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华诗词 3000年的文化发展史中，曾
经涌现出无数伟大的诗人，也产生了大量脍炙
人口的名篇佳句，迄今为止，这些前辈先贤创
造的诗词经典一直在我们神州大地上空闪烁，
照耀着我们后生小子砥砺前行、奋发有为。回
顾近百年来诗词发展史，为什么现当代没有出
现古代那样的诗词辉煌？这些经典诗词断层
引起深刻思考：为什么我们在文化相对落后的
封建社会，或者说更早的春秋时代，都曾经有
过如此辉煌的诗词，到了现当代反而被淡化
了、被冷落了呢？

今天我想讲的是关于我们当代经典诗词
的塑造、当代经典诗词的确立这样一个话题。
诗词经典来源于诗词精品，而诗词精品来源于
我们每一位诗人的诗词创作精品意识。如何
让精品意识焕发为诗词精品？如何让精品诗
词进而被经典化为我们的当代诗词？这是一
个漫长而又艰巨的过程，需要众多的有识之士
为之奋斗。

精品意识确立，到底能给社会带来怎样的
变化？我们为什么要倡导精品意识确立？传
统诗词千百年来以其典雅语言、优美意境、深
刻内涵、浓烈情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一文
化现象足以说明传统诗词这一种艺术形式早
已深入人心，并且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和骨
髓，成为炎黄儿女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和薪火
相传的文化知音。我们可以看到，从《诗经》里
流淌出来的文化长河，一直澎湃着楚辞、汉乐
府、唐诗、宋词、元曲等雄浑经典交响，从诗词
浩瀚的天空里，一直闪耀着屈原、李白、杜甫、
苏东坡、李清照等众多前辈巨星的千古光芒，

传统诗词因此滋润着我们的心田，陶冶着我们
的情操，塑造着我们的品格，丰富着我们的思
想，传统诗词也因此成为国人不可或缺的人生
伴侣和精神家园。

上世纪 80年代，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
人倡导下，成立了中华诗词学会，传统诗词也
因此由复苏、复兴进入了现在的全面繁荣。但
时至今日，在民间口口相传的仍然是唐诗宋词
里的经典名篇，现当代诗词除了极少数诗人作
品能被人们记住以外，几乎没有进入国人视野
的经典佳作，更无法广为流传。这里有历史上
种种原因所带来的诗词断裂，也有近百年的文
化偏见所带来的长期被边缘化的不良后果，更
有诗词创作群体本身精品意识淡薄等种种原
因，导致了目前传统诗词有高原没高峰的尴尬
现状。

如何摆脱当代诗词窘迫和困境，让当代
诗词精品横空出世呢？自我树立诗词精品
意识是完成精品创作的关键所在，究竟应当
怎样树立诗词精品意识呢？我想根据自己的
学习和创作，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个人的一
些体会。

为什么要树立当代精品创作意识

第一，树立当代诗词精品意识，是我们
努力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需要。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而传统诗词
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所以写
好当代诗词，说好中国故事，就是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也是我们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的强大根基。

第二，树立当代精品意识，是中华诗词学
会“十四五”时期中华诗词发展规划的重要内
容，学会已把今明两年定为学会诗词精品年。
着力打造当代诗词精品，推出当代诗词名家，
就是学会当下最紧迫的任务。

第三，树立当代诗词精品意识，是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丰富的文化生活的需要。随着当
代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意识的深化和艺
术审美的提升，以及大众传媒对于传统诗词的
传播和引导，使人民群众对于诗词欣赏、诗词
朗读、诗词表演甚至诗词创作都有了不同程度
的喜爱和认知。

什么是当代诗词精品意识

第一，当代诗词精品意识，是指诗人词
家在创作过程中，对有质量、有深度、有内涵
作品的极致追寻和创作自觉，这一种艺术强
调的是作品的审美需求和时代共鸣，追求的

是作者能够给读者留下令人心旷神怡的阅
读享受。

第二，当代诗词精品意识，是文学创作
是否能够起到服务社会大众、推动文明进
步的重要因素，更是能否吸引读者眼球、获
得大众认可，从而成为社会文学读本的艺
术基础。

第三，当代诗词精品意识，是提高诗词
艺术地位，维护诗词崇高声誉，促进诗词事
业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诗人
词家对作品艺术创新的极致追求，更是中
国文人千百年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价
值体现。

