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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史诗照亮时代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每当我们脱口而出这些耳熟能详的

经典诗句，脑海中总会浮现出“诗圣”杜甫
的忧国忧民形象——那紧锁的眉头、飘扬
的清髯、凝重的神情，似乎在遥望着整个
天下的悲欢离合。

“诗圣”杜甫以史诗书写时代，以生命
摹画理想。他以百姓的悲苦生活和自己
对国势的担忧勾线，用满腔的爱国热情，
绘出一卷卷望天下太平、盼国泰民安的沥
血之作，成为闻一多所言的：“四千年文化
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回望中国诗歌文化灿烂历史星空，时
至今日，杜甫留下的诗篇依然光芒万丈，
让人读之久徘徊，掩卷长叹息。杜甫忧国
忧民、心系天下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同样

“光焰万丈”，照耀古今。
“杜甫不朽，诗歌永恒！杜甫是世界

文化名人，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文化
星空中、诗歌王国里的一颗北辰之星。”昨
日，专程前来参加本届中国诗歌节的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程韬光深有感触地说，杜甫是集中
体现中华民族性格的典型人物，是中华传
统文化精神在文学领域内的闪光点，杜诗
是对“中国文化”的有力诠释。回望中国
历史，历代都有众星拱北辰一样的文化路
标，杜甫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路标，为我
们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一种信念和力量。

创新豫剧表达方式
郑州市是豫剧发源地和传统戏剧大

省的省会城市，巩义市被称为“诗圣故
里”。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杰出
代表人物，杜甫堪称郑州一张耀眼的人文
名片。如何把家乡的世界文化名人通过
豫剧艺术生动表现出来？

据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市
委、市政府关心支持下，该局精心谋划、
统筹协调指导市豫剧艺术中心，组建一
流团队，特邀著名戏剧导演、国家话剧院
原常务副院长王晓鹰担任导演，著名剧
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罗怀臻担任
文学顾问，国家二级编剧原长松担任编
剧，郑州市豫剧院原院长、导演高新军担
任执行导演，著名作曲家、国家一级作曲
耿玉卿担任唱腔设计；著名音乐家、国家

一级作曲蓝天担任音乐设计。剧中杜甫
由国家一级演员张海龙饰演，郑武由国
家一级演员任三印饰演。该剧于今年 8
月 4 日在郑州大剧院试演，在随后召开
的剧目试演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该剧
目给予高度肯定。

“杜甫是大河之子、人民之子，对百
姓怀着朴素而深沉的情感。”接受记者采
访时，王晓鹰告诉记者，该剧立足于杜甫
的生命经历与诗歌创作之间所关注的情
怀，重点揭示其诗歌与情愫的关系，追求
诗意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在舞台艺术表
现手法上，该剧尝试创新表现手法，生动
展现“诗化”的意境，让传统豫剧与现代
艺术、美学品质巧妙契合，以吸引更多年
轻观众喜欢这种创新表达方式，进而热
爱豫剧艺术。

据高新军介绍，百余名演职人员满怀
对历史、对“诗圣”的敬畏之心，战高温，抗
酷暑，精心创排好《杜甫·大河之子》剧目，
并力争通过该剧的创新实践使市豫剧艺
术中心整体艺术水平再上新台阶，为扩大
郑州城市影响力和美誉度、努力建设“戏
曲郑州”“文艺郑州”做出贡献。

高水准打造精品剧目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

腰……”该剧讲述了杜甫赴长安应试至
远赴巴蜀这段历史，以杜甫事迹为主线，
以石伯一家人的命运变迁为辅线，以黄
河为戏剧底色，展开了一幅安史之乱前

后大唐由盛转衰的宏大历史画卷；展现
了杜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描写
了诗圣“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悲
悯情结和“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毅品
格。演出现场，众多观众被精彩的演出
场景所深深吸引，穿越历史时空，感悟着
杜甫深厚的“家国情怀”。

“杜甫是咱河南人，更是世界文化名
人，早在2003年，我就有把杜甫推上豫剧
舞台的想法。我从 12岁开始唱戏，在舞
台摸爬滚打 40 多年，下个月就该退休
了。想演这部戏是我多年的梦想，我曾因
不能出演而梦中哭醒过。今年夏天，我们
院团全体演职人员冒着酷暑认真排练，怀
着对历史名人的敬畏之心和千锤百炼打
造精品的信念努力工作，就是想弘扬传承
好黄河文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河南
故事。”昨日，在该剧中饰演杜甫的国家一
级演员张海龙告诉记者，作为文艺工作
者，我们应学习杜甫，以深沉的爱国之情
立足人民，记录时代、书写时代、讴歌时
代，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
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添彩。

