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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我心中的长安 李白是“谪仙人”也是“世间人”
《长安三万里》在技术层

面做得比较成熟，尤其在场景

转换、画面质感等方面都做得

不错，在对人物的挖掘和角色

塑造方面也表现优秀。该片主

创在表达文化观点时做出了一

些特别的尝试，我觉得很有趣。

比如在盛唐阶段，所有的

诗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文

化人，他们作为时代的脊梁，

到底在追求什么？从电影里

看，他们似乎在追求被认可，

具体体现在追求功名利禄，甚

至不惜为此讨好权贵。这是

深埋在影片里的一个价值观之

问：文化是为了什么？我觉得

这个提问很深刻。创作者借用

商业的表现手法，把深层的思

考巧妙地融进去，我非常钦佩

这种尝试。以往一些导演想表

达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或人文思

想观，仅仅通过简单的剧情或

借由简单的台词去表达。其实，

国产动画如果想讲一些深刻的

东西，可以学习《长安三万里》

的这种方式。

我们做文化传播的时候，

传播的是一种信息符号，由信

息符号组合成一种价值观和文

化观，传递给受众后，成为他

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部分。

传播传统文化时为什么会遇到

阻力？这主要是缺乏文化传播

的情境。现在流行一个词叫“沉

浸式”，即传播者创造出特有

的情境，让你的情绪、情感、

思维、意识能够全方位体验到

文化内容。这种“沉浸式”正

好解决了上述问题。就像大唐

由盛转衰这种重大历史转折，

原本离我们很遥远，但通过这

部电影，人们会更加感同身受。

（陈维东，中国美协艺委

会动漫艺委会委员，天津神界文

化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无党派

人士）

《长安三万里》是国漫界的“别格” 沉浸式感受大唐盛唐的华章是刻在骨髓里的文化记忆

当我们谈论《长安三万里》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是在徽州一个县城里看

的《长安三万里》，手牵着小

儿，进场前他要买一瓶饮料、

一包薯条。在观影的过程中，

五岁小儿尚不知那些词句，而

坐在他身后的小学生们自每

首诗的伊始就开始跟随着片

中的人物吟诵。观影的时候最

厌弃周遭的纷扰，然而在看这

部电影的时候，却会被周围那

些稚嫩的声音所感动。如果说

中华文化之美是词句中的诗

情画意，那么盛唐的华章就是

其中最华美的文化记忆。

“写诗”是那个时代里人

人都会的事情，大到豪迈的家

国情怀，小到一花一叶的秀

美，都可以寄情于诗篇。在一

个诗歌被欣赏的时代里，创作

被鼓励，才华被重视。优秀的

诗人聚集在一起，天马行空，

恣意挥洒，碰撞出更多的灵感

和才情。酒肆里文人们相聚对

诗，胡姬飞旋舞蹈的华丽场

面，是盛唐最光芒四射的写

照。酒肆里的每一个名字都是

传颂千年，响当当的大文人。

演到这个场面的时候，电影院

里的孩子们最为兴奋，甚至

有些小孩儿站起来跟着诵读。

孩童们稚气的声音就像片中

为高适读诗的小学童，也许懵

懂，但终有一日会懂。

人到中年，也算有些阅历

和感怀，就像片中的李白，纵

情山水诗歌也总有一时壮志

未酬。在经历了人生波澜和坎

坷之后，从群鸟飞翔于高空，

到飘泊终年终得一叶扁舟回

到中原。当他站在舟头吟出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

万重山”的那一刻，我已经

无法抑制我的泪水。大才如

谪仙，也要面对生活的重击，

但即便遭遇了诸多坎坷，他仍

有翩然自得的心境和感怀。

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些来

自古代的诗歌记忆是属于一

个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幼

童时的诵读默念给与了我们

面对生活的丰富感受和语言，

面对孤独的时候可以“举杯

邀明月”，去向远方的时候可

以相信“莫愁前路无知己”，

眷恋爱人的时候懂得赠以相

思红豆，努力攀登的时候可以