如何树立当代诗词精品意识

第一，诗词精品意识树立是作品成功与
否的关键，需要作者博览群书，以积土成山
的气魄，不断积累文学修养，造就丰厚的文

学积累，为语言的组合编辑推敲锤炼，打下

坚实的文学根基。这就是古人常说的读万

卷书。

第二，练就敏锐的时代观察力和社会洞

察力。诗人需要对社会、对生活、对人性具

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感悟。学会在山水之

间、在红尘之外去感受自然，去寻找灵感、去

开阔眼界、去体会深刻，这就是古人常说的

行万里路。

第三，培养持之以恒的学习和创作态度，

坚持实事求是的创作法宝。因为任何艺术、任

何诗词大厦都是用时间、精力和思想去铸就

的。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创新、开拓、寻找新的

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让自己的作品始终能以

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

面对当前浩如烟海的普通作品，群体树

立精品意识，挖掘精品力作，是我们诗词界

今后的创作重点，也是目前最现实最迫切

的诗词课题，更是诗词事业蓬勃发展的永

恒需要。一首诗词作品，尤其是一首好的

诗词精品，它能够为读者打开心扉、唤醒思

维、呼唤灵魂，只要广大诗人词家以高度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去构思、去创造、去实践，

当代诗人也是完全可以写出和古人相媲美

的作品来。

让我们为当代精品诗词自豪吧！因为它

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记忆和信仰符

号，它也一定会长留在悠远时光岁月里，当代

诗词会和精美唐诗宋词一起，5000 年中华文

明一起，静静等待着又一种崭新的蓬勃和辉

煌的灿烂！

本报记者 秦华 文 徐宗福 图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林峰：

当代诗词精品意识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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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诗词是最葳蕤芬芳的一支，在中华精神
的源流中，诗词是能够蕴含力量的一脉，古籍经典、铭文碑刻、楹联
书画、戏曲乐舞等文化形态，都是盛开在中华诗词土壤里的文化百
花，一个缺乏诗意的民族会失去创意和想象力。

一种文化形态是否有生命力，要看它能够传世多久、流传多
广、渗透多深。中华诗词拥有文化高品位和艺术高价值，但是它却
来源于社会、取材于生活，在兹兹书写中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口
口相传中滋润着我们的心灵，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中华儿女
的文化乡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古诗文经典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
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重视中华诗词、重视中华诗教，是一种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下面我谈几点学习体会。

丰富的思想是中华诗词的重要特质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中华经典诗词无一不是思想的表达，从歌

谣记事、《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等一路走来，诗词记录了历史的变
迁、社会的变革，蕴含着丰富的理想信仰、哲学思想、价值追求等。

最早的歌谣《弹歌》赞美了劳动，讴歌了创造，歌诗《击壤歌》反
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诗经》里的“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表
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先秦古歌《五子歌》
是对历代治国理政者的警言。

中华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的特质，为政以德、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革故鼎新等思想理念，老
庄、孔孟、诸子百家所主张的宇宙观、天下观、世界观、道德观等，深
藏于皎皎灼灼之《诗经》，采采粲粲之《楚辞》，洋溢在李杜、苏辛、韩
柳、欧王的诗词里。

中华诗词涵养核心价值观，国家观是价值观的最高境界，爱
国、立国、报国是中华儿女价值追求，也是中华诗词的永恒主题。
在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原创性、独特性方面，在凝聚民族情感、
形成民族性格、塑造民族心理、传承民族精神方面，在彰显中华文
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方面，中华诗词功不
可没，不可替代。

