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家对谈

就像那些历久弥新
的时尚品牌 ， 古典诗词
始终广泛流传 ， 传统文
化可以成为新兴的时尚

记者： “中国诗词大会” 的举办，
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谈论和阅读古诗

词的热潮 。 但是我们也知道 ， 互联网

时代， 热点层出不穷 ， 大众的注意力

很容易转移 。 在你看来 ， 接下来 ， 以

古诗词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要得到深入

的普及与推广 ， 需要依靠哪些行之有

效的方法？
康震 ： 首先我想说 ， 这次诗词大

会给了我们一种信心 ， 就是古典诗词

其实始终在民间和广大群众中广泛流

传着。 特别是一批 “少年英雄 ” 的出

现， 让我们非常欣慰 。 与此同时 ， 诗

词大会引发的普遍关注也说明 ， 传统

文化完全可以成为新兴的时尚 ， 就像

那些历久弥新的时尚品牌。
的 确 ， 传 统 文 化 的 普 及 和 推 广 ，

需要日常的点滴渗透 ， 这是诗词大会

不能替代的 。 但正是诗词大会的热播

让我们看到 ， 丰厚的传统文化在今天

要在大众中得到更广泛的普及推广传

承， 需要更好地借助媒体 ， 并且寻找

更好的表达方式 。 这对我们的传播智

慧和传播能力是一种新的挑战。
记者 ： 那么 ， 古诗词在今天到底

应该如何普及？ 对于这次的诗词大会，
也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 。 比如有人称

其为诗词背诵大会 ， 认为这是将诗词

的背诵量等同于普及率。 你怎么看？
康震 ： 如果连背诵都没有 ， 那又

怎么能算是普及 ？ 又何谈理解 ， 何谈

创 作 ？ 我 们 在 大 会 中 设 置 “飞 花 令 ”
这 个 环 节 ， 实 际 上 就 是 要 告 诉 大 家 ，
背诵是诗歌欣赏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 为什么在

