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责任编辑：周玉宁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163.com 理论与争鸣 2018年6月15日 星期五

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十九大精神
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推动理论新变革 ﹃﹃

文
以
载
道

文
以
载
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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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伟
中国新诗已走过百年历程，这一路走来，既

是曲折和坎坷的，又是求真和奋进的，留下了丰

富的经验，也带来深刻的教训。进入新时代的中

国诗坛，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诗坛，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多元化格局已基本形成。“风格流

派的多样性、艺术追求的多元性、审美观念的丰

富性、价值观念的多向性已基本成为文坛共

识。”（王雅清《文体意识的张扬》）作为当下诗歌

创作多元化中的一元，现实主义传统长期以来

处于主要地位。

在讨论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何为之前，不

妨先对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进行一个简要的

梳理。

首先，改革开放前30年的诗歌创作，尤其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现实主义诗歌创

作占据主导地位，其主流“应该说是正确地坚持

了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原则，坚持了诗歌与生活

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吴欢章《应该正确对待我

国当代诗歌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时期，

除了成长于革命战争年代的老一辈现实主义诗

人郭沫若、艾青、贺敬之、郭小川、臧克家、冯至、

公刘等仍然活跃于诗坛，还涌现了诸如李季、严

阵（阎桂青）、阮章竞、未央（章开明）、邵燕祥、刘

镇、黄声孝、李学鳌、孙友田、郑成义、王老九等

一批现实主义诗人。

其次，改革开放后30年的诗歌创作，对以

往诗歌的历史性变异充满了严峻的质疑和反

思，对扑面而来的春天解冻的暖意，则充满了再

生的喜悦。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叶延滨、流沙

河、雷抒雁、傅天琳、吉狄马加、韩作荣、张新泉、

张学梦、李小雨等诗人，以《诗刊》《星星》等刊物

为主要平台，形成了“新现实主义”诗派。但几乎

在同一时期，“朦胧诗”开始兴起并席卷中国诗

坛。这期间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革

命现实主义”传统。当时，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

再度兴起，许多从“原则”走向艺术的诗歌批评

家的某些单线发展和固化模式等认识不利于诗

歌创作发展。于是，刚刚回归的现实主义失去了

主流地位，而成为诗歌创作多元中的一元。朦胧

诗后先锋诗潮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再次

造访中国诗坛，诗歌创作极富个性化，不同的诗

学主张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然，这些诗学主

张不仅仅体现在观念、形式、手法和趣味的不

同，还表现在诗人生活的方式、对待诗歌的方

式、创作诗歌的方式都有着根本不同。诗歌领域

和诗歌本身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写作主体——诗

人、诗歌创作日益多样化。

第三，当下的诗歌创作，“随着先锋文学整

体退潮，现实主义全面回归”。（蔡家园《反思“非

虚构”写作》）特别是2015年，白俄罗斯作家阿

列克谢耶维奇“非虚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

现实主义再次回归正宗地位提供了一个有力推

手。因了“非虚构”没有固定的文本模式，随着

“非虚构”逐渐跳出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

学的范畴而运用到小说等其他文体创作，有诗

人提出“非虚构诗歌”写作。对于“非虚构诗歌”

写作，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尽管“非虚构”就是

“真实”，而“真实”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核心概

念，但“现实主义”并不等于“非虚构”。在这里，

笔者比较赞同评论家蔡家园的观点：“‘非虚构’

挣脱既有的文学逻辑链条，试图通过强化‘真实

性’来正本清源，重新审视文学与生活、作家与

生活的关系，回归现实主义文学‘开放’和‘无

边’的本意，在更完整的意义上激活文学的生命

与能量。”的确，在当今中国，新时代诗人必然会

产生新时代的思想和模式，也必然会产生新时

代现实主义诗歌，这是文化的需要，也是价值的

期待。

基于以上简要梳理后的认识，新时代现实

主义诗歌当何为？

笔者认为，现实主义诗歌应该表现人民，应

该为人民服务，这不仅是新时代对诗人创作方

向的定位，更是现实社会对新时代的文化要求

和价值期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就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以人民

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也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文艺

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

的文艺创造。”诗歌属于人民，这一点毋庸置

疑。此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要求我们的诗

人及时介入新时代的现实生活，加强同人民的

密切联系，在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提高诗歌创

作质量。

一如别林斯基所言：“诗歌是生活的表现”，

我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把握写作对象，

不是单纯地描写现实生活的本身，而是立足现

实提取精神层面的感受和体验，让诗歌呈现出

一个真、善、美的意蕴。如此，“对心灵与现实两

个世界的沟通融合也利于诗人找准个人与时代

的情志共振点，在个人化观照中传递社会现实

的非个人化的内涵。”（罗振亚《20世纪中国先锋

诗潮》）

中国作协每年组织实施的定点深入生活项

目，以及各省市地方文联、作协、诗歌学会、文化

部门组织的丰富多彩的采风活动，可以通过深

入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捕捉到许多新的诗

意，对加强现实题材的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以我工作和生活的南昌来说，近些年“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取得了比较显著