生动演绎“诗圣”家国情怀
诗歌主题精品剧目展演是市重点民

生实事“2023年郑州市精品剧目演出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昨晚，市豫剧艺术
中心新编历史剧《杜甫·大河之子》作为诗
歌主题重点剧目向来自全国的知名诗人、
文化名人、学者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代表团、省内各地市代表团推出。
“我觉得这个戏恢宏大气。舞台的呈

现具有现代感，豫剧就是既要坚守本土特
色，又不能拒绝新的形式和内容加入。”中
国戏曲协会常务副会长赓续华认为，杜
甫不仅是“黄河之子”更是“中华之子”，
杜甫为苍生发声，替时代代言，通过他的
诗，我们能够看到公元 8 世纪那个时代
的波澜起伏、动荡不安。《兵车行》《丽人
行》《三吏》《三别》等作品让我们看到唐
朝的历史和发展脉络。这部戏以豫剧为
载体，吸收了歌舞的唱功和造型，极大地
丰富了豫剧的表现能力。杜甫将苦难汇
入了诗情，诗意越沉郁、诗情越浓烈，这
部剧的舞美、服装都很精彩，并适当引入
歌队舞队，唱腔好听入耳。演员运用豫
剧的声腔，在表现诗人杜甫时具有悲剧
美，表演很精彩。

“郑州需要一个戏曲舞台上的杜甫，这
部剧重点突出杜甫的家国情怀，令人感动
和震撼。”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著名文艺评论家刘景亮说，这部剧把《石壕
吏》这首诗的内容贯穿下来，带有纪实性地
去写历史人物，表现手段丰富，为戏曲增加
了新的语言。

昨晚，来自四川、湖北几位嘉宾认真
欣赏完演出后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义，
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杰出的代表人
物。这部豫剧把杜甫塑造到戏曲舞台上，
是对继承和创新发展豫剧的积极探索，延
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

《杜甫·大河之子》昨日首演

激荡历史回声 彰显家国情怀
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 文 李新华 图

为“传承中华文脉”
贡献诗歌力量

从历史深处走来，由涓涓细流到波澜
壮阔，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不断吸纳、不
断更新、不断壮大，奔流不息汇入整个人
类文明的汪洋大海。

《诗刊社》副主编、《中华辞赋》杂志社
社长王冰表示，此次研讨会聚焦“传承创
新：新旧体诗的百年发展”主题，既是不断
开创新时代诗歌新局面，推动新时代诗歌
创作繁荣发展，也是从诗歌的角度研讨传
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命
题，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我们的
诗歌力量和文学力量。

“因为推陈出新，所以具有旺盛强大
的生命力；因为开放包容，所以具有震撼

磅礴的宏大气象。把祖祖辈辈创造和传
承下来的精神与智慧融入今天鲜活的社
会生活中，用当今时代的丰富实践和不懈
创造来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使
它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王冰说。

诗歌如何更好地担起“传承中华文
脉”的职责？《中华诗词》主编、《中国文化
报》理论部主任高昌表示，诗歌的情感、立
意、表达都要从生活来，要从鲜活的时代
中选择素材，要说心里话、写明白字、走阳
光路，只有和时代零距离，和现实面对面，
和百姓心连心，诗词写作才有自己的温
度、高度和广阔视野。无论是新还是旧，
都离不开自我的审美体验和审美发现，以
及读者的理解和沟通。

“今天的主题是新旧之间的传承创
新，两者之间有矛盾，有交融，相互影响，
都取得了各自的成就。面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新旧诗歌与新旧诗人都面临着挑
战，唯有消除割裂，勇于面对新问题，才能
繁荣共赢。”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
刊主编龚学敏说。

“时代的事物、语言、气息、面目、诉
求，五大要素缺一不可。”在中华诗词学会
常务理事、湖南诗词协会副会长熊东遨看
来，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无论是
新体诗歌还是旧体诗歌，都不能忽略新生
事物，要用时代的语言表现时代的气息，
反映这个时代真实的面目。这其中，“时
代诉求”是最为关键的要素，诗人要有忧
患意识，替弱势群体发声。

新旧体诗
要取长补短互学互鉴

“新旧并无优劣之分，两者各有所长
也各有所短，互学互鉴是应然也是必然。”
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中华诗词学会会
长周文彰提出，用自由诗和格律诗的概念
换掉新体诗、旧体诗的说法。

周文彰表示，格律诗语言凝练，朗朗
上口，因为好记好诵、老少咸宜而易于传
播，在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
用。但同时，严格的押韵和对仗，固定的
句数和字数，束缚了诗人的思想，也限制
了诗人的表达。挣脱了格律的束缚，以无
拘无束的文字来反映生活，表达内心，这
是自由诗的长处也是短处——很容易混
淆诗与文的概念。在他看来，格律诗要向
自由诗学习其面向生活、面向大众、面向
时代的创作题材，不能老盯着天上的月、
窗前的花；自由诗应该学习格律诗的简约
凝练和形式感：该长则长，能短则短；若没
有自己的形式，就不称之为诗。

