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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保护传承。

前不久，中华经典诗词论坛
以“中华经典诗词与文化传承发
展”为主题在郑州市举办。该论
坛是第七届中国诗歌节的活动之
一，由中华诗词学会、《国家人文
历史》杂志社、河南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中
共巩义市委、巩义市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与会专家围绕中华经典
诗词的丰富内涵、当代价值、传承
路径等展开讨论，坚持“两创”，铸
就辉煌。本版今日摘编发言，以
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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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中华诗词的时代光彩
周文彰

中华诗词因为语言凝练，讲究押韵、平仄、
对仗，读起来朗朗上口，好记、好诵、好传，深受
人们喜爱。现代新诗兴起之后，旧体诗词创作
并没有衰落，从规模、作者、刊物、活动等方面
看，仍然蓬勃旺盛。

近年来，中华诗词学会的工作思路就是让
更多人投身中华诗词事业。目前，许多省区市
都有诗词学会，甚至一些乡镇也经常举办诗词
活动，诗词创作与接受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为此我们制定诗词发展规划，从精品创作、评
论与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出版与传播、组织建
设等方面，推动诗词事业发展。青年诗词工作
委员会、少数民族诗词工作委员会、乡村诗词
工作委员会、诗词评论工作委员会等 20多个
专门委员会相继成立，在宣传文化部门、教育
部门、文艺团体等支持下，努力开拓诗词工作
新局面。

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华诗词，要聚焦于
作品创作。我们拥有庞大的作者队伍和作
品数量，接下来要在质量上下功夫，推动新

时 代 诗词 精 品创作。要坚持 与时 代同步
伐，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
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写出反映时代特
色、弘扬时代精神的优秀诗词；要有“好诗
不厌百回改”“一诗千改始心安”的态度和
追求，不断打磨作品，持续提升创作水平；
要加大新创诗词作品推广力度，传播好诗
词大赛、诗词报刊、精品选编中涌现出的佳
作，让社会各界多关注、多传诵、多研究当
代诗词精品。

千百年来，诗词培育着我们的文化自信，
涵养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通过更具活力的创作传承、更多途径的
传 播 推 广 ，中 华 诗 词 必 将绽放时代光彩。
我们要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繁荣诗词文化，
谱写当代华章，让中华诗词在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
作用！

（作者为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原国家行政
学院副院长）

经典诗词蕴含强大精神力量
莫砺锋

在诗圣杜甫故里河南巩义举行中华经典诗
词论坛很有纪念意义。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中
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言，他的意义已
经超出文学、超出诗歌，进入文化层面。今天我
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杜诗无疑是重
要的阅读对象。

杜诗现存 1458首，题材内容非常丰富，大
到山川云物，小到草木虫鱼，从他心中的喜怒哀
乐、身边的悲欢离合，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情况
态势，都包纳在诗歌里。简单概括杜诗的主题
思想，我认为是两句话：仁者爱人和仁政爱民。
仁者爱人，即主张从个人伦理角度，要对他人怀
有善意，尽可能地帮助他人、关爱他人。仁政爱
民，是从政治角度来说，执政者要关爱百姓，让
百姓生活得更安定、更富足、更幸福。这两者的
精神是相通相融的。杜诗把这种精神鲜明、形
象、生动地阐释出来。我们读杜诗时，首先受到
那些优美字句、生动场面的感染，无形中获得精
神的熏陶。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描写的一场成都
春天的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人读过杜诗，又有多少
人从中汲取了精神能量，提升了人生境界。后
代就有这样一位读者，认真阅读杜诗，人生得到
升华，这位读者就是文天祥。文天祥在监狱里
读杜诗，又把这些诗句重新组装成新诗，这样的
《集杜诗》足足有 200首之多。文天祥说，我看
到的、想到的、经受到的，杜甫都写过，我把杜诗
重新组合起来，就可以表达我要诉说的一切。
《集杜诗》告诉我们，支撑文天祥宁死不屈、舍生
取义的，就有杜甫的光辉诗篇。这充分证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经典诗词蕴含强大的精
神力量。

