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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人间最美四月天，身
边的诗歌分享活动也逐渐增
多。4 月 11 日，杭州诗人郁雯
远道而来，在“纸的时代”书店
举行诗歌分享会，与诗歌爱好
者共享诗歌之美；此前，纪念苏
金伞诞生110周年诗歌朗诵会、
清明拜祭诗圣杜甫等多项与诗
歌有关的活动也在郑州举办，
吸引了大批诗歌爱好者参加
……这是否意味着诗歌在读者
中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勃发了
新的生机？

吴元成说：“北岛时代只有
纸媒，甚至只有手抄本、油印
本，那个时候，我们只能读到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
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以及海子
的‘面朝大海，春暖花’。而当
下诗人已开始回归中国诗歌的
优良传统，意境和美感终将回
归人间。”

“诗歌是个人心性的表达，
是一种无功利的自我表达，在
当下，人们内心复杂的情感渴
望有一种声音来宣泄，诗歌无
疑是较为合适的方式。”河南大
学特聘教授、评论家耿占春提
出，近一两年，诗歌逐渐迎来了
复兴：不仅诗歌分享活动多了，
现在通过微信、网络的传播，

“睡前读诗吧”“为你读诗”“第
一朗读者”等新的诗歌传播方
式也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
人们在书店、咖啡馆读诗的活
动也在逐渐增多。

“近些年来，河南的诗歌和
诗人比较活跃，许多诗人获得
过重要奖项，老中青三代都有
代表诗人，各个省辖市也都有
自己的诗群。无论是作品数量
还是质量，河南诗歌都排在全
国第一方阵。”在河南省作协副
主席、省诗歌学会会长马新朝
看来，河南的诗歌生态还是比
较好的。他介绍说，省诗歌学
会也经常组织一些活动，如诗
歌朗诵、诗歌研讨、诗歌采风
等。黄河诗会已经办到 19 届
了，那是河南诗人的盛会，每次
都有上百人参加，在全国也有
一定的知名度。

“其实诗歌一直没有离开
人们的生活，而是大家的脚步
越来越快、离诗歌越来越远。”
青年诗人平平说，爱好诗歌的
人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在当下
社会诗歌重新吸引了某些人的
目光：“不管诗歌因什么复苏，
有诗相伴的生活都是美好的。”

一、活动主题

1.以嵩山为主的家乡风景。
2.以思乡为主的中国情结。
3.以中秋为主的传统文化。

二、组织机构

主 办：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
承 办：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中共登封市委宣传部

三、征稿要求

1.参赛作品应为原创新诗，含散文诗，倡导有独特的视
觉和个体生命体验的诗作，作品围绕“天地之中”“嵩山”

“中秋”等内容表达出对嵩山、对中秋、对中原文化新的情
怀、新的意境。每位作者参赛作品限200行以内。

2.参赛作品须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通信地址、邮政编
码、联系电话和手机号码。

3.请作者留好底稿，无论诗歌是否获奖，均不退稿。
4.因抄袭、盗用他人作品等情况产生的著作权纠纷，与

本活动无关。

四、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
二等奖3名，奖金2000元；
三等奖5名，奖金1000元。
获奖作者受邀参加“待月嵩山——2015中秋诗会”，并

参观游览少林寺景区、中岳庙景区、嵩阳书院景区，观看大
型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五、征稿时间
即日起至2015年7月31日止。

六、公正评选
主办方将聘请国内著名诗人、学者、诗评家组成评审委

员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严格评选，评选结
果将在媒体上公示。

七、活动成果
1.参赛优秀作品将在郑州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通过

蜻蜓FM广播平台组织全国诗歌爱好者进行朗诵。
2.参赛优秀作品集结成册出版诗集。
3.参加2015年9月末举行的中秋诗会。

八、投稿方式
纸质稿件请寄至郑州市郑东新区 CBD 商务内环 17

号，郑州广播大厦 513室蜻蜓河南（收），邮编：450000。所
有参赛稿件电子版请发至dysszqsh@126.com邮箱。

联系人：补凌锋13460101145
2015年4月16日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
昨日获悉，由郑州市委宣传部、
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主办，郑州
市老年摄影协会承办的“郑州
革命老区摄影展”拟将于今年 8
月举行，活动即日起面向广大
摄影爱好者征稿。