“诗歌中好的语言都是属于自己的，
美是创造性的，不是继承性的，需要广博
的人文积淀。美是第一次，美是难得。”在
《中华辞赋》总编辑、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石厉看来，没有深厚的人文积淀创作不出
好的作品，但同时，传统的东西也是双面
的，要有所取舍，不能为了继承而继承，更
不可全盘继承。

“我轻松愉快走上大路，我健康自由，

世界在我面前……我心目中的当代诗词，
就像惠特曼在《大路之歌》里描述的开拓
者一样生机勃勃。”《中华诗词》主编、《中
国文化报》理论部主任高昌这样描绘他心
目中“走在新时代诗坛大路上”的形象。
在他看来，引人注目的新诗实践，一半是
旧体诗词复苏振兴的跋涉和探索，一半是
当代诗词的光芒，两者缺一不可。“经典经
得起时间的考验，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
更加灿烂和纯正。要有勇气和毅力接受
时间的反思、检选和沉淀。”高昌说。

“新诗旧诗应该实现一种和解，希望
我们的新诗是有底蕴的新诗，有气场的新
诗，有文脉连贯的新诗，能够表现现代人
文明追求的新诗。”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
究所教授蒋登科认为，新诗和旧诗在精神
血脉上是无法割断的，这就是传统，具有
中华民族底蕴的文化精髓割不断。传承
的前提是“读懂传统、辨析传统、提炼传
统”，创新就是“传统的现代化，重新发芽
生根，长出新生命”。

“大河奔腾、小河潺潺都是美，评判诗
歌价值的只有好坏之分，没有新旧之别。
取长补短，共同维护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的诗歌生态。”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振
亚说。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首届滇池学
院驻校作家王单单认为，“复杂之诗”和“简
单之诗”是新诗百年发展中的创新与传承
的两种呈现形式，两种诗歌各有千秋，互
补弥补，并行不悖，是两道亮丽的风景。

诗情奔涌汇聚“天地之中”
中国是诗的国度，而河南是诗歌的家园，在

“天地之中 华夏之源 功夫郑州”举办此次中国诗
歌节，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是中国诗歌界的一件
盛事，也是河南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一直是河南文学的
光辉名片，这片土地诞生了杜甫、韩愈、白居易、
刘禹锡等一大批彪炳千秋的诗人，书写了数量恢
宏、灿若星辰的诗词歌赋，鼓舞中国人的精神，滋
润中国人的心灵，孕育成我们的文化根脉，造就
了我们厚重辉煌的文化。”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武
皓介绍，此次研讨会不仅是向深厚的诗歌传统致
敬，更是向伟大的中华文明致敬。

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
吉狄马加说，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的
许多作品诞生在河南，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诗
歌的源头，许多唐宋大家也出生在河南，书写了
瑰丽的民族诗篇，可以说，中原文化深刻地影响
了中华文明的进程，来到中原大地、“诗圣”杜甫
故里探讨中国诗歌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一
个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走得扎实不扎实，能不
能真正的走得很远，这取决于是否能真正找到文
化源头、赓续文化传统、吸收丰厚精华，这将成为
迈向明天的一个重要基石。”

“中原大地诗歌底蕴丰厚，古往今来，河南
的土地上诞生了许多伟大的诗人，尤其是郑州
作为杜甫的故乡，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高
地。”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诗歌学会
会长张鲜明表示，此次诗歌节的举办，吸引全国
一流的诗人汇聚郑州，用诗歌的方式为河南插上翅膀，将中原大地美好的
形象、丰富的历史、现代的发展传播到中国，传播到世界，同时也可以借助
这次机会，将郑州打造成一个更具有诗意化的城市，甚至由此开始建设一
个诗歌之城、文学之都，这不仅是郑州的一个梦想，也是作为国家中心城市
应该担负的文化责任。

专家建言“中国诗歌现代化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诗歌道路如何走？围绕着研讨会主题，与会专家各抒己见。
在吉狄马加看来，中国诗歌的现代化道路，与整体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相辅相成，中国新诗诞生百余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代诗歌
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诗歌的影响，在不断地碰撞、融合中发展，“曾有人
问我，现代诗歌能不能和唐诗的成绩相比？我认为，唐朝的伟大诗人已经
完成了他们的历史性贡献，唐诗已经成为中国诗歌乃至世界诗歌的经典，
而我们当下的诗人，也有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更好地认识、见证、书写
这个伟大的时代。”

对中国式现代化诗歌，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非有着自己的理解，
“去除了题材与内容主题因素，面向科学与逻辑理性世界，褪除了神话学和
文人士大夫与小知识分子、小市民情调，径直触向人之存在，以公民性语言
为基础的诗歌，便是中国式现代化诗歌。”他认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必须
坚持自己的道路，不能重复历史已有的其他国家的道路。

