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诗意望往昔，以初心吹响新时代号角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诗歌朗诵会侧记

从石库门到

天安门， 这是一

条 什 么 样 的 道

路？ 在这条曲折

而又漫长的道路

上， 曾经有过什

么 样 的 艰 难 困

苦，又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气壮山河？作
家和诗人用文字铭刻了岁月， 化作深

情的诗句带着我们回溯永远无法忘却

的往昔， 更鼓舞我们以初心走向伟大

新时代。
前昨两晚， 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诗歌朗

诵会举行。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老中

青三代表演者轮番登台， 他们用丰沛饱

满的情感， 诵读着经时光与信仰淬炼过

的文字。 在他们身后， 背景画全部出自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大型美术作品展，
是那些经典画作被多媒体激发 的 新 光

影；与他们的声音同行，诗朗诵的配乐出

自大型交响合唱《启航》的音乐，再辅以

笛子、二胡等民乐再造，是舞台精品的融

合创新。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副秘书

长、本场诗歌朗诵会的制作人之一吴孝

明说， 对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来说 ， 恰逢十九大胜利召开 ， 是 件 喜

事， 也是一种使命。 “《从石库门到天

安门》， 从画展到诗歌朗诵会， 上海的

文 艺 工 作 者 从 舞 台 美 术 到 舞 台 艺 术 ，
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描写 、 歌颂 这 个 美

好的时代。 这既是对中国的深情讴歌，
也是对党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 伟 大 复

兴，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

好展望。 ”
看，96 年了， 那面绘有锤头与镰刀

的红色旗帜高高飘扬、 引领我们前进；
听， 新时代前进的号角已经向一个穿越

了五千年文明的民族吹响。

在革命诗作里，回望峥嵘岁月

本台诗歌朗诵会分九个章节：《上海

建党 》《井冈烽火 》《万水千山 》《延安战

歌》《解放全中国》《缅怀英烈》《早安共和

国》《历史抉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礼赞》，所选 18 篇诗作，出自毛泽东、
叶挺、陈然、田汉、萧华、贺敬之、郭小川、

闻捷、何平、王晓岭、赵丽宏等名家。
作家孙颙为此次的诗歌朗诵会撰写

串联词。 他告诉记者，从内容上说，纵贯

各个时期、横跨祖国天南地北，这是选择

诗作的一条准则。而在艺术特征上，抒情

性是选诗原则，“可以说， 这些诗作都是

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革命抒情诗”。
当观众循 着 诗 意 走 进 历 史 ， 眼 前

展开的是永远值得铭记 的 岁 月 。 “黄

浦江畔……十 三 个 平 均 年 龄 二 十 八 的

书 生……他们要同劳苦大众一道/用铁

锤镰刀作为摧毁旧世界的武器/作为一

个阶级的图腾”———这是对中共一大会

址石库门的遥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

的时候， 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

声”———这是田汉写下 《义勇军进行曲》
的情景再现；“我的西柏坡，一条羊肠道，

走出新中国”———这里则有镰刀锤头的党

旗插遍神州大地的豪情……

在诗情画意里，点燃新时代梦想

总导演黄景誉用“名篇名画名家”六个

字来概括朗诵会的全貌，“上海是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地， 在这座充满光荣与梦想的城

市，我们希望用这台诗歌朗诵会，用诗情画

意点亮理想之光、信仰之光、时代之光，点

燃大家对新时代的美好畅想”。
十九大代表、 主持人印海蓉朗诵了赵

丽宏的诗作《春天，请在中国落户》。 “这是

我在十九大后参与的第一项重要演出工

作。 诗中的两个关键词‘春天’‘落户’与我

们希望美好新时代的寓意特别吻合。 ‘春

天’是富有朝气的、欣欣向荣的，寓意着即

将到来的新时代；‘落户’ 就是我们想

要把美好的时代长久地留在中国，这

是人民期盼国家美好、 富强的朴素的

愿望。 ”
朗诵会压轴， 老中青三代艺术家

共同完成了艺术节向中国作协副主席

吉狄马加特别委约的作品：《时间的入

口》。孙颙说，在撰写串联词时，吉狄马

加的诗歌也在创作中，“我们竟然不约

而同用了时间这个主题”。 串联词里，
“时 间 开 始 了/伟 大 的 时 间/又 一 次 开

始”；新创的诗里写道：“我们将再次出

发，吹号者就站在这个队伍的最前列，
他用坚定的意志、勇气和思想，向一个

穿越了五千年文明的民族，吹响了新时

代———前进的号角，吹响了新时代———
前进的号角！ ”新时代，民心所向。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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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新时代，
诗颂党的96年光辉历程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诗歌朗诵会举行

