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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教授海滨百家讲坛开讲：

要让更多人听懂李白
■ 本报记者 黎鹏

近日，由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唐
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海
滨主讲的《李白的诗旅人生》节目在央视百家
讲坛播出，带领观众走近李白各个人生时期的
游历生活和诗文创作，感受这位冠绝千古的

“诗仙”魅力。节目播出的背后，有哪些故事？
海南日报记者对海滨进行了采访。

受导师薛天纬先生的影响，海滨在大学期
间就对李白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阅读李白诗
文和相关学术著作，时至今日，他从事李白相
关研究已有30个年头。

随着对李白的研究愈发深入，海滨认识到，
单独研究李白诗歌较为局限，要把诗歌和其人
生经历结合起来研究。“当我们掌握了李白各个
人生时期的经历，他的诗歌便更容易读懂，这时
再把诗歌放在整个历史时期去解读，便能加深
对作品时代意义和深厚内涵的理解。”

为了讲好《李白的诗旅人生》节目，海滨在
录制节目前做了扎实准备。他认真重温了《李
白全集编年笺注》《李白年谱》《李白传》等著
作，并收集大量李白生平的相关资料，吸收国
内外李白研究成果，细致梳理李白一生遭遇过
的人和事。

《李白的诗旅人生》节目共有12集，贯穿
了李白读书、离家、求仕、入仕、游历、流放、终
老等一生经历。

“峨眉山月半轮秋”“问余何意栖碧山”“请
君试问东流水”……细看节目每一集的标题，
可以发现都由一句诗文构成，而且大部分都是
李白本人的诗作。

“其实，每一集讲稿我都用诗句起了三个
小节标题，加上大标题总共有48条诗句，其中
三分之二都是李白的诗歌。”海滨说，用在大标
题上的12条诗句都是优中选优，是他认为最
能够代表李白人生经历的。而通过七言诗句
把整个节目串起来，看起来形式美，读起来音
韵美，争取让诗歌为讲座增光添彩。

在讲解过程中，海滨更多时候采取夹叙夹
议的方法，一边讲述李白的诗歌，一边还会延
伸解读与李白相关的人物、事件。比如，与李
白密切相关的唐玄宗、苏颋、李邕等人，海滨也
进行了相应的解读。

“有的观众对李白不太了解，也有的对其
一知半解，认识停留在表面。比如，李白当过
翰林供奉，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估计不
少人没搞懂，因此就要把这个知识点讲透，为
观众答疑解惑，而不是浮光掠影地简单讲讲。”
海滨说。

如何讲好李白的故事？海滨认为，要做好
基础功课，在读深读透李白诗文和相关学术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从多个维度
深入总结梳理内容，确保史料经得起考据、观
点经得起推敲。

“要讲李白，但也不能只讲李白。”海滨认
为，要拓展讲解的深度和广度，把李白的故事
放到整个唐朝，甚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
去解读。同时，要把握对不同群体的传播特
征，比如大学课堂讲什么、社会科普讲什么，尽
量将专业内容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解读，让
不同层级、不同基础的受众都能够听明白李白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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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古代
文学家（五）》纪念邮
票发行，引起藏家关
注。其中“苏轼”的邮
票以《定风波·莫听穿
林打叶声》意境入画，
在水墨挥洒中再现
“一蓑烟雨任平生”的
旷达。

作为与海南有关
的历史文化名人，东坡
先生的“诗意浪漫”登
上邮票，也让海南相关
题材邮票又添新丁。

邮票被称为“国
家名片”，方寸之间可
览万千场景，盖上邮
戳便游走天涯，寄送
佳音。也难怪，各国
总争先将最引以为
荣，最富特色的事物
浓缩在这一方纸片
中。

方寸天地，邮品
藏珍。海南的热带风
光、历史文化、植被风
物等题材屡屡被收录
进邮票中。它们不只
因精美雅致而引人留
恋，更饱含独特魅力
和深厚文化内涵，意
味悠长。

通过这些海南题
材邮票，人们不仅可
以了解琼岛历史的风
云变幻、文化的传承
流变、风物的曼妙绚
彩，更能在收集、欣
赏、研究的过程中，凝
结起公众记忆与私人
情感，生成一份别具
一格的审美体验。

海滨：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
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
会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海南省苏
学研究会副会长。

