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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见君子：过去
时代的诗与人》是青年
评论家张定浩写的关
于屈原、陶渊明、李白
等古代诗人的品评文
字。关于这本书，张定
浩说：“我一直想谈谈
那些过去时代的诗与
人，不是做文学批评，
也不是做考据翻案，约
翰逊《诗人传》那种，我
更是没有资格，也觉得
于己无益。倘若硬要为
自己的谈法寻个究竟，
或者可以用‘安得促
席，说彼平生’这句陶
诗来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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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
第五届“青春回眸”诗会在玉树举行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7月6日至8日，由诗刊社、玉
树州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五届“青春回眸”诗会暨第二
届唐蕃古道诗歌节在青海玉树举行。中共青海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吉狄马加出席诗会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地的
数十名诗人齐聚三江之源，参观灾后重建的玉树新城，寻
访嘉那嘛呢石经城、文成公主庙，走进巴塘草原牧民家庭，
共同见证新玉树的美丽风采，并参加诗歌论坛探讨当下诗
歌发展的新可能。

据介绍，“青春回眸”诗会是诗刊社于2010年打造的、
与“青春诗会”相对应的一项诗歌品牌活动，每年邀请部分
曾参加过“青春诗会”的诗人，以及一些没有参加过“青春
诗会”但依然活跃在诗坛的诗人参加，他们大都在50岁以
上。在《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看来，诗人是用自己的才华
和创造力来对抗时间的，正如诗人艾青所说，“诗人永远是
十八岁”。因此，“青春回眸”诗会的意义在于提醒诗人们
要永远保持十八岁的样子，“心灵自由，性格率真，想象力
丰富，创造性强，对未来充满自信”。

诗歌写作的中断与延续

“永远是十八岁”是诗人们应该保持的一种心态，但要
在实际的写作中持续做到这一点是何其困难。诗人胡的
清说，一些诗人写到后面就越写越差了，这样还不如不
写。她自己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诗了，“既然写不好，
就不要生产文字垃圾了”。她想先沉淀一下，等缓过来了
再继续写。在她看来，诗歌是人的肉身从庸常的现实生活
中伸出手来，向高处乞讨一缕照耀灵魂的光亮。因此，诗
人应该永远像孩子一样，对一切充满好奇、充满激情，“写
作可以中断，但不可以停止”。

诗人王自亮也曾经历过一段漫长的“写作空白期”。
他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写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于 1982
年参加了诗刊社举办的第二届青春诗会。之后的20多年
里，因为工作的原因，他毫无写诗的心境。近几年，他终于
回归诗坛，陆续在多种刊物上发表自己的新作。在他看
来，每一阶段的生命体验都是非常宝贵的，如果都有诗歌
为证，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现在返回去看那段不写诗的
岁月，我总感觉有些遗憾”。但多年的社会历练也让王自
亮现在写起诗来更加得心应手，他说：“早年的写作更多出

于炫技，而现在对社会、人性有了更清楚的认知，诗歌写作
也逐渐回归到自己的真实内心。”

这样看来，诗歌写作的中断是很多诗人都会碰到的问
题。但是也有一些诗人，他们一旦开始诗歌写作，就持续
不断地写下来。诗人李南说，很多诗人的写作没有方向
感，今天有感觉了他就写一首诗，明天没感觉就会进入创
作的极度茫然状态。反过来，那些有方向感的诗人永远把
自己当成一个行者，他的诗写永远处在一种“在路上”的状
态。关于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也会经常使他感到茫然、
不知所措，但凭借对于诗歌写作的多年磨练，他会一直乐
此不疲地尝试走在属于自己的路径上。

做一个具备方向感的诗人，不是要求他一定要不间断
地写，而是要求他一旦写，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探索。李南
说，有方向感的诗人明白自己写作的绝对标高，使其写出
的每一首诗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有效性。不仅如此，他一
次次地实验，试图刷新古往今来的修辞与表现方式，他也
必须经历一些语言、经验、感受力等诸多方面的冒险。他
不容易被诗坛乱象所迷惑，而是本能地抵制时髦的学说、
流派和阅读，坚持他内心的固执，不从众、不跟风，并有着
得体的自信。“做具有方向感的诗人，正是我努力的方向。”

好诗很多但为何得不到承认

如何评估中国当下诗歌的创作成就，是诗人和评论
家们热衷于讨论的问题。在本届诗会上，多位与会者对
此问题的态度出奇一致。诗人靳晓静、潘红莉谈到，很
多人一谈到当下诗歌，总是喜欢拿上世纪80年代来作参
照，认为那时候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而对当下诗歌却评
价不高。但实际上，在现在这种安静的写作氛围中，很
多诗人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在微博、微信上，我们
经常能读到让人眼前一亮的诗作，这些作品在观念和技
法上都很值得称道。

