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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并举 "地传承

与弘扬

至于怎么传承! 怎么弘扬"

胡中行认为
7

央视 #诗词大会 $

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虽然节目播
出后 ! 各式人等从各个立场出
发! 提出种种批评% 有的抱怨!

节目把学生引入 &死记硬背' 的
误区( 有的责问! 为什么要排斥
旧体诗词的创作 " 在这些问题
上! 胡中行是这档节目的坚定支
持者% 他说! 传统文化本来就是
以 &死记硬背' 为基础的% 孩提
时代人人记性都特别好 ! 这是
&上帝 ' 给我们每个人的机会 !

趁这个机会 &死记硬背' 一些有
用的经典! 将是终生受用的% 但
是机会稍纵即逝! 所谓 &过了这
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 到头来
就只好发出 &少壮不努力! 老大
徒伤悲' 的喟叹了% 胡中行斩钉
截铁地说 ) &要真正打好传统
文化的根基就要背诵相当数量
的经典! 除此别无他途%' 他指
出 ! 现在的普教界有一种值得
反思的倾向 ! 那就是过分强调
主观题而轻视客观题! 这样做的
结果! 就势必会忽略背诵的重要
性 % 中国的学术史上本来就有
汉学宋学之争 % 简而言之 ! 汉
学重训诂! 注重的是文本解读(

宋学重阐发 ! 注重的是思想发
挥% 两者各有所长! 应该互补 %

但他认为! 宋学应该建立在汉学
的基础之上才有意义 % 你对文
本都没有吃透 ! 怎么进行阐发
呢" 他说! 这次央视开了一个很
好的头! 整个诗词大会的亮点就
是背诵% 对国学* 对古典诗词就
是要老老实实地背诵! 它是学习
传统文化的根本! 没有这个根!

开花结果从何谈起"

如果说背诵是学会走路的
话 ! 那么创作无疑是试着跑起
来% 胡中行认为! 要将古典诗词
很好地传承下去! 创作不应该是
主要的但却是需要的% 学会了创
作! 才会对古典诗词有更切身的
感受! 才能进入到诗词的深层去
理解艺术* 吸取营养%

诗词大会结束后! 有人提出
今后的大会应该加上创作! 或者
干脆另搞一个 &诗词创作大会'!

胡中行尽管是一位有着不小成就
的诗词创作者! 却不同意这种说
法% 他认为! 由于创作不可能有
量化的评判标准! 所以不适合在
权威媒体上搞什么 &大会'% 他
风趣地说! 如果我们有幸请来李
白杜甫担任 &诗词创作大会' 的
评委的话! 他们一定也会相互掐
架! 闹得不可开交的% 诗词创作
只有真伪的最低门槛! 没有好坏
的统一标准% 历朝历代所有的诗
话词话! 统统都是作者的一家之
言% 所以对诗词创作而言! 台下
评奖可以! 台上比赛则不行% 胡
中行认为 ! 就创作而言 ! 做到
&知行并举' 是十分重要的% 知
而不行! 终觉 &隔'( 行而不知!

终觉 &薄 '% 他若有所指地说 )

&大学里若是知行分离了! 研究
学问的人不创作! 这对学问本身
是有损害的%' 但同时! 他对高
校诗词创作热情相对不高的现象

表示理解% 他说! 书读得越多越
深入! 对传统文化就越有敬畏之
心! 所以也就越难落笔% 他对同
行们说! 这里牵涉到一个诗词创
作究竟为什么的问题% 在这个问
题上! 胡中行的观点很明确! 创
作就是为了传承% 现在的人创作
诗词! 并不是为了使自己的作品
能够千古流传! 使自己的大名能
够垂于青史% 当今社会之所以提
倡诗词创作! 目的只有一个! 那
就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弘扬我们的
中华文明% 如果能作如是想! 那
么写点旧体诗词又有何妨"

严守格律与古为

今用

胡中行声称! 自己是旗帜鲜
明的 &格律派') &之所以坚持
严格的格律! 这是有很强的理论
支持的% 我们认为诗歌发展到格
律诗已是极致完美的巅峰状态!

这种状态下再去改革! 可能就是
倒退% 如果一定要去改革! 还不
如重新去创建另外一种文学样
式 % 现在很多人标榜写的是七
律 ! 其实根本不符合七律的要
求! 这是很可笑的% 不古不今只
会显得不伦不类%' 他说自己很
欣赏邓拓先生的一句话! 你不会
写 &满江红'! 那就去写 &满江
黑' 吧+

很多人对格律诗望而却步 !

胡中行却说! 格律诗是高而可攀
的% 为此! 他在去年出版了 #格
律诗启蒙, 一书! 对古典诗词的
写作给出了简化的方法% 他在该
书前言中举了 -西游记 , 的例
子) 一群猴子面对飞泄的瀑布!

