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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笔谈

““作诗者之心作诗者之心””与与““说诗者之义说诗者之义””
□顾 农

诗歌语言同日常语言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这里总要讲究

翰藻和形象，许多意思和感情都不大肯直说，而是借叙事、写景

和咏物等等途径来寄寓来表达，但读者一般来说都能体会作者

的原义。而有时读者又可以对原作中的某些句子甚至全诗作出

自己新的理解，这种未必合于作者原义的引申义，也自有存在

的价值。

拿魏源《诗古微》里的用语来说，前者是“作诗者之心”亦

即原义，后者则可以称为“说诗者之义”，也就是引申义。魏源

还更细致地分出另外还有两种引申义：“采诗编诗者之心”和

“赋诗引诗者之义”。前者如《诗经》的编者和进行系统解释的

大小毛公等专家，后者如春秋时代习惯于“赋诗言志”的外交

家。

诗歌的接受者既可以努力体认诗人的原义，也可以创造

出各种新义引申义来。钱穆先生说得好：“每一位欣赏者均可

作出不同的创造，故永远是活的文学。”这种情形人们也见得

多了，而可能并不怎么注意，这里不妨举两个人们比较熟悉的

例子来一谈。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经借用古人成句来形容成功人

士的三部曲，他写道：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

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

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他这里暂时借来用以述己意的都是宋词中的佳句，原来

各有其义，而王氏分别引而申之。如第一境出于晏殊的《蝶恋

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

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词的原义是写离别相思。

那是一个凄清的秋日，词人夜不能寐，一大早就登上高楼，向

情人可能所在的方向眺望，而毫无所得，想写封信去表达情

意，又不知道寄往何处。作为一种人生境界，这大约是形容其

人正在寻找方向，探索道路，而一时尚无明确的头绪。第二境

出于柳永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

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

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首词

的原义也是写离别相思，词人因思念情人而大为消瘦，为

她（“伊”）狂饮，为她憔悴。这种情形可以用来比喻为了事业而

全力以赴，发愤忘身，不惜牺牲健康。第三境出于辛弃疾《青玉

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

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

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原

词写元宵之夜看灯会的情形，作者意不在看热闹，而是约见情

人，他到处找都找不到，到最后却在一个“灯火阑珊”很不起眼

的地方找到了那人。节日里热火朝天的花灯、朗月、烟火、歌舞

皆非主人公之思存，他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目标，有志者事竟

成，终于获得了成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这第三境

界，必须长期奋斗，总得经过反复探索、追寻、研究，功夫到了，

自然能够豁然开朗，有所发现，作出贡献，终成大业。

原来就是大词人的绝妙好辞，再经由高级读者如王国维

先生的引申发挥，自然别有一番深义。

这种情形也存在于对鲁迅诗篇的引申发挥之中。鲁迅著名

的《自嘲》诗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

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

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首诗作于1932年10月，具体背景是当年10月5日郁

达夫夫妇请客吃饭，来客有鲁迅、柳亚子夫妇、郁达夫的兄嫂

以及一位青年作家林微音；开饭前有一小段插曲，林微音后来

回忆说——

……鲁迅到时，达夫向他开了一句玩笑，说：“你这些天来

辛苦了吧。”“嗯。”鲁迅微笑着应答，“我可以把昨天想到的两

句联语回答你，这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噯，给你这样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

了。”鲁迅说。到席散，达夫取出一幅素色的绢，要在席的各人

题词留念。鲁迅所题的就是上面所说起的两句。但是，随后，他

又添上两句，续成了一首律诗。

郁达夫同鲁迅非常熟，他知道两岁的海婴当时正在生病，

鲁迅夫妇经常要带他上医院，弄得很辛苦；而鲁迅是极端关心

下一代的，心甘情愿地为儿子做牛。鲁迅一向遭到许多攻击，

大有为千夫所指之势，但他毫不畏惧，横眉冷对，沉着应战。他

的爱憎一向非常分明。可知诗中最精彩的一联“横眉冷对千夫

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这次聚会前鲁迅已得之句；而到这时

因郁达夫一句问候的话又得到了“运交华盖欲何求”一句，就

用作开头，然后又加了几句，形成一首七律。

对于“横眉”一联，郁达夫、许寿裳等友人都非常看好，分

别有所阐述引申；而最著名的是后来毛泽东作了一番新鲜而

丰富的引申，他说：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

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

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

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

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样的引申义，意义非常重大，而且早已家喻户晓。

从理论上说，同一诗句可以有不同的引申义，而文学生活

中最为著名的引申义往往会被固定下来，并且有可能反过来

掩盖了“作诗者之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二

句，现在往往借来形容为了拼事业而完全不顾身体，却甚少用

来指相思令人消瘦这样的原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为新形势下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指出，要在继续大胆推进改革、推动