用“一览众山小”来勉励自己。

即时是稚童如吾家五岁小儿，

在听到熟悉的《静夜思》时也

会抬头问我什么是“思故乡”。

《长安三万里》正是将这

样的诗歌记忆以“盛唐群英

会”的形式展现在观众的面

前，也许有人觉得电影时长过

长，但我能够理解编剧的不能

割舍。这样的文化记忆塑造了

我们对世界的诗意认知和审

美基础，正是带着这样优美的

过去而来，我们才是这样一个

独特的文明，情感丰沛，精神

饱满。

中华文明五千年来总有许

多这样以诗歌为盛的时代，看

着长安酒肆里的诗人，不免会

想起当年西南联大璀璨的大

先生们，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

北京小酒馆里的海子、北岛、

骆一禾们。那时候他们都很年

轻，都踌躇满志，相信未来。

余光中先生写李白：“酒

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

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

就半个盛唐。”《长安三万里》

写李白，现实的坎坷在华美的

诗篇面前微不足道。他潇洒如

谪仙，最终翩然而去。在漫长

的岁月里，他的词句终成为中

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流淌在骨

血里，代代相传。

（王海云，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民进会员）

《长安三万里》选择从一个

独特的角度切入到唐朝的文化之

中，既是动画电影的“别格”，

也是文化的“别格”。唐朝最具

代表性的文化特质之一就是诗歌，

电影通过高适的回忆“趣说”唐朝，

通过大量对唐朝生活以及富有活

力的文化形态的刻画，展现出大

唐最独特的精神气质，让观众通

过电影感受唐朝诗人生活的同时，

也接触到了中国的诗意，从感性

的角度理解中国文化传统。

近 10 年来，国产动画电影已

逐渐成为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载

体，中国的动画电影在全球范围

内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型。

国产动画电影一直在追求民

族风格，这也是中国动画电影的

传统。一方面从国际动画电影中

进行借鉴，更重要的是从传统美

学中作深入的发掘，形成独特的

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

如万氏兄弟拍摄的《大闹天宫》，

题材是传统的，从中国古代漆器

铜器、出土文物、敦煌壁画、民

间年画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因此，

中国的动画电影具有独特的东方

美学追求，形成了具有中国艺术

追求的动画传统。《长安三万里》

让人们感受到它既接续了中国动

画的传统，也有其独特的创新。

这部电影受到欢迎，证明该片与

中国年轻一代的趣味相互贴合，

尤其是吻合了他们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理解，也是年轻一代对于

中华民族精神想象的呼应。

《长安三万里》可以说是一

部由唐诗的名篇串联起来的电影，

诗歌也是这部作品的主角。影片

的巧妙之处在于，影片中的 48 首

诗作多数是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涉

及到的。唐诗浩如烟海，有将近 5

万首，影片中选取的都是一些耳

熟能详的作品。坐在电影院，诗

歌一出，瞬间和观众心心相印息

息相通，诗歌成为了这部动画电

影成功的叙事“媒介”，唤起了

大家的共鸣。诗歌可以让人们感

受文化的力量。中国观众能够零

距离、无障碍地“进入”这些诗歌，

其实是他们“进入”这部电影的

重要的路径。

有人认为影片中对于高适的

形象塑造有可以商榷之处，而且，

与李白交好的历史人物不乏贺知

章、郭子仪、杜甫、张旭等人，

为何偏偏选择高适？其实这个角

度正是比较独特的。高适和李白

的对照，其实是一种性格的对照，

也是一种不同生活选择的对照，

由此让人们看到诗人的不同道路

和命运。另外，这部电影是一部

当下的文艺创作，只要符合历史

的整体脉络，观众不妨将其看作

是对历史的“趣说”，在“趣说”