不知里面是何情何景! 谁都不敢
跳进去% 只有孙悟空斗胆纵身一
跃! 里面却是一座花果山! 他也
因此成了猴王% 胡中行告诉想学
格律诗的读者! 有些理论问题就
让专家们去争议吧 ! 我们只要
&知其然 '! 而不必 &知其所以
然'% 怎么押韵* 怎么粘对* 怎
么拗救! 学会怎么做即可% 这就
像买了一支铅笔! 只要知道笔芯
的软硬浓淡就行了! 难道还要了
解笔芯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为了让更多的人一窥格律诗
的堂奥! 学会作格律诗! 除了在
大学课堂上坚持教学! 胡中行还
在静安区领导的支持下! 发起成
立了静安诗词社% 诗词社的成员
上至八十多岁老人! 下至

8%

后
学生! 行业分布更是广泛! 有公
务员 * 律师 * 法官 * 教授 * 白
领! 甚至还有宗教界人士! 每逢
周六! 他们相聚在静安书友汇!

呈上一首自己的作品! 听老师点
评! 与同道交流! 风雨无阻! 其
乐无穷% 现在! 静安诗词社已经
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七十多人的社
团! 在陈允吉* 褚水敖以及胡中
行等众多名家的指导下! 很多人
拿出了不俗的作品! 其中的佼佼
者还被收录编辑成 #静安诗草三
百首, 正式出版%

胡中行不讳言自己是传承
派! 但在创作实践中同样努力遵
循 &古为今用' 的原则! 力争使
自己的作品成为 &旧瓶装的新
酒'% 他说) &如何用古典诗词
来表现现代的生活和情感应该成
为诗词创作的首要课题%' 他认

为! 旧体诗词的创作也可以探索
与现代的情感与语言相结合的方
式 ! 但需要有消化和磨合的过
程% 胡中行说! 如果一个人的作
品放在古代名家的集子里分辨不
出! 那绝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
那是在拾古人的牙慧% 但是反过
来! 如果作品里充斥着电视机*

伊妹儿等新名词的话! 那也绝不
会是成功之作% 这里显然存在一
个如何消化 * 融合 * 出新的问
题) &如何使旧体诗词的创作适
应新时代的生活! 是我们应该去
关注的% 只有大家都来切磋! 在
消化磨合的过程中才可以提供一
些好的经验% 诗词的创作还是应
该反映真实的情感为主! 而现代
人的情感和古代人的情感大多是
相通的% 至于如何表现! 如何找
到合适的平衡点! 是我们需要探
索的方向%'

从 !游刃诗内 "到

!功夫诗外"

谈到具体的创作! 胡中行提
出了&功夫在诗外'的问题% 他认
为! 这句话应该是有前提的!那
就是初学者必须首先做好&诗内
功夫'% 因为只有把诗内功夫做
扎实了! 诗外功夫才会起作用%

他指出 ! 在所有的文体创作当
中 ! 只有旧体诗词是设有门槛
的!因为其他文体.包括新体诗/

只有好坏之分!唯独旧体诗词另
有真伪之别% 要写就必须遵守规
则!没有商量通融的余地% 所以
说!&游刃诗内'! 解决的是门槛
问题 (而 &功夫诗外 '!则是解决
好坏问题% 跨过了格律诗这道门
槛 !前面并不是坦途 !而是一座
高山% 要爬上高山!就要提升自
己的综合素养!尤其是对文言系
统的感受与把握% 胡中行说)&诗
外的知识掌握得越多越好!我的
老师陈允吉先生曾经打过一个
很好的比方)拿菜刀和斧头去砍
柴!菜刀会卷刃!斧头则不会% 为
什么" 就是因为斧头有个厚实的
背 !而菜刀没有 !两者的差别仅
此而已% '这个比方含义很深!是
应该好好理解的%

在与胡中行的交谈中!记者领
略了他的&诗外功夫'% 他的话锋犀
利而幽默!怪不得他的讲课很受欢
迎!&粉丝'多多% 下面略举几例)

创作不可能有量化的标准 !

这就如同美女一样!"天下第一美

女#的称号是只能自封的$我一直

说!喜欢李白的很难喜欢杜甫!反

之亦然$ 有人说!我两个都喜欢!

我说这只能说明你没有入门!是

个"菜鸟%$ 这就像&红楼梦'的拥

林派与拥薛派! 泾渭是如此的分

明$如果有人说两个我都爱!那只

能说明你是个(色狼%$

&诗词大会'终了时!有位评

委雅兴未尽! 当众吟了一首 )原

创%!一下子露了馅$ 我认为问题

的讽刺性不在于这位评委不会写

诗! 而在于他居然并不知道自己

不会写诗$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出

在对古典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

根据我的实践!学会格律并不难!