诗人臧棣同样认为，当下诗歌创作取得了很重要的成
就。有相当一批诗人都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写得越来越深
入、越来越踏实，不再被所谓的诗歌时尚所左右，而是按照
自己的诗歌目标在前进。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对社会和现
实的表达，还是对生存本身的呈现都非常深刻。而且，这
些作品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性，大家不再按照统一的标

准、模式去表达。
但这样的评价并非是“公理”，在诗歌界内部，很多人

对中国当下诗歌的创作现状并不乐观。如果把这个问题放
到大众、媒体的层面，当下诗歌得到的评价可能更低。这种
两极化的评价让人产生很多的困惑。臧棣谈到，中国当下
的诗歌创作是多样化的，但缺少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从
而容易产生不同的评价。在日本、美国等国家，一个诗人无
论写得多么反叛、怪异，但他的作品总是能够和本国的诗
歌传统发生关联，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意义。在中国诗
坛，我们缺少一个“主心骨”，对于什么是伟大的中国诗歌
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诗人们的作
品放到共同的平台上进行比较，对这些作品的意义也无
法作出自信的判断。

呼唤更多有温度的诗歌

文学创作讲究对人性进行深刻挖掘，但是在一些作品
中，我们只看到人性的阴冷，却看不到一点亮光。在论坛
中，诗人李犁谈到，过分的技术主义加上对世俗趣味的沉
迷让诗歌中的理想色彩越来越淡化，一些低俗的东西犹如
雾霾在作品中弥漫。在一些优秀的诗歌里，我们虽然看到
了人生的真实和真相，但骨缝间渗出的阴冷和残酷常常让
我们毛骨悚然。所以诗歌应该有更高境界，需要仰望理
想，与此同时需要有温暖和爱。

有温度的诗歌来自有温度的诗人。在李犁看来，诗人
要敢于发声，要和时代一起呼啸着前行，筚路蓝缕，休戚与
共。诗人不能只顾自扫门前雪，要关心与自己毫不相关的
事，诗人连同文本都应该切入现场，与他人一起流汗流血
流泪。诗人不能只沉迷在把字词打造精巧的乐趣之中，
也不能把头缩进自己的情绪里一味地放大自己的愁怨，
诗人不仅需要成为“大我”，更需要“忘我”。诗人的胸
怀要像一个广场，让大家来踩、跳、跑，尽情地释放快
乐和愉悦。有侠义的诗人才是大家，有侠义的诗歌才能
大气。一个自私的诗人也许能写出几首好诗歌，但绝对
无法写出与时代比肩的大诗歌。

冯秋子、李少君、阎安、李先锋等诗人也参加了本届诗
会。据了解，《诗刊》9月号将推出第五届“青春回眸”诗会
作品专辑。

文
化
部
叫
停
艺
术
团
组
出
国
﹃
镀
金
﹄

本报讯 7月 3日，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市作协、北京市
援疆和田指挥部、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共同
主办的孙晶岩长篇报告文学《西望胡杨》作品研讨会在京举
行。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张胜友、北京市文联党组
书记陈启刚、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副指挥姚忠阳、北京市
作协驻会副主席王升山、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曲仲、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和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西望胡杨》是孙晶岩应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邀请，
历时4年深入采访和潜心创作的一部59万字的长篇报告文
学，全景式展现了北京援疆人的精神风貌。这部作品是北
京市文联文化援疆的重要项目之一，也是北京市作协文学
精品项目的签约作品。4年来，作者不畏艰苦，克服各种
困难，与北京援疆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采访了北京市
援疆的主要干部、文艺家、教育专家、企业家和各界的劳
动者、志愿者，以及来和田访问的 25个国家的驻华使节，
采访人数达200余人。

与会者认为，《西望胡杨》秉承了作者一贯以来注重田野
调查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表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对援
疆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描写了北京援疆工作者的
感人事迹，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新疆人民的真切关怀。作品
不仅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援疆干部的无私奉献精神，还独辟
蹊径地探究了新疆维吾尔族的文化史、文学史、音乐史、
艺术史、宗教史，对于新疆问题的深层次独立思考颇具原
创性、前瞻性，发人深思。同时，作品记录了新疆反恐维
稳的有关情况，歌颂了反恐英雄，严厉鞭笞了暴力恐怖分
子的行径，向全社会传递了热爱祖国、民族团结、建设边
疆、保卫边疆的正能量。 （王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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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今年以
来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相继在两国举
办。截至6月底，在“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框架下举办的文
化活动已达近 90个。记者从文化部日前在京举行的吹风会
上获悉，今年下半年又将有 80余个相关文化活动在中法两
国多个城市举办，内容涵盖文学、音乐、舞蹈、戏剧、文物、当
代艺术等多个门类。