代表著作：《西域文化与唐诗之
路》《丁谓传》《吴典传》等。

代表作品：学习强国音频《海南
的苏东坡和苏东坡的海南》、央视

“百家讲坛”《李白的诗旅人生》、央
视“文化十分”《人人都爱苏东坡》、
海南“海口大讲堂”《探索海口的古
代文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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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间听涛读海

海滨。受访者供图

风光旖旎，风物曼妙，海南
美景如画，山光水色皆可入画，
万般风物同绘精彩。

20世纪80年代，邮票发行
部门早已将选题视野聚焦于海
南风光。1981年9月1日发行
了全套5枚的普22《祖国风光》
普通邮票中，其中《海南风光》首
次在邮票中展现海南自然风光。

《海南风光》以海南琼海长
坡镇椰村海滨实景为主图，把
最具琼岛特色自然意象椰树推
上了邮票，椰风海韵通过小小
的邮票走入千家万户。这枚邮
票也成为当时印量和用量最大
的邮票之一。

海南风光题材中，最令人印
象深刻的邮票，莫过于《海南建
省》纪念邮票。1988年4月26
日，海南建省。同年，J148《海南
建省》纪念邮票发行，全套4枚。

这是海南建省后发行的第
一套海南专题邮票。分别以

“五指山”“万泉河”“天涯海角”
“鹿回头”四个画面，展示了海
南最有代表性的美景。邮票在
设计上独具匠心，设计者巧妙
运用中国传统的篆刻艺术，将
海南省形状做成一方刻有“海
南建省”字样的印章，附于每枚
邮票的右下角，使人耳目一新。

邮票中海南风光的展现，
与当下社会经济发展大事密切
相关。

1998年1月1日发行的志
号1998-9《海南特区建设》特种
邮票，以庆祝海南建省十周年及
办经济特区十年来取得的成就，
分别表现了海口城市建设、洋浦
经济开发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的风采。

这套邮票的4枚图案，远
景用蓝色描绘南海和天空，近
景以绿色为主精绘热带树木、
花草果实，中心则是高楼大厦、
立交桥、港口、机场、图腾柱等
时下海南地标性建筑物。

2008年，作为海南对外开
放突出标志的博鳌亚洲论坛，
在海南迎来建省办特区20周
年之际，登上了“国家名片”。
当年4月13日，《海南博鳌》特
种邮票发行，分别选取了东屿
岛和论坛会址两个场景，从宏
观和微观上展现了博鳌水城旖
旎的南国风光。

该邮票的设计者郭振山曾
谈到，他在设计时采用了极目
远眺的大景深构图形式。这种
形式展现出的图案视野更加开
阔，能将整个岛屿尽收眼底，同
时也象征着海南发展的广阔前
景及灿烂未来的寓意。

海南风光题材邮票众多，
不一一而表。与其说，人们通
过邮票饱览南国美景，不如说
借此感受当下琼岛奔腾澎湃的
发展气象。

坐海拥海，海南之美，不止
于陆地，更延伸至浩瀚无垠的
海洋。细品邮品中记录的琼岛
海洋意象，人们似乎能听涛读
海，展开一幅人与海洋的和谐
画卷。

灯塔，是沟通潮与岸的守
望者，也是人们描述航海文明
的重要载体。在海南1900多
公里海岸线上，散布着25座灯
塔。它们不仅在天与海的映衬
下自有姿态，也多次在邮票中
一展风姿。

建成于1894年的临高角
灯塔，是海南最古老的灯塔，也
是世界一百座文物灯塔之一。
2002 年 5 月 18 日，2002-10
《历史文物灯塔》特种邮票，全
套 5 枚，第五张便是临高灯
塔。这是海南灯塔首次登上邮
票，南海灯塔的厚重历史揭开
序幕。

2006年5月22日，2006-
12《现代灯塔》特种邮票发行，
以纪念当时在中国举行的国际
航标协会第16届大会，并集中
展现中国现代航海事业成就。
该组邮票全套4枚，位于文昌
市铺前镇的木兰头灯塔入选。
该塔高72.12米，是当时全国
最大的现代化大型灯塔，在很
长时间内享有“亚洲第一灯塔”
的美誉。

作为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环
境的旗舰物种，长臂猿数次登
上邮票。2021年12月3日，中
国邮政发行了《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I级）（三）》特种邮
票，其中就有海南长臂猿。“海
南长臂猿”邮票票图中均有“海
南”和“hainan”字样。长臂猿
是典型的单雄单雌配偶系，即