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同时，把握好意

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

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部署。各地各有

关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文化

事业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文艺创作生

产日益繁荣，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

强，文化改革发展呈现出新面貌、新格局。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和

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以新发展理念指导

探索新思路、构建新体制，推动“十三五”时

期文化改革发展谱新篇、开新局，为做好党

和国家各项工作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

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加强顶层设计，体现文化特点，着力构
建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两个效
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把全面深化改革共

性要求和文化体制改革特殊要求结合起

来，2014年3月正式出台《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实施方案》，这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审议通过的第一个专项小组改革方

案。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总的思路和布局

是，围绕“一个核心目标”，即培育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抓住“两个关键环节”，即完善文化管理

体制、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构建“六个

体系”，即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

代传播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现代文化

市场体系、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对外文

化传播体系。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一

批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指导性文件陆续

出台，如《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

见》《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

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全国性文艺

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意见》等等。改革

的任务进一步落实，一批重点工作取得实

质性进展，理顺内外宣和互联网管理体制，

完成中央和省级新闻出版广电机构整合，

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探索建

立党委和政府监管有机结合、宣传部门有

效主导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模式，推动国

有文化企业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

度，推动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强化内部

运行管理、实行采编与经营分开，选择部分

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

度。按照中央关于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重要举措分工要求，由文化体制改

革专项小组负责协调的25项重点工作，已

经细化为104个工作项目，并建立年度任务

台账和联系跟踪机制，目前明确应于2015

年完成的有 50 项，已经基本完成；应于

2017年完成的39项，已经完成9项；应于

2020年完成的15项长期性任务也在积极

落实，改革正按照既定目标稳妥有序推进。

着眼文化小康，聚焦短板发力，推动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把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保障人民群众

基本文化权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重要基础性任务，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共建共享，以标准化、均等化为主线，以

农村和基层为重点，推动公共文化建设全

面提速。《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意见》《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

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基层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十

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规划纲要》等重要文件相继出台。中央

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总

体规划和统筹协调，成立由文化部牵头、25

个部门参加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

组，促进服务设施资源综合利用、共建共

享。突出贫困地区这一难点，采取“反弹琵

琶”的方式，与扶贫攻坚结合起来，与新农

村建设结合起来，着力加大资金、项目和政

策倾斜力度。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

制，在完善运行、改善服务上狠下功夫，注

重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文化事业单位骨干

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完善服务

公示制度，探索第三方绩效评估机制，公共

文化机构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乡镇和社区

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广播电视

村村通、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等五大重

点文化惠民工程已经完成阶段性目标，博

物馆、纪念馆、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

及有条件的科技馆都实现了免费开放，初

步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

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发挥市场积极作用，转变文化发展方
式，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文

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

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是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物质基础，同

时，文化产业低碳、绿色、可持续特征明显，

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

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

着力点。中央明确把“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和市场体系更加完善，文化产业成为国民

经济支柱性产业”，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

要任务，作为文化小康的具体目标，强调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不断提高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

平，推动文化产业加速转型提档。努力培

育和壮大各类文化市场主体，骨干文化企

业不断做大做强，非公有资本积极有序进

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文化产业重要

特色，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

并重组日益活跃。据统计，我国目前文化

企业总数达241万户，占全国企业总量的

11%；2015年新增文化企业59.27万户，占

全国当年新增企业总量的13.35%。以重

点文艺创作生产工程为抓手，狠抓文化内

容与形式创新，加大文艺评论工作力度，繁

荣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我国电视剧和图书

年产量已居全球第一，电影产量全球第二，

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围绕“互联网+”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

围绕“文化+”推动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新型文化业态蓬勃发展，文化产业结构

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推动建立多层次文化

产品和要素市场，加快发展现代流通组织

和流通形式，文化消费日益扩大。仅以电

影市场为例，全国电影票房在连续10年保

持 30%以上增速的基础上，2015 年增长

48.7%，达 441 亿元，其中国产片票房占

61.6%，比2014年增长68%。在近年来整

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文化产业始终

以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的增速在增长，

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11年的1.55万

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2.58万亿元，占GDP

的比重从3.28%提高到3.82%，彰显出改革

带来的蓬勃生机和发展活力。

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讲好精彩中国故
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坚持正确处理