我们研究古典文学的人，非常钦佩杜诗的
炼字、对仗、用典、押韵，杜诗在这方面可以说
是炉火纯青。但我们更看重的，是杜诗中蕴藏
的文化精神，杜甫用诗歌让这种精神浸润每一
位读者，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赓续
绵延。

（作者为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教育
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既要传承 更要发展
钟振振

对待中华诗词，既要传承，更要发展。
传 承 ，是 珍 爱 并 保 护 好 中 华 诗 词 这 棵 老
树，让“老树春深更著花”；发展，则是培育
当代诗词的新树，以期“新花满新树，新月
丽新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
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生活和文化学习的
需求日益突出。当前社会上涌动的“诗词
热”和数以百万计从事诗词创作的“诗词人
口”、每年千万首的新创诗词数量，正是这
一需求的表征。可能有人会问：当下的诗
词创作，数量够多，但称得上经典吗？能经
典化吗？

我从事古典诗词教学与研究已经 40 多
年，同时也一直从事诗词创作和当代诗词的
评论评选工作。我读过的古代诗词和当代诗
词，可能比一般人多一些。从个人体验来看，
当代诗词确有经典，也一定能经典化。前提
是要有足够多的时间沉淀，要有足够多的伯
乐把千里马挑出来。经典化的工作，不是少

数人、短时间便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代人
甚至几代人付出努力并持之以恒。当务之急
是披沙拣金、煮海为盐，编选各种高质量的当
代诗词选本，撰写一批高质量的评介、鉴赏文
章，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高质量的当代诗词
文学史。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曾设置一个“诗词接
句”的环节，委托我从古诗词经典中挑选三句，
让观众接写下句。我挑的第一句就是清人赵
翼《论诗》里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原诗全文
是：“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
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遴选最佳接
句的过程中，我读到一句“我辈登临正少年”，
顿觉眼前一亮。这句诗好在哪里？好在“文化
自信”。如果中国年轻人都能有此壮志和才
华，如果有更多新生力量参与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发展中来，何愁当代诗词不涌现出
新的经典？

（作者为中国韵文学会荣誉会长、南京师
范大学教授）

博采众长 创制新词
谢思炜

宋代诗人黄庭坚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
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清代诗人袁枚
说：“宋人好附会名重之人，称韩文杜诗，无一字
没来历。不知此二人之所以独绝千古者，转妙
在没来历。”二人说法各执一词，其实各有道
理。可以说，诗人只有在熟读经典、有长期写作
实践后，才能“转”入“自作语”“没来历”这一更
高境地。杜甫诗歌就是例证。

“无一字无来处”的说法本身是对杜诗语言
丰富性的肯定。宋代以后注家为查实杜诗用语
的各种“来处”，付出了极大努力。能够将大量
不同来源的词语熔于一炉，也足以证实杜诗在
语言运用上的纯熟。唐代重要诗人多学《文
选》诗，杜甫与其他诗人相比更有意扩大采用
范围：不仅限于《文选》诗，而且扩展至赋及其
他文体。杜甫于赋用功甚多，他的很多诗尤其
长篇作品，大开大阖，谋篇布局近于赋体；采用
赋中的词语，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除了经史典籍和前代文献，杜诗还将词语
采用范围扩展至当代新语，尤其是日常生活中

使用的活语言——口语，这正是文学语言永不
枯竭的源头。杜诗中用例既多且大胆，如“喫”
字，是口语中的常用词，但在杜诗之后仅见于卢
仝诗。又如“剁”字，除杜甫外，再无诗歌用例，
在小说、杂剧中才可见到。