“一夫一妻制”，家庭成员一般
还有一到三只半成年或幼猿，
家庭关系稳定，和谐友善，互相
爱护，共同防卫。

海南长臂猿首次出现在邮
票上，是在2002年发行的《长臂
猿》特种邮票，其中一枚为“黑长
臂猿”。海南黑长臂猿别称“吼
猴”，每天的活动很有规律，定时
地高声吼叫，声音高亢洪亮，数
里外都可以听见。票图中的黑
长臂猿体毛全黑色，腿短，左臂
伸出后明显比体长还长出许多，
手指弯曲呈钩状，正张着嘴瞪眼
吼叫，表示对其领域的拥有，警
告别的猿群不要进犯。

2022年11月5日，《国家
公园》纪念邮票正式发行。其
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
邮票票图上，海南长臂猿和海
南苏铁、美花兰、海南坡鹿一
起，作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的代表性动植物，凸显了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绚丽的自
然景观和丰富的生态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已有约60
枚海南题材邮票发行，通过这
些邮品，可以窥斑见豹，洞见海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欣赏
设计者的审美情趣，感受到本
土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在方寸
之间的艺术再现。

海南邮票的故事，要追溯
到将近半个世纪前。

1963年6月30日，邮票发
行部门发行特55《中国民间舞
蹈（第三组）》邮票，将独具地方
特色的民俗舞蹈纳入邮票选
题，让它们从民间舞台登上“国
家名片”。这组邮票全套共有
6枚，面值 1.22 元，反映了畲
族、白族、傣族和黎族等6个民
族极具诗情画意的舞蹈形式。

黎族是海南岛最具代表的
少数民族。其中《黎族三月三》
便是新中国发行的首枚海南题
材邮票。画家倪常明笔触简
练，将黎族青年男女相依相望，
婀娜舞姿跃然于小小的票面
上，极具情感张力和民族风
情。人们也借此机会认识到海
南黎族的热情和浪漫。

相 似 题 材 的 邮 票 还 有
1999年10月1日发行的志号
1999-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五十周年—民族大团结》纪
念邮票，全套版张型56枚，分
别描绘了56个民族身着民族
盛装、载歌载舞，迎接中华人民
共和国五十周年大庆的场景。
其中，《黎族》的邮票里，身着传
统服饰的黎族青年男女跳起象
征丰收喜庆的“踏青舞”，浓烈
的欢乐与祝福跃然于票面。

在少数民族之外，海南深
厚的人文历史文化积淀屡屡成
为邮票创作与发行的重要选
题：东坡书院里琅琅书声世代
传承；黄道婆织就人间织女的
千古美谈……

中国古人讲求诗礼传家，
在千百年历史流转中，承载着
思潮与文明的书院应运而生。
2009年11月15日，全套4枚
的2009-27《古代书院（二）》
特种邮票发行，位于儋州市中
和镇的东坡书院登上邮票，铭
刻下苏轼在海南传经授业，赓
续文化的场所。

岁月沉书迹，儒风亦悠
久。《东坡书院》邮票由著名书
画家、南开大学教授范曾和著
名画家邹玉利共同设计，以国
画形式，将苏东坡豁达姿态和
书院古朴秀美的建筑跃然纸
上，呈现了海南文化中极具分
量的人文意象。

海南历史上名人辈出，星
辉灿烂，在邮票中亦可一窥。

1980 年 11 月 20 日，J58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纪
念邮票发行，全套4枚，细数了
科学、水利、农学和纺织四大领
域的杰出代表人物——徐光
启、李冰、贾思勰和黄道婆。

《黄道婆》邮票的发行，让
人们再次重温了一段温馨、隽
永的故事。客居海南多年，黎
族人民创造的优质提花棉丝织
物黎锦，为黄道婆打开了一个
美丽的新世界。她入乡随俗，
潜心跟随黎族人民学习各种耕
织手艺，掌握了从植棉到纺、
织、染等各种工艺，并从中汲取
经验，为后来改造防治技术奠
定了坚实基础。

2005 年 9 月 27 日发行
2005-20《中国人民解放军大
将》纪念邮票，展现了来自海南
文昌的张云逸大将的英雄本
色。

漫“邮”中鉴赏风光

1980年《中国古代科学
家（第三组）》——海南纺织技
术家黄道婆。

海南黎族登上过1999年
中国邮政发行的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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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纪纪
念封上的海南渔船念封上的海南渔船。。 何明志何明志 提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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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古 代 书 院
（二）》——儋州东坡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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