本报讯 （首 席 记 者王彦 ）10 月 28
日 、29 日 ， 庆 祝 党 的 十 九 大 胜 利 召

开———《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诗歌朗诵会

在上海虹桥艺术中心举行。 朗诵会选取

了 18 首诞生于不同时期的名家诗作和

原创作品， 把革命先辈和文艺工作者在

漫长岁月里创作诗作记录时代风云、挥

洒笔墨抒发壮志豪情的历程再 现 于 舞

台，讴歌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 96 年光辉

历程，激励人们在党的领导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坚定信心，在建设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创造新的辉煌。
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举办

期间，适逢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围绕党

在上海诞生、从上海出发这一现实题材，
上海市委宣传部、 上海市文广局整体策

划、整体推进、整体实施，推出了艺术节

开幕演出大型交响合唱《启航》、庆祝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从石库门

到天安门》 上海美术作品展、《从石

库门到天安门》 诗歌朗诵会这三项

上海重点文艺 创 作 作 品 ，“三 位 一

体”地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值得一提的是， 由艺术节中心

委约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

全新创作的《时间的入口》，作为本

次诗歌朗诵会的压轴节目进行了全

国首演。 该作品中，诗人写道“一个

创造过奇迹的巨人， 必将在世界的

注目中再次成为奇迹”，吹响新时代

前进的号角， 鼓舞广大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踏上新的伟大征程。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云虎，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燕群， 中国

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昨晚的朗

诵会。

诗歌，是时代的黄钟大吕
———访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

“有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句：时间开

始了！其实时间从未有过开始，当然也

从未有过结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吉狄马加把这句话写在诗歌 《时间的

入口》开头。他以为：“时间对世间万物

何其公平，谁能抓住时间，谁能找到它

的入口，谁也许就能找到发展的先机。”
因此，当那如同“一片没有边际浮

悬的大海”的时间，忽然在此刻涌动出

耀目的光芒， 诗人欣喜地写下：“时间

的入口已经被打开。”他说：“党的十九

大举世瞩目， 总书记为中国未来的发

展绘制了美好蓝图， 而我们要抓住新

时代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机遇。 ”
很多人认识吉狄马加， 始于他在

《自画像》里的一声呼喊，“啊，世界，请
听我的回答/我是———彝———人”。 这

个来自大凉山的诗人， 自步入诗坛就

因他诗中强烈的民族使命感， 引起众

人关注。 但他的目光并不囿于家乡山

水，他的视线投向的是广袤的大地、历
史的纵深处。

刚过去的周末， 吉狄马加受第十

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 特别创

作的《时间的入口》在沪首演。 经艺术家

诵读， 观众们听到了吉狄马加诗中不变

的吟唱———对历史的关切、 对英雄的敬

仰、对光明的礼赞。而诗人对记者说：“诗
歌真正不变的面目是， 她从不是朝向狭

隘自我的窃窃私语， 而是面向公众的黄

钟大吕。人民需要诗歌，诗歌也依然在公

众生活里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正站在

新时代入口，站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节点上， 探准历史

方位，时不我待，抓住机遇，这就是公众

的心声。 ”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的存在

本身不依附于某种概念或符号， 而是具

有‘见证’的意义，它是诗人通过语言来

呈现思想， 通过内容来抹去形式痕迹的

艺术创作。 ”在吉狄马加看来，虽然新作

是部委约作品，但诗里的声音仍然、也只

能来源于内心。 他在夏天时开始构思新

作， 到秋天时收笔。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他拿出诗歌再诵读一番，只在末尾添

加了“新时代”三个字。“诗中所写基于我

所关注的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 基于我

们这个时代精神的共鸣。 ”