除了扩大诗歌词语来源，杜诗更重要的语言
创新是使用大量自造新词。“为人性僻耽佳句，语
不惊人死不休”，这是杜甫笔下的自己。其所造
新词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位居前列，因此才
能实现语出惊人的创作追求。由于杜诗的影响
力，他所自造的“细腻”“蔚蓝”等词已成为常用
词，“珠袖”等词也为此后诗歌所常见。

在杜甫之后，还有一个“词必己出”、在语言
创新方面力度更大的诗人——韩愈。可见，对
唐代诗人来说，有足够开阔的语言空间留待开
拓，所以他们在语言运用上都十分自信。这种
博采众长、创制新词，也是诗歌创作活力的生动
证明。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清华大学
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

创造扎根时代的新经典
叶延滨

古典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内容。从四言、五言、七言，到古风、绝句、
律诗，再到长短句、散曲等，古典诗词的体
裁形式相当丰富。不过，这一形制发展过
程较为缓慢，以至于我们可冠朝代于其首，
称它们为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漫长岁
月里，古典诗词创作在严格规范下精益求
精，已经发展到令后人瞻望的高度，尤其唐
诗宋词达到精美绝伦的艺术顶峰。它们讲
究格律平仄，起笔引经据典，营造典雅意
境，内蕴家国天下、日月山川、生活万象、
乡愁亲情。通过古典诗词，中国人养成了
发现美的眼光，学会爱与奉献，学会做人与
做事。

现代新诗是从古典诗词的母体中诞生的，
虽只有百多年历史，却与中国现当代历史进
程紧密相连，每个重要历史节点都诞生了代
表性的诗人和诗篇。新文化运动时期，新诗
不仅掀起文学革命，也带来思想解放；抗日

战争时期，新诗激发起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
不屈斗志；新中国成立后，新诗歌唱人民当
家做主、意气风发的新社会；改革开放以来，
新诗展现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蓬勃活
力。可以说，吹响时代号角是现代新诗的重
要特点。

新时代以来，古典诗词在社会层面逐渐升
温，现代新诗历经百余年发展也呈现勃勃生
机，二者共同造就当代诗坛的繁荣景象。

今天的旧体诗词写作者要学习现代新诗
的创新精神，像新诗那样扎根时代，让诗词创
作焕发时代新气象，努力创造与新时代相呼
应的新经典。现代新诗写作者则要认真继承
古典诗词的精神传统——“诗缘情”“诗言
志”，用真情感动读者，激励读者向上向前。
期待旧体诗词与现代新诗携手并进，共创美
好未来。

（作者为诗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
原主任）

诗兴当得山河助
李少君

画家潘天寿说，崇高艺术为崇高精神之产
物。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诗歌创作。壮丽山河往
往能唤起人的崇高精神，让人写出澎湃诗篇。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李白
这样描述黄河。我曾从黄河源头走到青海贵
德、甘肃兰州，再到山西永济、河南三门峡，一路
上，看到黄河的清澈、曲折、汹涌、咆哮、平静。搜
索关于黄河的诗歌，惊觉李白居然写过那么多：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西
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我浮黄河去
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黄河的气势，已转
化为李白精神气质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他万丈
豪情的来源。

前不久，电影《长安三万里》热映，其中有关
于边塞诗的情节。“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这些诗歌构建出雄伟瑰
丽的美学景观，与之相辉映的是一种浪漫情怀
和英雄主义。

我的家乡是湖南。“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
潇湘岂有诗”，陆游这样形容过湖湘大地。沅湘
流域、沅芷澧兰，是屈原、陶渊明、刘禹锡、王昌
龄、黄庭坚、杨慎、王阳明、沈从文等人的诗意之
地，留下过无数灿烂诗章。我曾长期在海南工
作。关于海的诗歌也有不少，“海上生明月，天
涯共此时”“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
清”“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
次到福建宁德霞浦县，那里山海交映，一座笔架
山立在海中间，让人感觉只要取下架上的笔，蘸
一点霞光，就可写出万千彩章。