抗日战争时期，我市是河
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河
南区党委、八路军河南军区司
令部驻扎在登封徐庄镇，指挥
着豫西、豫中、豫南 6个地区 30
个县的抗日斗争，王树声大将
领导的河南军区和皮定均率领
的抗日先遣支队曾在登封全境
及巩义、新密、荥阳、上街部分
乡镇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抗
日武装，带领根据地的抗日军
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
争，谱写了河南人民英雄抗战
雄壮史诗。为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展示当前老区人民在党
的领导下发扬革命传统、艰苦
奋斗，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革
命精神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今
年拟举办的“郑州革命老区摄
影展”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征
集作品，要求反映内容为抗日
根据地遗址、遗迹；抗战时期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老区做出突
出贡献的英雄、模范和先进人
物；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老区的新变化、新
面貌、新成就、新生活；老区优
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资源。

参展作品必须真实，并注
明报送单位或个人，作品一律
采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
zzsls@126.com，联系人雷李玉：
13613865590；每人报送作品不
超过 10幅，电子文件大小 3MB
以上。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我从
哪里来，家谱有记载；我到哪里
去，家谱有延续……记者昨日
从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家谱
委员会获悉，由魏怀习主编的

《家谱编修实用大全》日前由中
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图文
并茂、通俗易懂，可谓是谱牒研
究工作者的必备资料库和家谱
编修人员的实用“宝典”。

据了解，该书分卷首、家谱
概论、家谱编修、家谱印刷、颁谱
仪式、姓氏族徽、家谱编修常用
知识等7个部分，全书采用卷目
式结构，全彩页印刷，融知识性、
趣味性集大成，图文并茂，共
550页75.6万字。

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张新斌认为，中国的家谱

是一个文化宝库，不仅涉及家
谱史、人口史、移民史、地方史，
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家谱中
所反映的家规、家训、堂号，反
映了家族的精神追求与核心价
值理念的构建，在中国文化中
具有正能量，值得传承与弘扬。

该书主编魏怀习任河南省姓
氏文化研究会家谱委员会会长，
长期从事家谱编印工作，收藏有
500多个姓氏的10万余部姓氏家
谱。《家谱编修实用大全》正是他
及其工作团队立足常年编谱的工
作基础，利用大量的案例，形象直
观地为读者提供了家谱各个部分
的实证材料以及编谱流程，让初
编者对政策依据、姓氏知识等有
全面的了解，是十分有用、实用的
家谱编修工具书。

寻找心中的那一首诗
本报记者 左丽慧 秦华 杨丽萍 文 李焱 通讯员 赵权 图

小时候，诗歌是
“床前明月光，疑是
地上霜”式的睡前
故事，也是“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古训；长大后，诗
歌是“你看我时很
远，你看云时很近”
的情愫萌动，也是
“我挥一挥衣袖，不
带走一片云彩”的
惆怅；后来，虽然被
生活捆绑，但诗歌
依然会于不经意间
闯入……春暖花开
日，正是读诗时。
现在的你还读诗
吗、爱读哪些诗？
诗歌的魅力体现在
哪里？诗歌真的衰
落了吗……带着一
系列问题，本报记
者连日来进行了深
入采访。

郑州革命老区摄影展

今起征集作品

“待月嵩山——2015中秋诗会”

诗歌大赛征稿启事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第 33届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正值张海书
法艺术馆建馆十周年，昨日上午，“魏碑
圣地·全国魏碑书法大赛暨魏碑书法论
坛”、“谁是高手——百名书法家争霸
赛”两项赛事的颁奖仪式在位于洛阳偃
师的张海书法艺术馆举行。中国书协
主席张海、中国书协理事郑晓华等众多
书法界人士出席颁奖仪式。

“魏碑圣地·全国魏碑书法大赛暨
魏碑书法论坛”由河南省文联、洛阳市
政府主办。作为中原最具地域特色的
文化形态，魏碑书法以其独有的韵致得
到了康有为等书法理论家的推崇，并成
就了赵之谦等一批书法大家，举办此次
活动旨在进一步挖掘地域文化资源，激
活魏碑书法的活力。

活动自征稿以来，吸引了众多书法
创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的参与，来稿取
法范围广泛，呈现出魏碑书法的丰富多
样，基本上能够反映当代魏碑书法创作
的整体风貌。经过专家评选，最终，组
委会共评出入展作品 105幅，其中一等
奖5幅，二等奖15幅，三等奖30幅。

而“魏碑书法论坛”来稿论文围绕

魏碑书法的产生与发展、地域分布与特
征、临习与创作、石刻个案研考等问题
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广
泛性和学术性。经过评选，最终入选论
文 21篇，其中一等奖论文空缺，二等奖
3 篇，三等奖 4 篇。昨日下午，“魏碑书
法论坛”在洛阳举行，众多书法界人士
围绕“魏碑书法”进行交流发言。