所有文体中 ， 我们特别强调古典诗词

的背诵 ？ 你会发现 ， 从古至今 ， 背诵

古诗词就是文化学习的一个重要前提。

首先是因为古典诗词 ， 作为一种诗歌

艺术， 朗读 、 朗诵 、 记诵是其自身文

体的一种要求 ， 也是诗歌这种文学形

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 从传播 、 表达的

角度而言， 诗歌写出来就是让人吟诵、
朗诵、 吟咏的 ， 不然写诗歌和写散文

有什么区别 ？ 一首无法朗诵的诗歌是

不典型的诗歌 ； 其次 ， 背诵的目的不

在于背诵本身 ， 而是通过记诵 ， 将诗

词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 ， 渗透在血液

里 ， 成 为 你 自 己 个 人 修 养 的 一 部 分 ，
甚至成为你个人语汇系统 、 语言系统

的一部分。
古典诗词本身是非常讲究形式美

的一种文学样式 ， 可以说 ， 它就是为

了展现中国语言文字之美而来的 。 由

于诗词的形式比较短小精干 ， 所以诗

人在创作中 ， 需要以一种高度凝练的

方式， 通过比喻 、 夸张等手段 ， 把很

多典故 、 故事 、 思想嵌入其中 ， 像怀

古诗、 咏史诗等都是这样 ， 使其成为

一种意义的表达 。 如此一来 ， 诗的内

涵加深了 ， 但对于一个非专业的人来

讲， 阅读和欣赏的难度也就增加了。
所以 ， 诗词背后是功夫 。 创作如

此， 阅读也如此。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
虽然不需要像专业研究人员那样去做

大量的资料搜集和考据工作 ， 但诗词

创作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是应该有所了

解 ， 从 而 具 备 诗 词 欣 赏 的 基 本 能 力 。
比如诗词的格律平仄 ， 是人们在漫长

的古诗词的创作历程中逐渐摸索总结

出 的 经 验 和 规 则 。 不 了 解 格 律 平 仄 ，
就不了解诗词为什么会在形式上这么

美。 我建议诗词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买

王 力 先 生 的 一 本 小 册 子 ： 《诗 词 格

律》。 很薄， 但是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

楚 。 另外 《唐诗 300 首注释 》 《宋词

300 首注释》 《唐诗鉴赏辞典》 这一类

的书也应该看一看 ， 知其然 ， 知其所

以然。
记者 ： 随着时代的改变 ， 人们对

诗的审美也会发生变化 。 由此想到有

人提出， 今天我们普及和推广古诗词，
需要在 “唐诗宋词 300 首 ” 之外有新

的选本。 对此你怎么看？
康震 ： 其实我觉得倒也不必这么

费周章 。 确实 ， 我们现在的选本很多

还是建立在古人基础上的 ， 比如 《唐

诗 300 首》， 就是清代人编的； 但我得

说， 里面除了小部分篇章我持保留意

见之外 ， 绝大部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仍然是很好的 。 因为就对古诗词的了

解和审美而言 ， 我们要承认古人的确

有超出我们的地方。
我的观点是 ， 时代变了 ， 今人的

确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古诗词选本 ， 但

不是对古典选本进行颠覆 ， 而是在尊

重前人选本的基础上 ， 主要根据诗词

的内涵进行调整 。 有一些价值观念迂

腐甚至落后的应该剔除 ， 还有一些像

韦庄的 《秦妇吟》， 虽然列为 “乐府三

绝”， 但其中对战争的描写非常残酷 ，
我们今天就可以采取节选的方式。

因为古今人心相通
人情相通 ， 所以古诗永
远不会老 ， 可以一次次
刷新我们对生活的认知

记者 ： 不学诗 ， 无以言 。 当诗词

的大环境发生了改变 ， 今人想要认知

古诗词 、 吸收古诗词 ， 真正使得古诗

词 成 为 自 己 的 文 化 资 源 和 精 神 涵 养 ，
切入点是在哪里？

康震： 我觉得在这里边有两个层面。
首先 ， 中国古典诗词作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应该在

国民教育系列里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

地位， 从幼儿园 、 小学 、 中学 ， 一直

到大学 ， 一以贯之 。 这个我觉得是不

能变的 ， 因为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特

有的一种形式 ， 应该是国民素养必然

的组成部分。 而且古典诗词形式短小，
富有韵律 ， 便于记诵 ， 特别适合孩子

的教育 。 比如我要对一个孩子说看看

祖国的大好河山 ， 给他念 “飞流直下

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映日荷

花别样红”， “胜日寻芳泗水滨 ”， 效

果就会很好。 所以除了学校教育之外，
在家庭和社区中 ， 我们也要鼓励大家

多亲近古典诗词 ， 倡导运用诗词的形

式来进行国学教育 。 总之就是方方面

面都以一种平稳 、 正常 、 有秩序 、 有

标准、 有规范的方式来逐步推进。
在 此 之 外 ， 对 于 古 诗 词 的 传 承 ，

我们也不妨抱以平常心 。 作为中国众

多传统文化当中的一脉 ， 古典诗词有

其独特的艺术形态和内涵 ， 几十年甚

至几百年来从来也没有衰落过 ， 一直

以它自身应该有的规律在发展 。 而这

次诗词大会能够获得成功甚至引起轰

动， 恰恰证明就接受和喜爱程度来说，
古典诗词在今天不是小众， 而是大众；
证明古典诗词 ， 特别是大家耳熟能详

的那些古典诗词 ， 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我们的生活 。 只是它们是如此耳熟能

详 ， 以 至 于 我 们 忘 了 这 是 古 典 诗 词 。
比如恋人离别时会自然想到 “相见时

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为朋友

送 行 时 又 会 赠 言 “劝 君 更 尽 一 杯 酒 ，
西出阳关无故人”， 冬去春来时连小孩

子都会脱口而出 “春眠不觉晓 ， 处处

闻啼鸟”。 而诗词大会只不过是一个契

机， 把很多人对于古典诗词的那一部

分记忆又唤醒了。
所以我一点也不认为古典诗词离

开了我们 。 恰恰相反 ， 它们已经融入

了我们的日常用语 ， 成为我们语汇系

统甚至情感表达的一部分。
记者 ：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现象。 古诗词和现代人 ， 究竟是在哪