古代诗家用诗砖词瓦构建起了格局高远、视野宏阔、意境深邃
而哲思隽永的精神世界，诗中自有人生理，读尽情思方悟道，这是
中华民族的思想财富。

美好的情愫是中华诗词的鲜明特点
中华诗词的风景，既有浩荡长波的壮美，又有精雕玉琢的精

美，美不胜收。诗词之美是艺术之美，更是科学之美，是文学之美，
更是哲学之美。中华诗词彰显的审美价值、审美理念，标定了中华
文化美学原理，指引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

讴歌美好是中华诗词的天性，劳动之美、奋斗之美、情感之美、
抗争之美、牺牲之美培育了中华民族最初的审美范畴。自然之美、
灵性之美、理性之美、情操之美洋溢在利益之上。含蓄之美、奇幻
之美、朦胧之美、明亮之美充盈在诗词之间。五行之美、五色之美、
五声之美、五味之美，表现在韵律之中。彷徨伤痛之美、隐逸避世
之美、惆怅失落之美、婉约凄楚之美，都是诗词的情愫。

盛唐之美，更在诗词之美。王勃的“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
移几度秋”，美在时空转换心不移。卢照邻的“草色迷三径，年年物
候新”，美在自然，美在物新。骆宾王的“云气横开八阵形，桥形遥
分七星势”美在雾里露真容，云里藏乾坤。孟浩然的诗美在气象宏
大，志向高远，王维的诗美在雄浑粗犷，王昌龄的诗美在气势豪

迈，李商隐的诗美在含蓄朦胧。屈原忧心如焚，自证高洁；李白飘逸如仙、浪漫无边；杜甫
悲悯愤慨、沉郁顿挫；范仲淹天下胸怀、家国情怀，都是美好的主题。弥漫其中的凄美、哀
美、清美、秀美、壮美，都是美好情愫的表达，标志着中华文化的审美高度。

绚丽的姿态是中华诗词的显著特色
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华诗词的丰富性，中华文化的浩浩荡荡离不开歌谣、神

话、传说这个源头活水，离不开古典文学这个主流主脉，秦汉时代的辞赋、史传文、政论文、
乐府诗歌，魏晋时期的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诗文以及北朝乐府民歌、南朝诗词骈
文，汇流成河，蔚为壮观。

唐朝是诗的时代，浩繁的唐诗为盛唐景象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意蕴，宋朝是词的时代，
绮丽的宋词为大宋王朝的文化辉煌做出了标志性的贡献，唐宋诗词是皇冠上的明珠，那个
时代的高原高峰。

丰富性也蕴含多样性，多样性成就丰富性，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海洋文化的交锋、交
流、交融，催生了共生、共融、共享的文化景观。帝王将相挥笔进场，英雄豪杰横槊赋诗，文
人士子携笔从戎，寒门弟子殿试吟诗。诗人多游历，风景名胜游遍，文化古迹写尽。

不同的地域文化、民族习俗、宗教信仰，也造就了中华诗词的斑斓多姿、和谐繁荣。汉
民族诗词灿烂锦绣，各民族歌赋丰富多彩，汉唐繁盛词磅礴，两宋斑斓词葳蕤，中原诗词高
亢嘹亮，西域辞曲苍凉悲壮，东西南北各有不同的风格，辽金元清都有自己的贡献。

中华诗词争奇斗艳，百花竞放，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吟诵中形成，在歌咏中升腾。丝路
两千年，诗词作航标，无数的文化经典在丝绸之路上一路盛开，诗词歌赋各有神韵，格调平
仄自有章法，每一个词牌都有绮丽的身世，每一个曲调对应美妙的音节，诗与词相协，曲与
乐相和，格与调相符，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各不相同，却自成诗情画意、海涵百
川的气派、异彩纷呈的风格，成就了中华诗词的洋洋大观。

深沉的情感是中华诗词的最大特点
爱情、亲情、友情、乡情、爱国情是诗词分量最重的主题，钟情万物、悲悯苍生是诗词的

气质，心比天广、爱比海深是诗词的情怀。中华诗词承载了最深沉的情、最炽热的爱。
《离骚》歌颂尧舜，鞭笞桀纣，有鲜明的爱憎观。《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讴歌袍