山水映道，道法自然。古今中外，自然与诗
歌艺术有着紧密关系。对中国诗词来说，自然
山水更是不竭的灵感源泉。“外师造化，中得心
源”，几乎是中国诗艺的定律。诗兴当得山河
助。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
令诗人心潮澎湃。我相信，我们会写出心中理
想的诗篇。

（作者为《诗刊》杂志社主编）

不断激发诗歌创新活力
耿占春

古典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持久光
彩的部分，很多杰出的作品垂范后世，很多诗
人与他们生活的时代在诗词中得以记录和流
传。无法想象，我们的文化生活如果缺少了古
典诗词会是什么样子。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提出“六经皆史”。
六经中的《诗经》对后世著述产生深远影响，这
是因为相较于知识表述和典章记载，诗是一种
描述的语言，它不仅描写现实、记录历史，还表
达思想感情。

在塑造着一个民族情感世界与精神世界
的同时，古典诗词将汉语之美推上顶峰，并
形成稳定的美学风格和修辞范式。但也因
此产生一定的封闭性，尤其在面临近代世界
历史变局之际，程式化的诗词创作已经逐
渐与社会历史脱节，迫切需要进行现代转
化。19 世纪末，中国现代诗歌先驱黄遵宪
首倡诗歌的口语化，这意味着诗歌写作要
更多回到生活与经验的现场。得益于外交

官生涯的见识，黄遵宪尝试将一些新器物
如来福枪、望远镜等写进诗歌。从梁启超
呼吁“诗界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提出“文学
改良”，这些主张都推动着诗歌从面向山林
转变为面向社会，从士大夫的文学转变为平
民的文学。

20世纪 30年代，艾青、何其芳等诗人的
创作，不仅为诗歌引入新事物，而且带来了新
的表述方式。与古典诗词相似，这套新诗表述
方式也会随着写作的积累而固化。直至改革
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诗歌向新的生活与经验
敞开，气象才又为之一新。

可以说，无论是古典诗词还是现代新诗，
都在寻求和建构自身的美学风格和修辞范
式，也都需要不断突破成规，获得新的创造
性力量。诗歌的历史是人类语言和人类精
神的历史，它们都处在不断创造、不断生成的
过程中。

（作者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让诗词更好滋养人生
林 峰

“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古典
诗词凭借其独特的抒情、教化和审美功能，成为
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滋养人们精神世界的生动
载体。

“诗为心声”“诗缘情而绮靡”等经典论述，
凸显了古典诗词的抒情特征。“感人心者，莫先
乎情”，诗词之所以动人心魄，原因在于触动情
感。古往今来，诗词佳句摇曳着以情动人的风
采。形容恋情，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形容友情，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
情”；形容亲情，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倍思亲”……岁月变迁，不变的是人的丰富情
感。喜怒哀乐，都在诗词中得到最美的表达，引
发人们共鸣。

诗词不仅教会我们识文断字，而且教导我
们知书达礼、修身齐家，以深刻内涵净化心灵、
塑造人格。“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让我们
心存感恩、孝敬父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让我们爱国奉献、担当有为；“少年

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让我们珍惜时
光、勤奋学习。古典诗词以这样情感充沛、润物
无声的方式赋予我们精神能量。

阅读古典诗词，我们为人处世就能拥有一
种审美的境界。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个人经过诗词之美的长期浸润，会变得温柔
敦厚、儒雅从容。面对春华秋实、山河四季乃至
日常点滴，诗意总会盎然生发。观山，会有“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开阔胸怀；赏春，会有

“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欢欣愉悦……人的心灵经
过诗词滋养，会变得格外明亮清澈。

诗词的功能当然不止于此。随着人们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诗词功能将会更
大程度得以发挥。让诗词进一步融入时代大
潮、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以丰富多样
的形式给人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和
担当。

（作者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理论
研究与评论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