据介绍，中法建交 50 周年系列文化活动秉持“贯穿全
年、均匀分布、重点突出”的特色，每个月都会有重点项目推
出，使两国民众在今年全年都能获得高品质的艺术享受。下
半年的活动依旧异彩纷呈：第六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典礼
将于年底举行，届时中法专家学者将通过讲座、学术研讨等
形式，从翻译的角度讨论语言的重要性与文化身份等话题；

“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将于10月22日在巴黎吉美博物
馆开幕，通过 150组、456件汉代的珍贵文物展现“大风起兮

云飞扬”的汉代雄风；“罗丹艺术回顾展”将于11月走进中国
国家博物馆，向中国观众讲述这位雕塑大师传奇的创作生
涯；中国国家京剧院一团将携保留剧目《白蛇传》赴法，在巴
黎、马赛、昂热3个城市演出5场，力求再现50年前中法建交
伊始该剧赴法演出时引起轰动的辉煌；大型机械龙马将游走
于北京的街道，以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呈现法兰西的浪漫
情怀与丰富想象。

同时，中法两国的艺术节也携起手来，为展现对方国家
的文化提供平台。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与阿维尼翁戏剧节
OFF 单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当代戏剧精品展演”与

“阿维尼翁的味道”戏剧单元将分别于7月和9月登陆阿维尼
翁和北京；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开辟了专门的法国板
块，将推出巴黎交响乐团音乐会、马赛国家芭蕾舞团演出、图
卢兹歌剧院芭蕾舞团演出和“大师与大师——徐悲鸿与法国
学院派大家作品联展”4个项目。

中法建交50周年文化活动再添亮点

本报讯（记者 王觅） 7月8日，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杂志社和中
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主办的李晓桦长篇小说《世纪病人》新书发布暨作品
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
及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李晓桦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以组诗《一个中国军人在圆明园》震撼
诗坛，成为一段时期颇具影响力的军旅诗人之一。当时的《收获》杂志
还为其另一部有关西藏的作品《蓝色高地》特辟了“实验文体”专栏。90
年代后，他历经了商海沉浮和移居国外的人生磨练。《世纪病人》由李晓
桦耗时8年创作而成，也是其沉寂多年后的“归来”之作。作品记录了
作者的半生阅历，以多重眼光展现了一位诗人、老兵因无法承受“断根
之痛”而在异国他乡深陷精神困境、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世纪病人”
的心路历程。

与会者认为，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以诗人的敏感和锐利剖析了自己
的精神世界，深度思考了自由、孤独和“我究竟是谁”等哲学命题，并由
此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飞速变迁、历史诡谲和西方世界的真切
样貌，将一代人的历史与个人的心灵史交叠映现，表面的喧嚣下暗藏一
种深沉的寂静。作品直击人性和生命的痛处，真实地表达了身处异乡
的孤独感，读来让人感慨和震撼。小说打破了传统的章法结构，充满黑
色幽默的语言简洁犀利，叙事手法新异奇崛，将一个呓语症患者的率意
独白和隐微叙事运用得恰到好处。

据新华社电 据悉，文化部近日将采取多项措施加强
监管和引导，对国内各级各类艺术团到金色大厅等国外著
名演展场所或国际组织总部办公场所“镀金”现象予以坚决
制止。

近年来，国内一些艺术团组和社会团体以“文化交流”的
名义，自费赴维也纳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演展场所或国际组
织总部办公场所进行“镀金”性质演展活动的现象日益严
重。这些活动往往采取自付场租、对外赠票以及组织观众的
运作模式。有的甚至动用政府经费，不计成本、不看对象、不
讲实效，通过不实报道或炒作来达到捞取名利的目的。既浪
费了人力物力财力，也损害了国家艺术尊严，助长了形式主
义之风，造成极为不良的社会影响。

文化部在《关于坚决制止国内艺术团组赴国外“镀金”的
通知》中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规范和加强外事管理工
作，加大监管力度，着力纠正因公出国团组中存在的“四风”
问题，加强出国艺术团组的目的性和实效性，采取各种有效
措施，坚决阻止各类“镀金”活动。

文化行政部门对未纳入国外著名演展场所演出季、以全
自费和租场方式进行的演展活动一律不予批准，坚决杜绝政
府资助项目赴国外“镀金”。未经文化部及我常驻国际组织
代表团的同意，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对国内艺术团组和个人赴
国际组织总部办公场所举办的演展活动一律不予批准。

通知明确指出，文化部各直属单位不得参与组织或支持
国内艺术团组和个人赴国外著名演展场所或国际组织总部
办公场所举办的“镀金”活动。同时还建议我驻外机构要发
挥好监督作用，对此类“镀金”活动不予支持，不题词、不站
台、不剪彩、不代为邀请观众和赠票，防止相关单位和个人借
此捞取宣传资本。