中让唐诗活起来，讲述独属于中

国人的文化精神。

这部电影最大的特色是文化

背景深厚，对于中国人“诗心”“诗

意”的表达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特质，也是吸引人的要素。若

论文化“出海”，这部电影面临

的挑战也同样是由于文化背景深

厚——这部电影深深植根其间的

唐诗和唐代文化，其文化符号和

表达方式都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深

处，因此对于海外观众来说，跨

文化理解有难度。在跨文化传播

中，如何避免出现“文化折扣”，

如何让这个故事更好地为不同文

化背景的国际受众接受，还需要

我们做出更多的努力。

当然，文化“出海”本就需

要跨越文化壁垒。我们对于文化

传播充满乐观，相信独特的东方

文化一定会通过动画电影等媒介

会被外界了解甚至部分接受，让

外国观众也能看懂。这需要我们

久久为功，不断努力。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民进中央常委、文化艺术

委员会主任）

公元 744 年，李白遇见

了杜甫。按照闻一多先生

的说法，这次见面相当于

“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

了头”。闻一多先生还认为，

“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

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

这两个人的会面更重大，

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在真实的历史中，高适

也加入了这次见面。三人在

汴州同游梁园，一起出游，

一起酒聚，“忆与高李辈，

论交入酒垆”。这一年，李

白 44 岁，高适 41 岁，杜甫

最年轻，才 32 岁。他们一

直相聚到秋天，才各奔前程。

这是历史上高适和李

白、杜甫的第一次见面。

并不像《长安三万里》中

高适和李白的第一次见面

那么具有戏剧性。在电影

里，高李二人由误会而相

识，进而成了无话不谈的

朋友。电影以他俩的交往

为时间线索，向我们展示

了大唐帝国和帝都长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盛唐，每个人心中都有一

个长安。从《长安三万里》

中，我似乎看到了我心中

的盛唐、我心中的长安。

电影的画面是精美的。

长安城的宏大布局、街巷酒

肆、人间烟火，绿水青山的

江夏，金戈铁马的边塞，电

影中大唐的万里河山像画

卷一样在我们眼前展开。

电影的细节是讲究的。

我从高适、李白等人物的

衣服上看到了联珠纹、花

叶纹、狩猎纹、团窠纹等

等熟悉的唐代纹样，这些

纹样，穿越千年，依然熠

熠生辉；我从李白、高适

交往的画面中听到了“高

三十五”的称呼，这一称呼，

穿越千年，依然如雷贯耳。

更何况，还有那被一再诵

读的四十多首诗词。

看完电影后，千年之

后的我们会思考：一起畅

谈人生理想、并肩往前的

伙伴，为什么会“在举杯

祝福后都走散”之后，一

为节度使，一为阶下囚？

甚至还会想：自己在多年

的 职 场 努 力 之 后， 会 成

为高适吗？不会成为李白

吧？《长安三万里》留给

我们现代人的思考，其实

还有很多、很多。

（章雪峰，作家，湖

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编审）

《长安三万里》我已

经“二刷”了。有些第一遍

没完全看明白的地方，比

如高适暮年沙场一战，我

“二刷”才明白，原来他

的计谋是先放弃一城、退

守第二座城，把敌人引到

两座城中间再“瓮中捉鳖”，

这一计来自李白说过的“要

骗就把对方骗彻底”——这

其中的联系，“二刷”时一

下子变得清晰起来。

电影里有很多“名场

面”。比如李白、高适第

一次相遇，是在夕阳下的

芦苇荡中；再比如高适的

《燕歌行》，电影画面让

我看得快要潸然泪下；还

有《将进酒》那一段，把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飞 腾 的

部分——受到儒家文化影

响 的 那 种“ 压 抑 中 的 张

扬”——展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把诗坛“众神”

还原为“人”。比如杜甫

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沉郁

顿挫、苦大仇深，整天忧

国忧民。其实他是到中年

之 后， 人 生 才 越 来 越 惨

淡。在前半生，他也是鲜

衣怒马的公子、衣食无忧

的“官二代”。他小时候

也是一个活泼、调皮的孩

子。他自己也说，“忆年

十五心尚孩 , 健如黄犊走

复来”——像牛犊子一样

整天跑来跑去，而且“庭

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

能千回”。他也曾非常“傲

娇”，所以会写出“赋料

扬雄敌，诗看子建亲”这

样的句子，对于扬雄、曹

植这些前辈大文豪，他觉

得“我跟他们差不多”。

再如李白。电影里展

现了“诗仙”的一面。同时，

《唐诗里的唐朝》
章雪峰 著
花城出版社 出版

《曾许人间第一流》
彭敏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

章雪峰新书《唐诗
里的唐朝》近日由花城
出版社出版。该书结合
详实的史料，轻松幽默
地还原唐代社会图景。
其中，《高适的官途：“安
史之乱”中的士人背影》
一节，讲述高适如何在
年过半百时迎来命运转
机，从陇右节度使哥舒
翰幕府的“办公室主任”
做起，一步步成为“官
场最得意的唐朝诗人”。

今年暑期档的影院“爆款”是一部“国风”动画电影——
《长安三万里》。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 , 截至 7 月 24 日 0 时 ,
该片票房突破 12 亿元。影片以唐朝诗人李白与高适的交往
为线索，呈现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并刻画了杜甫、王维
等“大唐群星”。有观众盛赞影片传神地还原了“诗歌帝国”
的繁盛气象，“满足了我对盛唐‘浪漫主义’的全部幻想”；
也有人感慨“谪仙人”和“世间人”的互文在当下仍能引起
共鸣，“人到中年才能读懂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

本报采访多位文化学者、文史作家及行业人士，他们对
这部电影作出了自己的解读。

本版文字由记者 刘军 程小路 作者 罗鲁峤 尹李梅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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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会发现李白也要追求

世俗世界的出路，会到处

干谒，还会说“生不用封

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这种拍马屁的话。而且，

李白是商人之子，两次正

式婚姻都娶了前宰相的孙

女，还是做上门女婿，但

他似乎没有太多心理包袱。

这些都是他为了改变自己

的阶层所做的努力。

长期以来，我们喜欢

把这些诗人无限拔高，赋

予他们一些“不近人情”

的完美品格。但根据史料，

很多诗人并不是那样，这

次电影的还原，就是非常

好的一次尝试。透过历史

的烟尘，我们可以看得更

清晰。比如电影里《将进

酒》的片段，前面天马行

空、 昂 扬 蓬 勃， 画 面 一

转，回到现实，变成了冷

色调，李白的形象有些憔

悴，甚至还能看到他的小

肚子——“天上的李白”

和“人间的李白”有了一

个全面、立体的呈现，也

让我们能够“触摸”到一

个更加真实的李白。

（彭敏，作家，《诗刊》

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中

国诗词大会》第五季总冠军）

图片均据“电影长安三万里”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