“开放、融合、超越，这是中国诗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著名评论家、首
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思敬结合中国新诗的发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中国新诗是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才得以诞生，并成长壮大的，五四时
代所洋溢的启蒙的精神、开放的胸襟、自由的活力，造就了一代新诗人，也
对中国新诗面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由冲撞到融合，是百年新诗走过的道
路，要实现超越任重而道远。对当代诗歌界而言，诗人需要具备贯通古今
的学术眼光、面向当代的学术立场和甘于寂寞的学术精神，发现古今诗歌
的内在联系，寻找其共同的精神品格，立足当代，做诗坛寂寞的守望者。”

紧跟时代潮流 书写时代篇章
当下，我们生活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交融的信息化时代，在数字

化、高科技、网络化背景下，诗歌如何能跟随时代潮流并同时保持其传统精
髓？诗人应该怎么来写作？与会嘉宾们分享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中国诗歌协会会长杨克说，诗歌是一种历史悠久、地位崇高的艺术形
式，从《诗经》诞生到现代，诗歌始终作为重要的文学门类，在文人学士和普
通民众中产生着深厚的影响。当代诗人应该敏感体察社会发展变化，吸收
新词汇、新观念、新意象，不断拓展写作边界，同时，多运用社交媒体、在线
平台等新技术，拓宽诗歌的传播途径，提供全新的互动空间，让更多人享受
到诗歌的滋养。

研讨会上，“外卖诗人”王计兵就网络背景下的诗歌写作，发表了自己
的看法。“因为我是从网络论坛开始学习的诗歌、学习的诗歌写作，所以我
对这方面总是特别地关注。”王计兵说，用诗歌记录现在，比重写历史更重
要。网络化为诗歌写作向普通人敞开了大门，而诗人们的写作也需要与时
俱进，紧扣时代脉搏，体察时代心跳。在他看来，诗歌写作既要有海纳百川
的胸怀，也要有积极向上的姿态；既要针砭时弊，也要歌颂美好；既要独辟
蹊径，又要融会贯通。

青年诗人吕周杭认为，诗歌的现代化首先是变化的生活经验与不变的
抒情，然后是古典的继承，最后是自然的书写和共同的情绪。关于现代诗
歌古典的继承方向，吕周杭分享了一种类似“重写”的构建方式，即把古典
的人称代入现在的语境，将自己的视角、古典的故事框架、当下的生活，三
者在诗歌中进行有机融合。“对古典的再书写以及对古典元素的应用都让
人欣喜，可以看到不仅仅是简单的继承，还有在今日的运用。”

武晧说，本次中国诗歌节的举办，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挖掘中原文化蕴
含的时代价值，赓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将会使河南成为诗歌高地、
诗意天地、诗人圣地，也将会使诗人朋友诗情奔涌，激情飞扬，像我们河南
文学那些群星璀璨的前辈诗人一样，承接着感时忧国的文化薪传，永怀报
效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不舍对艺术境界的个性追求，为读者奉献更多、
更好的当代诗歌篇章。

穿
越
诗
歌
长
河

奔
赴
诗
和
远
方

—
—

诗
歌
界
专
家
﹃
诗
圣
﹄
故
里
纵
论
﹃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诗
歌
道
路
﹄

郑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秦
华
文
李
新
华
图

研讨会现场嘉宾发言

探索“新时代诗歌从高原到高峰”新路径

“诗词大咖”共话新旧体诗百年发展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心中有诗意，处处皆清欢。新时
代背景下，诗歌如何传承创新，更好
地走向人民大众、服务社会发展？9
月22日下午，在第七届中国诗歌节
诗歌研讨会上，诸位“诗词大咖”围绕
“新旧体诗的百年发展”主题，以诗
人、学者、教授、作家、翻译家、评论家
等多个视角，分享感触、阐述见解，共
同探索加快推动新时代诗歌从高原
到高峰新路径，共话传承弘扬发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

用史诗照亮时代，让豫剧谱写
华章。作为第七届中国诗歌节的一
大亮点，9月22日晚，由省文旅厅、
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承办的第七届中国诗歌
节诗歌主题精品剧目展演——豫剧
《杜甫·大河之子》在郑州大剧院精
彩首演（如图），吸引众多嘉宾沉浸
式感受“诗圣”杜甫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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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七届中国诗歌节的重要组成
部分，9月22日上午，以“中国式现代化诗
歌道路”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诗歌节诗歌
研讨会在郑州图书馆举办，来自全国各地
的诗人、评论家、诗歌翻译家欢聚“天地之
中”、“诗圣”故里，撷取艺术与文学创作的
灵感，共话诗歌蓬勃发展的多彩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