令人不解的是! 作为诗词大会的

评委!又是古典文学的专家!为什

么事先不备备课呢*

有人批评杜牧的&赤壁'诗!

说他写战争还不忘女人 +铜雀春

深锁二乔,- 这真是迂腐之言$ 古

代的战争本来就是对男人的杀

戮!对女人的掠夺$义薄云天如关

云长者!尚且向曹操)申请%!如果

打败了吕布! 请将对方将领秦宜

禄的妻子赏给他$ +事见 &三国

志',霸王别姬!也不是缠绵悱恻

的爱情悲剧! 而是项羽给虞姬下

达的自杀指令$虞姬听懂了!于是

自杀了$ 否则!结果便是)霸王杀

姬%!叫梅兰芳怎么演*

胡中行在探索旧体诗为现实
服务的努力中创作了 -文化杂咏
一百首,!两周一首!陆续发表在
报纸上% 这里展示其中一组谈论
诗词的作品!以窥其一斑)

改 诗

遭逢腰斩哭无门! 曾梦香山

夜断魂$

古道荒城都不见! 离离原上

叹王孙$

沪上学子读 !离离原上草"#

多至!春风吹又生"而止#以为终

篇$初不解其意#后乃知其始作俑

者# 语文教材也$ 将该诗拦腰截

断# 八句改为四句# 律诗遂成绝

句$ 此举荒唐至极# 令人惊愕不

已$ 编教材者#教育专家也$ 竟有

如此作派#余百思而不得其解%然

对先贤不存敬畏之心# 则与删诗

者同$

选 诗

返影青苔淡淡风! 高山人语

有无中$

儿童玩耍深林里! 不解王维

论色空$

删诗易而选诗难$ 今见教材

中有王维鹿柴一诗# 视其为山水

写景诗#此亦大谬不然也$ 王维好

佛#其诗多涉佛理$如鹿柴#空山不

见人#但有人语回响#日光入深林#

见光而不见日# 此即佛教之色空

观也$空中有色#色即是空#若有若

无#有无相依#此等境界#非中小学

生所能领会者也$ 故曰#教师不能

教#学子无法学#何以为教材&

吟 诗

解饮如何读能饮* 唐人字字

值千金$

明星大腕须牢记! 不懂诗歌

切莫吟$

吟诵唐诗#高雅事也$然吟诵

之前# 宜先读懂领会$ 若错吟误

诵#则雅事不雅#转成笑柄矣$ 演

艺界某大腕#气质演技并佳$某次

唐诗吟诵大会# 其吟太白之月下

独酌#将!月既不解饮"读成!月既

不能饮"#一字之差#意义迥别$盖

亦常识修养之阙如也$ 余向以此

人为风雅士 #听此一字 #风雅顿

失矣$

解 诗

稚子垂髫学古诗! 遍身罗绮

诵无疑$

却将城市解城里! 尴尬教材

尴尬师$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

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此蚕妇#

宋诗也$以其浅易之诗风#入小学

教材甚妥$然首句!入城市"#师多

解作!入城里"#不知!市"字当为

买卖义也$ 考教材#亦作如是解$

此类常识性错误# 教材中亦自多

多#不足为奇矣$

古典诗词的魅力无

可阻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古典诗
词是最光彩夺目并足以傲视世界
的瑰宝!中国也因此被称为&诗的
国度'*&诗的民族'% 这同样可以
从外国人对中华古典诗词的酷爱
中得到印证% 胡中行讲了两个亲
历的故事%

一位英国贵族青年! 在剑桥
读政治学! 三年级的时候! 偶然
读到一首马致远的 &天净沙 '!

完全被迷住了% 随即决定转学中
国文学 % 读了两年 ! 来复旦留
学! 与胡中行成了好朋友%

又一次! 胡中行在为本科生
讲 -长恨歌,! 当讲到 &行宫见
月伤心色 ! 夜雨闻铃肠断声 '

时! 忽然有一位旁听的法国女生
失声痛哭起来% 由此知中国诗词
的震撼力! 至大至巨%

千百年来! 诗歌的传统和精
神已经深深植入中国人的血脉骨
髓之中!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 有
时它会沉睡 ! 但只要有一点外
力000比如 -中国诗词大会 ,

000它便会被唤醒* 被激活! 重
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当下! 古
典诗词的语境虽然不复存在! 但
诗情仍炽 * 诗意犹存 * 诗性已
发* 诗学待兴! 这就是传统文化
生生不息的魅力% &怎样将其传
承之! 弘扬之! 是我们每个有志
于此的人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

胡中行如是说%

胡中行教授在给静安诗词社的会员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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