通知还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树立正确的对外文化交
流政绩观，引导各类艺术团组更加健康有序地出国开展文化
交流与合作，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持续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
不断增强发挥积极作用。 （周 玮）

长篇小说《世纪病人》讲述——

身处异乡的心灵思考

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主
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艺
术研究院、中国美协承办的

“太璞如琢——崔如琢指墨艺
术展”近日在京举行。

崔如琢曾执教于中央工
艺美院，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
博士生导师。他从事绘画逾50
年，钻研指墨画亦有十多年。
本次展览共展出崔如琢个人
作品180件，是对画家多年绘
画创作与指墨探索的一次系
统梳理。

指墨书画是中国书画中
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也是
值得深入探索的艺术领域。崔
如琢的指墨艺术辟出新境，其
指掌挥洒的劲爽与水墨淋漓
的韵致相得益彰，既大气磅
礴，又细处可见，奔放洒脱且
神情兼备。

图为崔如琢的作品《荷塘
清夏》。

（欣 闻）

本报讯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日
前为该校的第十位驻校诗人杨方举行了诗歌创作
研讨会。

杨方出生、成长、求学于新疆，后返回祖籍浙江
工作。丰富的生活底蕴，使她的书写刚柔相济，将
边塞的辽远与江南的灵秀渗透交融，将对现实的细
敏观察与奇诡的想象巧妙结合，将古典诗词的意境
与现代人的体验互补相映，显示出一种别开生面的
格局。

与会者在研讨中认为，西域与江南的两端生活
体验似乎为杨方的诗歌建构提供了天然张力。她
真实对待生活，紧贴地面行走，善于对平凡生活加
以诗意的发掘，用一颗善良、悲悯、博爱之心关注普
通人的日常经验，再由对底层民众的观照和悲悯上
升到对人的悲悯、对人性的思考、对整个人性和命
运的追问和探寻。总之，她是以个人的生命体验和
具有共性的文化意识，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

园地，并不断从简单走向丰富，从稚嫩走向成熟。
大家针对杨方诗歌的艺术特点谈到，其诗歌语

言的节奏感具有弹性和伸缩能力，统一而鲜明，流
动而舒展，自由连绵而长短交错，富有独特的音乐
美，给人带来听觉的审美愉悦。

人们还对杨方诗歌创作今后应努力的方向提
出自己的建议。大家说，杨方有时过于沉迷的情感
起伏，影响了诗歌的力度；一些文本还未与自身的
乡愁拉开足够的审美距离，其超越性的空间还可以
再拓展。如何想象与书写不同时代与个人独特的
故乡经验，是诗歌创作的重要话题。杨方诗歌中的
故乡书写，既体现了地域、时代、文化多个维度的独
特体验，又展现了在这一大背景下个体生命对于故
乡的独特经验。其故乡书写中的典型性和可能存
在的问题，对于今天重新思考故乡、经验、时代、文
化等话题，具有启发意义。

（江 湖）

从西域到江南的真情写作
杨方诗歌创作研讨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山西省作协 2014 年度重点作品扶持工程篇目近日揭
晓。在此次评选中，共收到11家单位选拔报送的近40部作品。经过专
家评审、投票，最终评选出14部作品为2014年度重点扶持作品。

这些作品包括9部长篇小说，分别为信应亮的《乱云飞渡》、陈克海
的《道德动物》、田昌安的《挠羊汉》、陈亚珍的《灵界》、小岸的《我们是姐
妹》、高芸香的《走出吴庄》、宋玉秀的《追梦女人》、张军的《回家》、柴然
的《很难说美好》；5部长篇纪实文学，分别为王宝国的《汾水元音——
李庆中与山西琴事》、姚江平的《北马喊》、柴腾虎的《人民英雄李子祥》、
文德芳的《希望与现实——现代人心灵影像》、侯讵望的《中共创建第一
城——阳泉》。

据介绍，此次重点作品评选标准主要有几个侧重点：一是以“中国
梦”为主题，对以塑造崭新中国形象、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精神、传
播中国文化为内容的作品，予以重点关注和扶持；二是坚持思想性与艺
术性的统一，注重选题的探索性和创新性；三是看重作品的现实意义和
社会价值，侧重扶持关注现实、关注本土的作品。在扶持方式方面，结
合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具体需求，山西省作协重点扶持条例共列出了
5种扶持方式：对创作所需的基本经费予以一定的补贴；对出版有困难
的作品，协助联系出版单位；对有修改作品意愿的作者，在其作品完成
后帮助聘请专家提出修改意见；对部分作品组织研讨；对适宜改编为电
影、电视剧、戏剧剧本的作品，向有关制作单位推荐。 （欣 闻）

山西省作协确定2014年度

重点作品扶持工程篇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