一个点上产生了融合？
康震 ： 人情 。 人情是相通的 。 从

古至今 ， 我们在人情上的差别其实并

不大； 古代对一个人的要求 ， 和今天

的人们对一个人的要求 ， 从根本上来

说 是 一 样 的 ， 都 讲 究 个 礼 义 仁 智 信 。
而古诗词 ， 就是用一种更加美好的语

言形态 ， 传递了古今相通的情感 ， 或

者 说 体 悟 。 比 如 苏 轼 在 《题 西 林 壁 》
里写： 横看成岭侧成峰 ， 远近高低各

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 只缘身在此

山中。 他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哲理 ， 只

不过在他那个时代的语言中没有微观、
宏观这样的词汇， 但其中包含的哲理，
放在今天仍然是通用的 。 再比如高适

说 “莫愁前路无知己 ， 天下谁人不识

君”， 这样的情怀， 今天的人们同样能

够感同身受。
正是因为古今人心相通 ， 人情相

通， 所以古诗永远不会老 。 不仅不会

老， 还可以一次次刷新我们对生活的

认知， 让我们感到生活的意义 。 更何

况， 除了情感上的共鸣之外 ， 古诗词

还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 ， 这是

现代作品取代不了的。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千古江山， 英雄无觅

孙仲谋处”； “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
“大 江 东 去 浪 淘 尽 ， 千 古 风 流 人 物 ”；
“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

发 ” ……里面包含了多少英雄人物多

少山水景观 ？ 经过了多么漫长的文化

基因的培育 ？ 这不是现代诗能够做到

的。 读这样的诗词 ， 难道不会感到一

种文明的自信油然而生吗？
记者 ： 最后 ，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

一下你本人研读古典诗词的经历和感

受？ 你是怎么进入到古诗词这个研究

领域的 ？ 就你个人趣味而言 ， 比较钟

爱哪些诗人的作品？
康震： 对于古诗词， 我并不是从小

就特别痴迷或者情有独钟。 其实我从小

到大读书比较杂， 诗词算是我阅读领域

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不是全

部。 后来大学读了中文系之后， 这方面

的兴趣才变得更加浓厚。 一方面是因为

相关课时比较多， 我读大学的时候， 古

典文学史的课时量是最多的；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对美学比较感兴

趣， 而古典诗词就是美感与哲理兼具，
并且可以通过古典诗词了解到古代社会

的方方面面。 是在这样的过程中， 古诗

词慢慢从儿时阅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

分， 变成了志业所在。
我个人比较喜欢苏轼 、 辛弃疾的

诗， 语言直白 ， 情感豪迈 ； 喜欢李白

的诗， 有飘逸的仙气 ； 白居易的诗我

也喜欢， 有士大夫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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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丽 宏 最 近 出 版 的 诗 集 《疼 痛 》
让 同 行 惊 叹 ， 评 论 家 关 注 。 杨 炼 说 ：
“赵丽宏用自己的生命之笔， 写出了紧