原来，文学可以陪伴我们走那么远
77 岁作家勒克莱齐奥与上海高中生畅谈文学，思想火花迭出

“让我数一数，从意大利国旗顺过去

的第 32 面，正是毛里求斯国旗———这是

我童年的秘境，曾带来不少创作灵感。 ”
日前， 上外附中模联教室的名家讲坛活

动座无虚席， 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的一

番开场白， 瞬间拉近了他与现场近 200
名高中学子的距离。

一道道青春炽热的目光， 顺着作家

指的方向，找到墙壁上对应的国旗，全场

发出会心的笑声。 所谓模联，意指“模拟

联合国”， 这间主打国际化交流的教室

里，悬挂着一长串风情各异的国旗。同时

拥有法国、毛里求斯国籍的勒克莱齐奥，
迫不及待地从中辨认出那块影响了他饮

食、风俗、文化的故土。
“法国是我的祖国，但我还有一个小

小的故乡，那就是毛里求斯。 ”除了地理

环境的存在， 毛里求斯也曾作为文学意

象， 集中出现在勒克莱齐奥颇具自传色

彩的《寻金者》《隔离》《革命》中，这三部

作品书写了家族后代寻根的经历。
寻找故园， 其实也是探求自我在世

界上的真正位置。热爱旅行、在中国高校

定期开课的 77 岁勒克莱齐奥，依然享受

“在路上”的乐趣。 这份激情也触发了在

场十六七岁少男少女的好奇与共鸣：原

来，文学可以陪伴我们走那么远。

平凡生活也是灵感宝藏

面对年轻学子的注视与提问， 这位

作家表情认真，有时也调皮地用“这个问

题很难， 你有哲学家的天分”“哦这个问

题简单多了”来调节气氛。
“我喜欢写作，但阅历有限，似乎并

没有太多素材，您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
针对一些 00 后学生的困惑，勒克莱齐奥

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而是先讲述了他在

非洲的一段少年时光。“我曾光着脚丫在

非洲丛林里奔跑，就像原始的小豹子。这
些无忧无虑的生活片段看似稀松平常，
但那一刻带来的天高海阔， 汇聚成独特

的感受融进。 ”他笑言，并非经历大风大

浪才能够提笔创作， 每个人都能从属于

自己的童年、 学习生活中挖掘出具有个

人色彩的文学财富。
正所谓“日常即经验”。 而日常要转

化成作品养分， 勒克莱齐奥给出的两大

法宝，是旅行与倾听，并尽可能融入当地

的生活情境。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多次来

中国，找机会拜访了莫言的故乡高密，专
程去过毕飞宇的成长地兴化， 到他的法

语译者许钧老家龙游听听当地的乡音。
“我不太把个体与整个宇宙隔离开

来。 从 20 岁起我就努力将目光投向他

人，从已知的生活中走出去。 ”他对上外

附中学子表达了羡慕与祝福：“你们拥有

国际化视野， 可以与全世界分享中国文

化。”正是将目光投射到更广泛他者的命

运， 勒克莱齐奥继承了拉伯雷以来法兰

西作家体现的人文主义传统。 比如小说

《诉讼笔录》 透出对现代文明的思索反

省，《沙漠》传递出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
表达了对人类使命的独特理解。 在他看

来， 作家所写的一定是跟自己生活环境

相关的“小世界”，但优秀作品所绵延出

的深度与情感，是普遍的、超越国界的。

从聆听互动中汲取营养

勒克莱齐奥告诉学生们， 他至今保留

了手写习惯 。 “我需要质量很好的纸 ，含

80%的布浆，一支钢笔，木头桌子。 ”这番话

引起不少学生惊奇的啧啧声， 对于几乎一

出生就习惯数字化网络的新生代来说，文

学的载体与呈现面貌，已发生不小的变化。
“他比预想的亲切幽默很多。 ”活动的

学生主持人黄沁沁说， 理解这位著名作家

不再仅仅是在互联网搜索条目上的清单，
而是有机会面对面， 从聆听和互动中汲取

营养。 这种交流也辐射出上海青少年对国

外当代文学的多元认知———有的学生雀跃

于听到“法式英语腔调里的优雅”；有的文

学爱好者带了几本勒克莱齐奥的小说当面

请教书中细节；有的学生平日就写小说、剧
本，揣着一肚子问题要与前辈切磋讨教。高
二学生李天诚是上外附中云剧社的一员，
最好奇作家如何抓住灵光闪现的刹那。 听

到“不光是拿着笔枯坐在书桌前，更多的功

夫在于观察体验人生百态”，他似有所悟。
上外附中校长束定芳坐在听众席，随

学生大笑或一起鼓掌。 “互动场面超出

了我的预期———有笑点，那是一种惺惺

相惜的理解；有深情，那是文学大师与青

年学子对艺术创作中的共鸣。 虽然年长

60 多岁，但作家对孩子们真挚地打开了

内心世界。 ”

