鸲鹆，守狗戴胜，巢枝穴藏，被塘临
谷，声音相闻，喙尾离属，翱翔群熙，交颈
接翼，闟而未至，徐飞翋沓，往来霞水，离散而
没合，疾疾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也……”再
如谢惠连的《雪赋》：“其为状也，散漫交
错，氛氲萧索。蔼蔼浮浮，弈弈。联翩飞
洒，徘徊委积。始缘甍而冒栋，终开帘而入
隙……”

读到这里，大伙儿的心中或许产生更深
一层的疑问，梁园的山呢？梁园的水呢？梁
园的风景呢？梁园可是一马平川啊！关于这
个问题，还真得需要下一番功夫进行考证，
进行严谨的解释。梁园的地貌具有很强的历
史变迁性——逐渐从丘陵地貌过渡为平原地
貌，究其变迁原因有二：一是宏观地质构造
的作用，二是黄河泥沙沉积的作用。

从宏观地质构造上来讲，商丘市大部分
地区属于地质沉降带。据有关地质数据显
示，华北南部、黄淮地区、渤海地区是中国
境内地质下降较快的区域之一，有些地区每
年下降的速度甚至是接近或超过两毫米。若
依此算来，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
部分沉降区的沉降总和已经接近或超过十米
了。在商丘市境内，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黎丘
（商丘市一体化示范区贾寨镇）、永乐固（梁
园区刘口镇）、景亳高地群 （梁园区李庄
镇、孙福集乡，民权县境内，山东省曹县南
部地区），朱台（赭霞台）、落猿岩、栖龙
岫、百灵山、三陵台、青陵台（女郎台）、
老君台、大堌堆、魏堌堆等均受到了地质沉
降的影响，在长期的地质运动中逐渐下沉，
甚至是消失。从微观的地质结构上来讲，商
丘市的地质构造支离破碎，仅梁园区境内就
存在有三条不同方向的主要断裂带（聊兰断
裂带、睢县至曹县断裂带、巨野至宁陵断裂
带），此三条断裂带的方向不同，板块构造
的下沉速度也不相同，再加上错综复杂的地
质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交错，所影响
的地表表象也就不再相同了。就因为如此，
有些在历史记载中并不见得多大的丘陵却依
然存在着，如三陵台、青陵台（女郎台）、
老君台、阏伯台等；而有些记载中规模较大
的丘陵高地却消失了，如落猿岩、栖龙岫、
百灵山、景亳高地群等。

黄河泥沙的沉积也是造成梁园地貌由丘
陵向平原变迁的一个重要外界因素。黄河水
患于五代之前对梁园的影响较小，及至五代
时期，随着决口与改道的频繁，致使梁园地
貌发生了质的变化，一部分高地高岗被泥沙
掩埋。就因为如此，汉朝时期以丘陵为地表
形态的梁园地貌最终变成了今天的一马平
川。盛唐时期，梁园地貌与汉朝时期的梁园
地貌并无根本性差别，黄河泥沙所淤积的多

是以河谷低地为主。但唐朝时期却是梁园地
位的又一次提升期，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
凿，梁园成为中国的重要经济重心和文化重
心，南有隋唐大运河，北有汴水、沁水，隋
唐大运河、汴水、沁水可以沟通南济水与北
济水、淮水与长江水系。优越的气候条件，
便利的交通优势，优美的自然人文风光，浓
厚的文化气息氛围，发达的农业商贸，使梁
园成了唐朝文人的向往之所，也成了一部分
达官贵人的隐居场所和理想的养老之处。

怀才不遇的高适于宋州躬耕取给，发愤
图强，于游历各地之后，再度进京赶考，依
然不能登科及第，而后继续耕读宋州，直到
他四十六岁时，方才考中进士。关于出身于
渤海郡（今河北景县）的高适为何要在宋州
种田读书，而不选择在河北景县耕读，于史
册中并无明确的解释，若是进行一些猜测与
分析，高适在宋州居住一定不是单纯地为了
躬耕取给，他的目的很可能是于宋州结识人
脉，以图崛起。