“谁是高手——百名书法家争霸赛”

由《书法》杂志社主办的全国中青年“百
强榜”第五届赛事，大赛得到张海书法发
展基金会和张海书法艺术馆的支持。此
次比赛采取提名邀请的方式进行，评委
从100位书法家中选出前20名进行现场
比赛，这一新颖的形式更具竞技色彩。

据悉，这两项赛事均得到中国书协
主席张海的支持和指导，最终组委会精
选出近200幅优秀作品展出。

《家谱编修实用大全》

说说家谱那些事儿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近日，奥
斯卡升龙国际影城举行了RealD6FL
认证仪式，这标志着该影城成为全
省 首 家 全 部 3D 影 厅 都 通 过
RealD6FL 认证的影院，市民将可欣
赏到更鲜亮的 3D 电影。认证仪式
结束后，观众在更亮、更艳、更身临
其境的体验中观看了动作巨制《速
度与激情 7》。

什么是 6FL？记者了解到，FL
即福特朗伯，是亮度的测量单位，
6FL 是好莱坞倡导的 3D 亮度标准，
而国内影院的 3D 电影亮度普遍在
3FL，RealD6FL 认证意味着该影院
将始终以 6FL 亮度放映影厅内所有
3D 电影，并定期接受 3D 亮度监测，
确保 3D 放映亮度与质量。这就能
改善很多观众在观看普通 3D 版本
的影片时，时常会感到画面灰暗不
够明亮，从而容易引起视觉疲倦，观
影质量也随之下降的问题。

奥斯卡升龙国际影城营运经理
杨国涛介绍，该影城 1号影厅在今年
初就安装了河南第一块、全国第二
块 RealD 专利技术的精准白幕，让
影院中处于不同座位上的观众都能
体验到光感一致的影片质量。此次
RealD6FL的成功认证将使步入该影
城的观众获得更完美的观影体验。

观影结束后，现场观众纷纷对
视效升级的观影体验给予好评。“一
些细小的情感变化在这种高亮的画
面质量下更易于被捕捉，”市民刘先
生说，“你不用再眯着眼去看清银幕
中的内容，它们仿佛要向你扑来一
样。”“相较于普通的 3D 观影，这感
觉就像是你开着白炽灯，整个房间
都是亮堂的，所以即使两个多小时
的观影时长眼睛也没有太疲劳。”影
迷“莺莺”说。

市民可赏
更亮的3D电影

两大书法赛事昨颁奖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昨日获悉，
阔别歌坛两年，实力歌手张杰推出全新典
藏专辑《拾》。这张新专辑打出“出道十
年，一切归零”的音乐理念，更体现出张杰
回归音乐初心的创作诉求。

出道10年以来，张杰凭借扎实的唱功
受到众多歌迷的喜爱。谈到为什么要回归
初心、一切归零，张杰表示：“自己是个做事
认真的人，10年来经历了很多掌声与赞赏，

也不乏嘲笑和轻视，制作这张典藏专辑，也
是想一切归零，不再去看重以前的成绩，回
到最本真的我，重新回到音乐的战场。”

去年，张杰演唱了诸多知名影视作
品的主题曲，如《古剑奇谭》的主题曲《剑
心》、《何 以 笙 箫 默》的 主 题 曲 My
Sunshine，这些歌曲风格各异，张杰显示
了其对作品的良好把握能力，他的演唱
总是能与影视剧主题相得益彰。张杰认

为，在音乐中注入自己的理解，用声音去
传递爱，才是自己一直坚持的诉求。

此次推出的《拾》收录了 13首歌曲，
包括 7首电视剧主题曲、1首卫视节目主
题曲，仅在某音乐在线网站，《拾》的总试
听量就将近 8 亿，更在长达 10 个月的时
间霸占了中国的电视屏幕。张杰透露，
他用《拾》来总结上个 10年的成绩，也用
它来开启下一个10年的更多可能。

张杰推出典藏专辑《拾》

“诗歌的魅力难以言表，从文
学体裁的角度，它的独特在于善
于捕捉细小的情绪；从直观体验
的角度，它把每一种微小的情绪
扩大化，能使人感受到情感的力
量，进而有以梦为马般介于梦幻
和现实之间的畅快。”提起诗歌，
27岁的宋文言语间充满了热爱之
情：“就我个人而讲，它是一种好
玩的文字游戏，在拼凑调整中会
发现字词句的不同表达效果，时
有惊喜。”他说，只有把这一刻写
下来，才不至于永远伤怀。

