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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儒学发展成为汉

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

轴! 探讨汉代儒学有哪些特

质! 让它成功扮演帝国意识

形态的角色" 又是如何自我

调整! 使其在长期思想竞逐

中胜出的#

作者系台湾地区学者 !

已出版专著有$%明清之际儒

家思想的变迁与发展 &%'史

记(的世界$人性与理念的竞

逐&等# )儒学不只要解释世

界 !更要改造世界 !用传统

的话说!它是治国平天下之

学!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学

术思想*!作者希冀 )在大陆

儒学研究趋于蓬勃的历史

机缘下! 这部探讨儒学如何

引导世界+ 改变世界的论述

能与内地读者见面! 创造对

话机会*#

让古典诗词深入国人血脉
!

本报记者 蒋楚婷

在静安书友汇的一间小办公
室里! 记者见到了胡中行教授"

每周六! 他都要在这里给静安诗
词社的七十多位会员讲诗词! 点
评他们的作品" 这是他从复旦大
学中文系退休后的日常工作之一"

对于 #中国诗词大会$ 的成
功 ! 胡中行感到很欣喜 % 两年
前! 中央电视台 &诗词大会' 节
目组的编导曾经邀他参加过专题
研讨! 当时他们就下定决心要打
造继汉字大会( 成语大会之后的
第三个品牌% 而现在! 这个预期
目标的实现 ! 对于重拾文化传
统! 重振民族之魂切切实实起到
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然而 !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
&诗教' 的老师! 胡中行在为央
视节目点赞的同时! 想得更多的
是如何借 &诗词大会 ' 这股东
风! 把普及( 提升优秀传统文化
的工作做得更扎实! 更有效%

他认为! 任何事物都是具有
两面性的! 诗词大会也一样% 就本
质而言! 这档节目还是娱乐性的!

所以选手在舞台上主要是展示才
艺而不是学习文化! 虽说两者不
可截然分割! 但也绝不可相互替
代% 即以娱乐性相对较少( 文化味
相对更浓的 &百家讲坛' 而言! 充
其量也只能起到宣传( 引领的作
用! 而不能代替自身扎扎实实的
文化学习% 他以鲁迅的 )娜拉出

走之后$ 为例! 指出任何事情的
&之后 '! 都是值得我们小心翼
翼地认真思考和对待的%

涓涓细流也要绵延

不绝

思考的第一点就是旧体诗词
的传承与创新问题% 胡中行说!

这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
题! 当今关于旧体诗词创作的所
有争议都来源于此! 这个问题的
核心就是如何看待旧体诗词% 如
果认为旧体诗词在当今社会还有
广阔的发展空间! 还能迎来所谓
的 &春天'! 那么必然会把重点放
在创新上* 反之! 如果认为旧体
诗词已经是一个历史范畴! 是一
个不可能返老还童的 +老人'! 那
么必然会把重点放在传承上% 胡中
行的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复旦大学
的 )诗铎$ 丛刊一二期的弁言中%

#$%%

年
&

月 ! 由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陈思和主编( 胡中行
执行主编的 )诗铎$ 丛刊首辑付
梓! 至今已出版四期! 第五期也
即将完稿% 说起创办这本刊物的
初衷! 胡中行表示! 当今旧体诗
词的爱好者和创作者大多活跃在
民间! 而在高校层面虽然做理论
研究的刊物很多! 但以诗词创作
为主( 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比较
高端的刊物! 在 )诗铎$ 之前还

很少见过% &铎的字义为铃声振
响! 寓意诗歌的美妙声音传响在
中华大地! 我们就想做这样的振
铎者和引路人'! 胡中行这样解
释道%

在 )诗铎 $ 一二期的弁言
中 ! 胡中行等学者开宗明义 !

明白地阐述了自己对旧体诗词
的观点,

首先要说的是! 我们无意于

振兴旧体诗词! 因为我们深知!

旧体诗词风行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只是希望! 旧体诗词作为传

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

为现代人的一种文化素养! 能够

如涓涓细流绵延不绝#

我们认为 ! 自魏晋以迄明

清 ! 旧体诗词经历了发生 + 发

展 + 兴盛 + 衰微的过程 ! 一方

面! 它在形式上已臻于完美+ 达

于极致# 另一方面! 由于时代的

关系! 它的创作已经永远地告别

了主流文学! 而成为一种小众的

雅事# 因此! 我们主张! 对于旧

体诗词的创作! 重要的是传承而

不是创新#

胡中行进一步对诗词创作的
现状作了分析! 其一! 当今社会
普遍浮躁! 能有 +百万大军' 不
讲功利地潜心创作旧体诗词! 已
属难能可贵% 这是兴亡继绝的健
康力量! 用句时髦的话! 他们是
当今文化建设中需要大力扶持的

+正能量'% 其二! 与唐诗宋词相
比! 当代诗词整体显得平庸是很
正常的! 其中原因多多! 值得深
究 ! 但绝不是 +不纯真 ( 无性
情' 所致% 其实! 所谓的 +整体
平庸' 并不自今日始! 明清诗词
比起唐宋来 ! 难道就不平庸了
吗- 我们又能背出多少明清诗词
的名句佳作来呢- 所以! 当今诗
词创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传承文
化! 哪怕是涓涓细流也要让它绵
延不绝% 这才是当今诗词创作的
根本价值所在% 胡中行指出! 在
当今的诗词创作界! 谁也不要妄
想成为李白杜甫! 因为李白杜甫
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 清代的
赵翼可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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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经历了新文化运动! 白话文已成
为主要文体的今天 ! 在诗词领
域! 我们是没有资格这么说的%

胡中行笑着说! 现在的诗词创作
队伍中! 相互吹捧的现象十分严
重! +陆放翁'( +李清照' 的
桂冠满天飞! 这是多么滑稽的一
幅漫画! 实在是不知天有多高地
有多厚% 胡中行再一次强调! 今
人写旧体诗! 唯一的目的就是有
助于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
统文化! 而绝不是要制造出新的
什么陆放翁李清照来%

"下转第二版#

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余音绕梁&人们或是热

议着冠军武亦姝& 或是敦促自己的孩子赶紧背诵古

诗词&或是感叹繁华落幕号召速去读书''此时&有

一个人却在冷静地思考!诗词大会之后&我们应该做

些什么( 诗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怎样传

承( 是否要创新( 如何作为一种常态涵养心灵( 他就

是复旦大学$诗铎%丛刊执行主编)上海诗词学会副

会长胡中行先生* 日前&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他*

胡中行近照 袁 婧摄

$诗铎% 丛刊 $格律诗启蒙%

$静安诗草三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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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复旦大学$诗铎%丛刊执行主编胡中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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