杜甫的年龄比李白小十一岁，他们于洛
阳相见之时，正是杜甫科举失利、名落孙山之
时，也是他心中最为苦闷，彷徨失意之时。

供奉翰林的李白虽然是官场失利，却是
“赐金还山”，大唐宰相贺知章倾情推荐的传
奇，高力士脱靴，杨玉环研墨等一系列举世惊
愕的噱头，早已经使他名噪天下，文压京华。

就这样，公元744年，三个人生不如意
的人相聚在一起，便有了“醉眠秋共被，携
手同日行”的传世佳话，便有了饮酒赋诗、
骑马射猎、游山玩水，好不快活的一场旷世
友谊。于交往之中，三人感慨颇多，高适作
《古大梁行》，杜甫作《遣怀》，李白粉壁题
诗作《梁园吟》。

就是李白的这一首《梁园吟》，却引出
了李白的一段让人羡慕的姻缘佳话。话说李
白、杜甫、高适于酒肆饮酒，桀骜不驯的李
白喝得踉踉跄跄，于潇洒挥毫中写下了激越
昂扬的《梁园吟》，继而发生了宗楚客之孙
女宗煜千金买壁的爱情故事。及至后来，李
白投奔于永王李李璘，被冠以谋反之罪，幸
得宗煜的搭救，方才保全了性命。除此之
外，关于李白的诗歌，有一段趣谈好像也与
宗煜有关。若是你对李白的诗歌进行统计，
你会发现李白诗歌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是

“明月”，而有些版本之中记载的却是“山月”，
至于是何种原因，一部分学者认为李白是为
了避开宗煜的乳名明月，也有一部分学者认
为李白是为了避开儿子李伯禽的乳名明月
奴。若是以此论之，李白在《望庐山瀑布》之
中，并没有避开他的第一任妻子许紫烟
（“日照香炉生紫烟”），两者之间似乎是
有些矛盾。

说到这里，或许会有人说李白、杜甫、
高适在梁园的故事应该结束了，其实不然，
因为很少有人会问李白来梁园的目的是什
么？是为了寻找爱情吗？是为了陪着杜甫、
高适喝酒吗？更或者是为了准备东山再起，
想碰到一个比贺知章（唐朝宰相）更显赫、
更牛的贵人？为了解开这个问题，还需深层

次地剖析一下李白，认识一下李白。
李白的爱好是什么？喝酒，作诗，舞

剑，求仙问道，做官，报效朝廷……喝酒，
斗酒诗百篇，几乎贯穿了李白的一生；作
诗，挥毫如惊雷，是李白扬名立万的砝码；
舞剑，千里不留行，侠客生于骨；做官，傲
然风骨在，天子呼来不上船；报效朝廷，建
功立业，却阴差阳错地投靠了永王李璘，差
点丢了性命。那么问题来了，李白为何客居
梁园十年？他的客居梁园是否会和求仙问道
有关系呢？说不定还真的有些关系，因为李
白的一生有很多敷衍潦草之处，但他对修仙
问道一直是认真的、虔诚的，若是以复旦大
学教授戴建业的观点论之，这种可能性反而
更大。

中国道家圣地很多，若是以时间论之，
唐朝以前的并不多，有太白峰、昆仑山、老
君台……然让修道者得道的地方更少，一般
以昆仑山论之，可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昆仑山都是禁地，谁也说不准能不能活着回
来。然而，人们很难想象的是在中原地区也
有一处道家得道的圣地——孟渚泽。

孟渚泽是上古九泽之一，位于现在的梁
园区北部、山东省曹县东南部、虞城县北
部、山东省单县东南部，于金元明三朝为黄
河所淤。在道家的一些历史文献中，有道
家始祖老子于孟渚泽悟道成神的记载，亦
有庄子于漆园工作，于蒙城之北的南华山
（古称景山，今被黄河所淤，或在山东省境
内）悟道成神的记载。于是乎，在梁园的
孟渚泽也便成了李白心中的道家圣地。一
直追求道教思想，梦想位列仙班的李白于梁
园之地久久不愿离去，他很可能是效仿老
子、庄子之举，准备在孟渚泽求仙问道，修
成正果。