台湾诗人余光中曾经说
过，我们可以不写诗，但一定要
学会欣赏诗，要学会诗意地生
活。对于一些人而言，每一次
读诗都像是经历一场邂逅。

“学生时代读诗多一些，那
时候看到优美的诗歌就会忍不
住摘抄下来，像‘你站在桥上看
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
别人的梦。’……攒了好几个本
子，还会有意识地去背诵。参加

工作后主动读诗的次数很少，一
般都是在朋友圈或网上看到后
才会看看，诗歌对心灵的碰撞来
得快走得也快。所以印象最深
刻的反而还是学生时代读过的，
比如舒婷、徐志摩、卞之琳等人
的诗歌。”市民黄女士说。

年近六十的范先生告诉记
者，他一有空就爱翻翻唐诗宋
词，在他看来，还是古诗词最有
韵味。“现在的诗很多都太通俗、
太白话了，一点韵味都没有。什
么朦胧诗、现代诗，我不喜欢，年
轻人都太矫情，写出来的诗太小
家子气。”

在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
秘书长吴元成看来，当下的诗歌
进入了一个喧嚣而丰富的季
节。他介绍，几乎各省市都有自
己的诗歌阵营，多数省市都成立
了诗歌学会或诗歌联谊会。“河
南省诗歌学会是其中最早的一
家，成立于1986年春天，迄今已
经举办19届黄河诗会。”吴元成
说，“以我的观察和统计，写诗的

人越来越多，大体来看，60后、70
后渐入佳境，80后、90后诗人风
起云涌。伴随着全民阅读的兴
起，读诗的人群早不再是小众。”

社会评论家李承鹏也认为，
“现在国内的诗歌流派越来越
多，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本土
诗人代表。比如西安的一沙、沈
浩波，北京诗人比较自我一些，
还有大理、江西、河南等，河南有
文化积淀，所以诗人的内功很
好。”李承鹏补充道，“目前我国
的诗歌创作呈两极化，一极非常
的超前，不愿意用叙事化的语言
去表达自己灵魂的一道光、对世
界，对宇宙的一种捕捉，另一极
诗歌越来越生活化，也有一些还
在走小清新路线的。”

目前，诗歌杂志的领头羊
以《诗刊》、《星星》诗刊、《诗选
刊》为主，也有不少诗歌刊物在
生存的边缘挣扎。“诗歌很活
跃，诗刊很窘迫，订户直线下降
也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吴
元成说。

许多人认为，现在读诗、
写诗的人越来越少，诗歌正在
走向没落。对此，诗歌爱好者
宋文并不认同：“诗歌表面的
兴衰只是个人品位的公开化
程度不同而已。在全民都追
捧时，也不代表着全民都理
解；在无人问津时，能坚持的
都是真爱。”

在省作协、省文学院、省诗
歌创作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中
原诗群高峰论坛”上，中国诗歌
学会原会长韩作荣和著名诗
人、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谢

冕，对于诗歌的发展和诗坛的
现状从专业角度给出了答案。

“现在的确不再是全民写
诗的年代，但是我觉得诗歌越
来越纯粹，经过这么多年的发
展，目前依然活跃的诗人都是
经历了长时间积淀的，他们对
诗都怀有一种宗教式的信仰，
对诗歌的理解越来越透彻，对
生活也越来越深入。”韩作荣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毫
不夸张地说，现在是诗歌最好
的时期，已经取得一些成就的
诗人写得越来越好，年轻诗人

层出不穷。那种认为诗歌衰
落的人其实并不了解诗的真
正面目和现在诗坛的情况，他
们被表面现象蒙蔽了。”

谢冕认为，诗歌的精神本
质是自由。目前中国诗歌的生
态已经转变，处于舒展的、自由
的发展空间，主要表现在从集
体的写作转变成个人的写作，
从过去的“公办”转变成了现在
的“民办”。“诗歌已经实现了写
作的自由、发展的自由，现在大
家可以很自由地表达个人的创
作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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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展示嵩山文化魅力，进一步提升郑
州天地之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深入研究
弘扬宣传“天地之中文化”，繁荣诗歌创作，
特举办“待月嵩山——2015中秋诗会”诗歌
大赛，现将征稿有关事宜公布如下：

市民积极参加郁雯诗歌分享会

读者朗诵自己最喜爱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