泽之义。王勃的《滕王阁序》表达了对秀丽山川的钟爱和乐观向上的情怀。“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是拳拳游子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凄美的乡愁曲。“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是浪漫的两地书。“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豪迈的送别诗。“山盟虽在，锦书
难托”是伤感的爱情挽歌。

杜甫忧国忧民、情系百姓，白居易体恤苍生、同情大众；陆游壮气吞残虏，秋瑾心比男
儿烈；马伏波马革裹尸，霍去病马踏匈奴，辛弃疾挑灯看剑；欧阳修酣醉不为太守之乐，王
安石变法只图富国强兵；班超平定西域名垂青史，岳飞精忠报国壮怀激烈；范仲淹心忧天
下，林则徐生死以国；文天祥浩然正气照汗青，史可法愿为国死怀忠义；戚继光奋勇抗倭安
定东南，左宗棠抬棺出征威震西北；郑成功光复台湾忠肝义胆，邓世昌铁血抗日壮烈尽忠；
谭嗣同长歌当哭，孙中山壮志凌云。

毛泽东“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表现出的革命斗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遍数古
今英雄天下舍我其谁？“埋古何须桑梓地”的潇洒，“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这是文化风
骨的制高点，中华诗词因此而凛凛生威、熠熠生辉。

最后以叶嘉莹先生为“学习强国”写的一首诗作为本次分享的结束语——“中华诗教
播灜寰，李杜高峰许再攀。喜见旧邦新气象，要挥彩笔写江山”。

本报记者 秦华 文 徐宗福 图

“谁将诗意写春秋，画角声中到郑州。工
部文章留白笔，一篇锦瑟在心头。”

这是我昨晚到郑州的时候，心潮澎湃、口
占一绝，为郑州写的诗。作为一个诗词的爱好
者、研究者，同时也是郑州的文化传播大使，这
次到郑州，内心感慨万分。为什么于暮色降临
时在郑州东站写这首诗？我现在在做一个中
华诗史的项目，研究到唐诗这一段时，我发现
郑州诗人的浪漫无与伦比，其中有三个郑州诗
人我个人特别喜欢：

第一位郑州诗人杜甫，虽然他祖籍湖北，
但是他的高祖杜鱼石到河南任获嘉（今属新
乡）县令，他的曾祖杜依艺任巩县县令，把家从
湖北搬到郑州来了，杜依艺的儿子叫杜审言，
是唐初五言律诗发展重要里程碑式的人物，杜
审言的孙子杜甫，世代就居住在郑州。

在杜甫出生的 712年前 6年，出生了一个
人，这个人后来也做巩县县令，也把家搬到了
河南郑州，这个人的名字叫白湟，他有个孙子
叫白居易。白居易虽然晚年住在洛阳，他自己
明确说出生在新郑，是我们郑州人。

白居易晚年时最喜欢一个年轻人，并把他
推荐给了自己的好友令狐楚。白居易是诗坛

盟主，令狐楚是文坛盟主，两个人都特别器重
这个郑州年轻人，他的名字叫李商隐。白居易
喜欢李商隐到什么程度？不仅自己的墓志铭
要交给李商隐写，还说死后要投胎到李家，做李
商隐儿子。

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这三位都是地地道
道的郑州诗人。我到郑州东站的时候，突发奇
想有一个灵感，这次我讲的题目是“诗的国、
诗的魂”，但我要从一个细节讲起，叫郑州人
的浪漫。

我们常说诗言志，别忘了还有诗言情而启
明，诗和远方是我们最浪漫的追寻。我们一般
都会认为诗仙李白很浪漫，然而，悲悯之心、家
国天下的杜甫却有着另外一种独一份的浪
漫。我们一说到浪漫，就会想到夫妻，而杜甫
是第一个在诗中大量写自己发妻的诗人。比
如说我个人特别喜欢杜甫写月亮的一首诗，就
是写给妻子的《月夜》。当时杜甫被叛军抓了，
困在长安城里，思念妻子，他写下“今夜鄜州
月，闺中只独看……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
寒”，这是在写妻子思念自己的样子，诗飞到
对面，让人叹为观止，这种写法在诗词上特别
有名，特别浪漫，叫对面落笔之法。