对内和对外的关系，统筹兼顾、相互促进，

做到“内外兼修”，对外传播的辐射力、文化

交流的亲和力、文化贸易的竞争力显著增

强。一方面，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坚持以我

为主、为我所用，广泛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

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在交流互鉴中丰

富和发展中华文化，推动我国文化建设不

断迈上新台阶。另一方面，加快文化走出

去步伐，综合运用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文

化贸易三种形式，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

会组织和个人四方力量，构建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的文化走出去格局，提高国家文

化软实力。围绕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

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并建立了14

个部委组成的对外文化贸易工作联系机

制，加快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和投资，鼓励各

种所有制企业参与文化走出去，加强文化

出口平台和渠道建设，拓展国际营销网络，

扩大海外优质资产规模。据初步统计，

2015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871.2亿美元，

文化服务出口165.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7%，高于我国服务出口增速 22个百分

点。实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发展规划，加

强高端覆盖、本土化覆盖、口岸覆盖，主动

设置议题，发展合作传播，主要媒体国际新

闻信息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显著提高。

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中外人文交流

合作，感知中国、中国文化年、欢乐春节等

文化品牌活动影响扩大，海外中国文化中

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等人文交流项目

扎实推进，丝绸之路影视桥、丝路书香等对

外文化传播工程深入实施，中华文化国际

影响力不断扩大。

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引领文化改革发展新实践引领文化改革发展新实践

□□黄子黄子祺祺

许庆胜的评论新著《铁凝小说艺术论》从短篇

小说《哦，香雪》开始，到中篇小说《麦秸垛》《棉花

垛》《青草垛》，到《对面》《安德烈的晚上》，一直到

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等，作者

本着科学的态度对铁凝的小说艺术主题禁区上的

自觉突破、表达策略手法（包括结构）上的超常以

及语言组合创造等等命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发

现、评述与论证，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参照效用。

比如第26页《生活真实就是同时存在的那些可以

并列的不同感觉——感觉〈麦秸垛〉》，就对小说观念来了一番新型

的理解与定位，勇敢地与传统派固守的“生活真实”进行了挑战，说

得有理有据。再比如第48页《由〈谁让我害羞〉内外结构而延伸的

美学联想——读〈谁让我害羞〉之二》，关于“主题先行”的辩证论述

也极有开拓性意义。像这样的发现还表现在第6页的《文学本质重

新表达的开山之作——再说〈哦，香雪〉》、第57页《铁凝小说中“知

青苦难”远离的理由——说铁凝知青小说无苦难式局部特征》、第

71页《“李金刚”形象的重要道具特征——再读〈安德烈的晚上〉》、

第91页《宏观考察和定性特殊两性情感的精神可行性——四读

〈安德烈的晚上〉》、第163页《与作家立场无关的〈大浴女〉明涌与

暗涌神性神秘氛围的一种解读——读〈大浴女〉之二》、第191页的

《长篇小说情节结构的现代式谋略——从〈玫瑰门〉〈大浴女〉的构

成谈起》、第205页《“在场”与“不在场”的刻意相加——靠近铁凝

长篇小说回忆性特征的某些强化呈现》等学术篇章中，作者从铁凝

文字里发现和遇到了生命的最高价值，那就是爱的互相温暖，也找

到了文学的最高价值：呼唤爱、亲近爱、施放爱。

铁凝说：“艺术不是发明，艺术其实是一种本分而又沉着的劳

动。”（见《大浴女》第146页，铁凝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

月第1版）评论的劳动量更大，从阅读繁多的材料到寻找发现以

及东西方尺度的测量，至最后成文，每一个环节皆渗透着评论家

大量的心血，许庆胜这部24万字的《铁凝小说艺术论》付出的劳

动量可以想知！铁凝又说：“一个艺术家，如果能在传统中加进一

点儿确属自己的新东西，已是成就斐然！”（引同上《大浴女》第146

页）作为一位新锐年轻的评论家，许庆胜“在传统中加进”了不少

“确属”他自己的“新东西”，请善良的诸位读者们自觉深入《铁凝小

说艺术论》这部优秀学术著作之中去吧，你们一定不会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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