攥古往今来诗歌之魂的自觉”； 唐晓渡

认为这本诗集是 “心灵之痛 ， 人生之

痛， 岁月之痛， 语言之痛”。
这部诗集我读了多遍 。 不得不承

认 ， 我深深地被它打动 。 其原因就在

于它展示了一个经历丰富的诗人对人

生的深切体悟 ， 对生命本质的极具个

性的探索与省思。 赵丽宏的敏感多思，
恰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 他的诗中浓

缩着逝去的漫长时光 ， 也凝集着他对

整个人生的感怀 。 在 《疼痛 》 中 ， 作

者不同于以前的题材选择 ， 没有把笔

触 过 多 集 中 于 外 在 世 界 的 种 种 现 象 ，
而 是 把 目 光 投 向 自 己 本 身 ， 是 一 种

“收视反听” 式的自我审视， 通过辨析

和解读自己来揭示人生的意味与生命

的奥妙 。 《疼痛 》 中的诗作节奏都相

对和缓 ， 仿佛是在娓娓述说 ， 有的甚

至像是喁喁私语 ， 但是 ， 它们是迷人

的 ， 也是发人深省的 。 其原因也就在

对人生各种况味体会得真切 ， 从各个

新颖的视角 ， 带着丰富的感受和想象

切入主题 ， 几乎每一首诗都能够击中

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 ， 因而读来

不仅让人感到真切温婉 ， 也让读者的

心灵不时有震撼和惊醒。

诗人巧妙地以一首 《门》 来开篇，
把读者领进对人生 、 对生命以及对命

运的探求与思索之中： “门里的世界/
也许是天堂/也许是地狱”。 生命总是有

它神秘未知的一面 ， 我们不知道自己

下一步会迈进什么样的门槛 。 到了第

四首 《X 光片》， 我觉得那是作者对作

为肉体的生命的一次透析 ： “让瞳孔

融化于胶片/却看不透黑白世界/蠕动的

腑脏已冰封/温热的鲜血已凝滞/医生说/
这是你最真实的留影 。” 生命是什么 ，
仿佛就是印在 X 光片上的那么一点影

子 ， 仅此而已 ； 但这显然还不是生命

的全部 ， 因为生命不仅有肉体 ， 还有

灵魂 。 灵魂与肉体本是不可分的 ， 但

是 ， 为了更好地认识生命 ， 不妨将二

者暂时分开 ， 于是作者出人意料地写

出 《灵魂出窍》， 灵魂和肉身在诗中一

分 为 二 ， 灵 魂 飞 出 肉 身 变 成 一 只 鸟 ，

“停在枝头/看肉身在路 上 匆 匆 行 走 ”，
灵魂又变成一面镜子 ， 让 “肉身在影

子里显形”， “忽闪的荧光中/出现一张

惶惑的面孔/却是我不认识的人。” 灵魂

和 肉 体 都 发 出 疑 问 ： “我 在 哪 里 呢 ？
我在哪里？” 这样奇特的构想， 似乎匪

夷所思 ， 但可以令所有的读者陷入深

思 。 这样的思考在 《我的影子 》 里得

到进一步强化 ： “据说人鬼之间的区

分/就看身下是否有影/人有影子相随/鬼
总是孑然一身……” 因此 ， 他在诗中

坚定地自我告诫 ： “如果这个世界人

鬼不分/还好有影子/我会避开那些无影

之鬼/只和有影子的人交往/影子也会以

他的沉默/在浮光掠影中提醒我/你是人/
就要像人的样子。”

对生命的认知离不开对于时间的

认知 ， 因为生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由

时间组成的 。 《疼痛 》 中有好几首作

品对时间作了极为奇特的描述和思考。
而 对 时 间 的 认 识 ， 自 然 会 延 伸 到 对

“永恒” 的理解， 也会延伸到对逝者的

重新感知 。 永恒是什么呢 ？ 诗人告诉

我们： “每一瞬间/都是不会复返的永

恒。” （《永恒》） 存在即永恒， 这是赵

丽宏的 “永恒观 ”， 实际也是对于生 、
对于生命的讴歌 ， 他没有把人生归为

虚无 。 这是他生命观的基调 。 在面对

时光流逝 、 老境将至时 ， 诗人幻想着

时光从头再来 ， 于是 ， 他写下了令人

有 “石破天惊 ” 之感的 《逆旅在岁月

之河》： “昔日时光逆向而来/拂动我鬓

边白发/往回走， 往回走/看身畔景色奇

异盘旋……” 接下来 ， 诗中展现了时

光逆向之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奇异景象，
世界的初始 ， 生命的源头 ， 以超乎常

理的意象纷至沓来 。 借用诗中的一句

话 ， 这首诗也真是一部 “瑰丽的科幻

巨片”。 这种奇思妙想令人惊叹， 实际

上， 这也是诗人对于 “人从哪里来的”
这一终极追问的遐思与回答。

在古希腊的德尔菲神庙上 ， 据说

刻有这样一句警语 ： “认识你自己 。”
以渺小之身认识浩瀚世界并不易 ， 但

是人是有灵性的 ， 凭借它 ， 正如一束

光可以进入世界 ， 照亮世界 ： “你好

啊 ， 光/我 也 变 成 了 一 道 光 ” （《一 道

光》）。 这是诗人给予我们的启示 。 这

部诗集令人惊异地写到那么多人体部

位或器官： 《发丝》 《指甲》 《声带》
《泪 腺 》 《肺 叶 》 《耳 膜 》 《眼 睑 》
《舌》 ……诗人似乎是在暗示， 对于人

的 认 识 不 妨 从 认 识 自 己 的 身 体 着 手 。
这 也 许 印 证 了 中 国 古 圣 贤 的 想 法 ：
“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近