我在思念你，但我不写我怎么思念你，
而要写你怎么思念我，来体现我们相互的思
念——你看，郑州人多会用对面落笔之法。
第二个把对面落笔之法运用到极致的是谁？
白居易。白居易出差到河北邯郸，刚好碰上
冬至，非常孤单思念家人，“想得家中夜深坐，
还应说着远行人”，他不说自己想家里人，而
说我家里人肯定聊起我。

把对面落笔之法写到最极致最高潮的，甚
至超乎杜甫、白居易之上的，就是李商隐。李
商隐把郑州人的浪漫，包括古诗词的浪漫，写
到了极致，这从最有名的《夜雨寄北》便可体会
到，我认为这篇诗作一定是他写给妻子的，短
短 20余字，便完成了时间的穿越和生命的救
赎，让人震撼了1000多年。

我把三个人放在一起，还有一个关键的逻
辑，白居易发现了李商隐，而杜甫在唐代当时
的名气远不如李白大，元白最早推扬杜甫，律
诗的提法便是由元白提出来。而在格律诗上

能超越杜甫和白居易，那简直不太可能，但是
李商隐用一种极致的方式超越了。

在格律诗上，尤其用典上，无人能超越李
商隐。最早专写无题诗，便是由李商隐开始
的。题目是画龙点睛、升华主旨的关键所在，
一篇诗作一定要有题目，到了李商隐居然开
始写无题诗，这对于中国诗歌诗史来讲是石
破天惊，为什么？无题，无法言说，诗言志，怎
么可以无法言说呢？你无法言说的东西，到
底想表达什么？所以李商隐无题诗和锦瑟
诗，人们争论了千年，仍莫衷一是。

我认为，李商隐写无题诗是因为现实的
困境困到难以想象，恩师令狐楚与岳父王茂元
分属“牛李党争”两个阵营，身处夹缝中的他，
虽进士及第却仕途坎坷。李商隐的一生，比杜
甫还难，杜甫是家国兴亡之悲，但李商隐只是
因为仕途上小小的选择失误，就造成了终生的
不能转身。为什么他会写无题诗？大概便因
为他的世界无法向世人倾诉，只能在自己精神
世界里面重塑一个光明温暖的世界，生命的希
望只有在诗歌里获得救赎。我觉得这就是生
命最大的浪漫，最大的意义，最大的不抛弃、不
放弃。

诗对中国如此重要。任何一个民族都有
诗歌的历程，但只有中国被叫作诗的国度，任
何一个民族都有诗人，但只有中国的诗人，比
如在唐代可以通过试帖诗走入仕途，甚至实现
家国天下之志。而当外在的世界走不通的时
候，这把华夏文明的薪火既在社会、在人生、在
民生，又在精神、在世界代代相传。

中原的中、中国的中、中庸的中，是中央以
震四方，这个中央只是空间上的中央，中庸之
中，何为中？河南人喜欢说中，中还是内在的
精神世界，不仅是空间上以震四方、时间上以
震内外叫作“中”，发乎中，所以叫致中和。诗
词对于华夏文明、对于每个中国人都特别重
要，因为诗与词撑起我们灵魂的维度。杜甫用
诗歌撑起了家国的维度，李商隐用诗歌撑起了
精神与灵魂的维度。所以，我们华夏、我们的
中华、我们的中国人、我们的国家才叫诗的国，
诗的魂。

本报记者 秦华 文 徐宗福 图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宁织造博物馆馆长、郑州文化传播大使郦波：

在唐诗里，读懂郑州人的浪漫

中
宣
部
文
艺
局
原
局
长
、中
宣
部
﹃
学
习
强
国
﹄
原
总
编
辑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会
员
刘
汉
俊
：

中
华
诗
词
当
为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提
供
精
神
动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