文学边界没那么泾渭分明

文学体裁、创作风格的生硬划分，有
时往往局限了对于文学的感性认识，勒

克莱齐奥这样说。 活动期间，学生王子

钺手持《夜莺之歌》《树国之旅》向作家请

教童书写作。 “读者对象是孩子或是大人

有区别吗？我觉得其实差不多。某种意义

上，好作品可以令不同年龄层读者受益。”
在他看来，流行与古典也不完全对

立。 “重要的是捕捉当下的动人心魄。 想

想大诗人李白，他一边饮酒一边吟诗时，
可没想着要如何高冷，他应该更愿意自

我定位为摩登作家吧。 ”勒克莱齐奥半

开玩笑道。 他不吝分享对中国文学的喜

爱：读《红楼梦》《水浒传》是在东方文化

中历险；孔子、庄子的学问中有种未来性。
正如勒克莱齐奥所说“学习是人类

最核心的品质”，他不愿给自己设限，并

与学生们共勉：“我们仍需要书籍之外的

东西，比如理解，对他者的爱，了解未知

事物的好奇心。 ”
据悉，名家讲坛活动是上外附中“国

际文化月”的重头戏。 上外附中每学年举

办约十期名家讲坛，为学生打造获取多元

知识、与专家交流的平台，已持续八年。

■本报记者 许 旸
见习记者 王筱丽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时间的入口
吉狄马加

有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句：
──时间开始了！
其实时间从未有过开始，
当然也从未有过结束。

因为时间的铁锤，无论
在宇宙深邃隐秘的穹顶，
还是在一粒微尘的心脏，
它的手臂，都在不停地摆动，
它永不疲倦，那精准的节奏，
敲击着未来巨大的鼓面。

时间就矗立我们的面前，
或许它已经站在了头顶，
尽管无色、无味、无形，
可我们仍然能听见它的回声。

那持续不断地每一次敲击，
都涌动着恒久未知的光芒。

时间不是一条线性的针孔，
它如果是──也只能是
一片没有边际浮悬的大海。

有时候，时间是坚硬的，
就好像那发着亮光的金属，
因此──我们才执着地相信，
只有时间，也只能是时间，
才能为一切不朽的事物命名。

有时候，时间也是柔软的，
那三色的马鞍，等待着骑手，
可它选择的方向和速度，
却谁也无法将它改变。

但是今天，作为一个诗人，
我要告诉你们，时间的入口
已经被打开，那灿烂的星群
就闪烁在辽阔无垠的天际。

虽然我们掌握不了时间的命运，
也不可能让它放慢向前的步伐，
但我们却能爬上时间的阶梯，
站在人类新世纪高塔的顶部，
像一只真正醒来吼叫的雄狮，
以风的姿态抖动红色的鬃毛。

虽然我们不能垄断时间，
就如同阳光和自由的空气，
它既属于我们，又属于
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

我们知道时间的珍贵，
那是因为我们浪费过时间，
那是因为我们曾经──
错失过时间给我们的机遇，
所以我们才这样告诉自己，
也告诉别人：时间就是生命。

对于时间，我们就是骑手，
我们只能勇敢地骑上马背，
与时间赛跑，在这个需要
英雄的时代，我们就是英雄。

时间的入口已经被打开，
东方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子孙，
已经列队集合在了一起。

是的，我们将再一次出发，
迎风飘动着的，仍然是那面旗帜，
它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
但留在上面的弹孔，直到今天
都像沉默的眼睛，在审视着

旗帜下的每一个灵魂。

如果这面旗帜改变了颜色，
或者它在我们的手中坠落在地，
那都将是无法原谅的罪过。

我们将再次出发，一个
创造过奇迹的巨人，必将在
世界的注目中再次成为奇迹。

因为我们今天进行的创造，
是前人从未从事过的事业，
我们的胜利，就是人类的胜利，
我们的梦想，并非乌托邦的
想象，它必将引领我们──
最终进入那光辉的城池。

我们将再次出发，吹号者
就站在这个队伍的最前列，
吹号者眺望着未来，自信的目光
越过了群山 、 森林 、 河流和大

地 ，
他激越的吹奏将感动每一个心

灵。

他用坚定的意志、勇气和思想，
向一个穿越了五千年文明的民族，
吹响了新时代──前进的号角，
吹响了新时代──前进的号角！

上外附中名家讲坛活动现场， 作家

勒克莱齐奥与青年学子热忱分享文学创

作经验， 并为同学们签书。
（上外附中供图）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任志宏深情朗诵第一首诗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