取诸身”。 诗人对身体的各个部位、 各

种器官都有了细致深入的打量和思考，

并生发出奇妙的想象 ， 捕捉到丰富的

意象 ， 每一首诗当中都渗透着诗人对

生命对人生的独特妙悟 。 这也可以说

是诗歌艺术的一种创辟。
《疼痛 》 整部诗集从各个角度展

示作者对人 、 对人生的各种体验与领

会 ， 透 露 了 作 者 情 怀 的 本 真 与 底 色 ，
调子虽略有些低缓甚至给人以低徊之

感， 但是绝不沉闷。 诗人以数十年一贯

的努力与勤奋所取得的实绩， 对于人生

有了一个响亮的回答。 这样的情怀， 是

有渊源的， 赵丽宏很多年前就对人生的

本质有一个基本的体认， 正如收在本书

的最后一首诗题目所示 ： 《痛苦是基

石》。 这是这部诗集中唯一的一首旧作，
写于 1984 年。 有了这样的认识， 正如

人应 “向死而生” 一样， 在痛苦之上开

出 “幸福” 之花。 作者在诗中如是说：
“我时常被疼痛袭扰/却并不因此恐惧/生
者如此脆弱/可悲的是生命的麻木/如果

消失了疼痛的感觉/那还不如一段枯枝/
一块冰冻的岩石”。 这实际上可以看作

作者对人生的一种宣言： 人生有种种缺

失、 缺憾， 要紧的是对于这一切不足的

超越， 对于痛苦的超越。
毫无疑问 ， 这本出色的诗集已成

为 2016 年中国诗坛不可忽视的重要收

获。 诚如诗人西川所言： “的的确确，
这是一本重要的诗集”。

生命在疼痛中省思
——— 读赵丽宏诗集 《疼痛》

李成

为什么在所有文体中，
我们特别强调古诗词的背诵

——— 对话中国诗词大会评委、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

展讯

中国诗词大会的
举办 ， 掀起了全民吟
诵古诗词的热潮 。 与
此同时 ， 作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一
脉 ， 古典诗词在当下
的普及与传承 ， 也成
为 人 们 热 议 的 话 题 。
本期文艺百家 ， 围绕
这一话题对话中国诗
词大会评委 、 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康震。

———编者的话

《造型与美感———中国绘画选萃》
展出时间： 即日起至 3 月 25 日

展出地点： 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是台北故宫书画常设展， 此

期共展出 35 幅古代绘画， 俨然一

部简明中国古代绘画史。
中国绘画的发展宛如一部精彩

的交响乐章， 借助人物， 花卉翎毛，
山水等画科中的典范风格组成几项

重要主题， 并在历史的脉络中赋予

变奏。 此次展览以明清山水画为核

心。 明代以后， 不同地区的风格特

色成为艺术发展脉络中的重要环节。
苏州 “吴门” 从 “元四家” 演化出优

雅的文人风格， 以浙闽画家为主的

“浙派” 则自宫廷绘画中脱胎， 将南

宋的典型变成粗放的水墨。 松江的董

其昌与 “四王” 等又在对古代典范的

“集大成” 中， 以笔墨再造自然， 形

成影响深远的 “正统派”。 清代帝王

在推崇 “正统派” 作风之余， 也包容

欧洲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画法的新诠

释。 宫廷之外的扬州画派成为后世追

求变革的典范依据。

《瑞雪映丹青
———中国古代冬景绘画特展》

展出时间： 即日起至 4 月 9 日

展出地点： 辽宁省博物馆

展览通过丰富的画作和详实的

说明文字， 在诠释冬景绘画风格流

变及绘制技巧的同时， 令观众在情

景交融之际感受到冬景绘画的独特

魅力。
冬季的自然界江天暮雪， 万物

孤寂， 画家通过细心体察， 逐步形

成 雪 景 山 水 这 一 独 特 的 山 水 画 分

支。 自宋至清， 擅长雪景山水的画

家 不 胜 枚 举 ， 他 们 的 笔 下 山 石 雪

覆， 烟岚惨淡， 令观者遐想。 此外

描绘傲霜挺立的岁寒三友———松竹

梅， 表现寒鸦枯木的花鸟画， 烘托

节日气氛的岁朝图和年画等几类绘

画也与冬季密切相关， 在绘画史上

占有一席之地。 辽博馆藏绘画中，
属于冬景绘画的作品数量较多， 如

南宋佚名的 《寒鸦图》、 南宋徐禹

功 《雪中梅竹图》 等都是流传有绪

的旷世巨制， 明清如文徵明、 董邦

达、 赵之谦等名家也不乏佳作。

正 于 辽 博 展 出 的 《岁 朝 清 供

图》， 清代赵之谦绘。 岁朝， 也称

“岁旦”， 即阴历正月初一。 自宋代

开始， 岁朝图作为一个新的绘画主

题兴起于宋代的皇宫之中， 表现内

容 以 冬 日 不 易 看 到 的 花 卉 树 木 为

主。 到了明清， 画家们将室内案头

摆放的供观赏的盆景插画、 奇石古

玩等也纳入了岁朝图中， 逐渐形成

了岁朝清供的主题。 这些作品大都

为居室厅堂增添了生活情趣， 成为

文人画中最为雅俗共赏的品类。

《红 楼 梦 》 中 也 有

“诗词大会”。 左图为清代

画家孙温绘 《红楼梦》 中

“芦雪亭争联即景诗”。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

图片）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本报记者 邵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