在李白的影响下，两个科举不第的小迷
弟杜甫和高适转而弃儒随道，竟然跟着他们
精神上的带头大哥李白在孟渚泽一带寻仙
草、找仙药、炼仙丹。李白是“赐金还
山”，名满天下，天下之人向邀，皆是酒肉
相待；他为富户人家、达官贵人写上一诗一
词，皆有真金白银相送；及至后来，他又娶
了宗煜，李白的活动经费可以说是非常丰沛
的。再看看年岁较大的高适，远离故土，亲
朋甚少，除了种地读书外，所有求仙问道的
活动经费均要以出卖粮食换取，自古太平盛
世又是米肉皆贱，高适卖粮食的钱自然是少
得可怜了。年岁较小的杜甫也好不到哪里
去，他也是为求仙问道的经费而整日里忙碌
发愁。及至后来，经费严重不足的高适、杜
甫只得与家境殷实的李白分道扬镳（与历史
记载吻合），高适、杜甫、李白三人各自修
仙练道，互不干涉。再往后，高适与杜甫见
修仙练道很难成就正果，也只得再一次走上
科举应试的儒家仕途之路。

驻足梁园，强汉盛唐时期的盛景已经成
为往昔，高速发展的脚步又一次交集于诗歌
散发的浓厚墨香，青陵台的流水依旧清冷，
清凉寺的传说依旧生动，三陵台的烟火依旧
鼎盛。

长安三万里 风月满梁园
□ 单保良 赵恒华 韩际东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岩）“我最
近刚刚看完这个剧
本，情节流畅、语
言质朴，第一稿能
这么有骨头有肉地
将黄伟两次捐献造
血干细胞背后的故
事展现出来，可以
说立意很好，情中
有戏、戏中有情，催
人泪下。”8月 1日，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召开新编现代戏
《千里“髓”缘》剧本
研讨会，商丘市豫
东调传承保护中心
主任、国家一级演
员陈新琴在发言中
开门见山地说。

新 编 现 代 戏
《千里“髓”缘》
由中国戏剧家协会
会员、国家一级编
剧任金义创作，以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获得者、河南省
路桥集团工会副主
席黄伟为武汉白血
病患者胡磊捐献造
血干细胞和淋巴细
胞 的 真 实 故 事 创
作，深刻展现了捐
献者的执着、患者
的顽强、父爱母爱
的伟大以及红十字
工作人员的敬业奉
献、红十字志愿者

的大爱情怀。
为了用戏曲的方式讲好“商丘

好人”故事，任金义多次和黄伟进行
交流，并深入到武汉采访胡磊及她的
父母，挖掘出很多令人泣泪的感人细
节。经过认真思考、反复锤炼，他创
作出全国首部以造血干细胞捐献为
主题的新编现代戏《千里“髓”缘》。

研讨会上，商丘戏曲界、文化
界的专家学者就剧本的创作初衷、
思想主题、故事结构、人物设置、
音乐风格、唱词语言等内容进行深
入探讨，对提升打磨剧本提供了宝
贵建议。国家一级编剧张锡荣说：
“《千里“髓”缘》主题鲜明、立
意清晰、人物形象生动，弘扬了中
华传统美德，讴歌了主人公高尚的
情操，引领了社会风尚。为了使剧
本更有看点和感染力，从宣传品提
升到艺术品，还需要找准‘出情
点’，对人物的思想感情进行深入挖
掘、对故事的编排进行剪裁，让人物
的形象更丰满、让故事情节更曲折、
让剧情安排更巧妙，这样与观众见面
后，才能好听好看，触动人心。”

音乐唱腔是戏曲的“半边天”，
再好的词没有音乐的配合也引不起
观众的情感共鸣。现场，国家一级
作曲杨义领就新编现代戏 《千里

“髓”缘》的音乐风格和创作进行了
初步分析。他说：“《千里“髓”缘》的
唱词符合编曲的合辙押韵，很接地
气。在音乐编创上，整个音乐氛围
将跟着剧本结构和演员的表演节奏
进行编排，努力做到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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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 日，夏邑
县图书馆流动图书
车开进武警夏邑中
队，为武警官兵送
去精神食粮。

本报融媒体记
者 韩 丰 摄

位于梁园区的清凉寺坐落在清泠台上，清泠台是汉代三百里梁园“七台八景”之一。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