的成效，南昌市诗歌学会联合地方媒体组织的

“诗歌下基层”系列活动还成为当地的诗歌创作

品牌。其诗歌作品，都是聚焦现实，以人民为中

心去审美观照当地的文化和生活，这些创作所

呈现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

的主要特色。成功创作现实主义诗歌，离不开一

个最关键的内部因素，那就是诗人自身所具备

的文化素质、知识积累、审美观照：“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过程，会在诗人的灵魂深处产生一

个巨大的地域文化、现实主义精神气场以及想

象空间，进而融入诗人对现实生活中的自然、人

文、历史和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内心感受，从而对

当地独特的根性文化与现实生活进行有意义挖

掘，并以此为诗歌创作的基础，在吸收和借鉴新

时代先进文化的辅助上，从单维度向多维度展

开汉语表达，在语言深处呈现出浓密的当地文

化和生活气息。

综上所述，无论是用何种方式“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都可以为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提供

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

“因为每一位诗人在同一物上的感觉不是

千篇一律的，应有他们独特的艺术感受。作为一

位诗人，在感觉上也不是原始的、空白的、无文

化的，应取决于诗人自身的充实、完善和修养，

这种感觉在诗歌作品的内容和价值上就会鲜

明地反映出诗人的全部人格、智慧和情感。”当

然，也有一些创作素材是只有在深入现实生活

中真切感受才能获取到的。正如郭怡孮所说：

“这是特定的时空、环境与你的感受和情绪构

成了某种审美契机，触发了情思的有感而发。

这是彼时地难以获得的，这是当时情感的物质

显现，是极为宝贵的。”特定的情境，促使诗人

注意到生活中那种潜在意识和智慧的苏醒，灵

感袭来思如泉涌般对生活直觉与创作形式进

行把握。

当然，在这个多元化且新旧转换循环并存

的新时代，诗歌正处于语境建构之中一种奇特

且微妙的“无名之境”。对于诗歌创作尚有模糊

认识的许多诗人来说，无法将自己的观点凌驾

于他人之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现实主

义诗歌创作中，要防止典型的纯个人化倾向，

诗歌创作应该实现内心思考与时代现实融合

统一，并建构积极的精神主旨和文化内涵——

现实主义诗歌体现的情感境界，应该是新时代

诗人精神世界的凝缩与感性显现，作品透溢出

来的当是真情实感，内蕴弥漫着真、善、美的气

息。在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中，既要充溢着对新

时代生活的期盼与奋争，饱含深情地拥抱脚下

的那块土地，寻觅、开掘、透视、超越，借助新时

代的一些重大现实题材的抒写，孜孜追求在更

新更深的层次上准确传神地再现新时代国人命

运的历史性变化，从而描绘出深沉而多维的社

会现象，探究更加辽阔的人性升华；也要以新的

观念和视点，对新时代新的生活进行深邃细致

的体察，把艺术的解剖刀端直探入生活的腹地，

捕捉那些最能集中反映和透视现实生活的事

件，同时不失分寸地将这种生活置于新时代大

背景的漩涡中心涤荡。在艺术的摇曳中，把现实

社会的蠕动、裂变、衍进，真实可信地呈现在读

者面前。

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何为？诗人如何创作出

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经典之作……这一系列问

题是我们当下每一位诗歌创作者在现实中需要

做出的思考和回答。也许，并不是每一位诗人都

会有所作为，但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一定会大有

作为。只要这个梦还在，我们的追求就会在。

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何为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何为
□□刘晓彬刘晓彬

习近平非常重视文艺作品在思

想文化建设工作中的作用，在历次

讲话、座谈中反复嘱托文艺工作者

要承担起应负的时代责任。学习习

近平文艺思想，加强对文艺工作者

艺术创作活动的引导，才能实现文

艺的健康发展。习近平在十九大

报告中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热切的

期盼：“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

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的精品力作。”这就要求文艺作品既

要表现美、创造美，又要教化公众、

引领时代，可谓“文以载道”，不可不

加以关注和深思。

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

文艺作品要创造美、追求美，要

实现艺术的审美价值。审美价值主

要体现在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创新

性、思想性之中。

文艺作品富有感染力，能够影

响人的心理、人的情感。人的情感往往很难以清

晰、准确的方式表达出来，而文艺作品就是人类

传达情感最有效的方式。有的文艺作品令人感

伤，有的文艺作品令人愉快，这种潜移默化的作

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信念甚至理智。孔子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

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

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

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第二十六》）也

就是说，运用诗、书、乐、易、礼等不同的艺术门类

来教化民众，会养成与之相对应的国民性格和气

质。习近平认为：“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

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

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

美风范。”当今社会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以通过艺

术教化来加以推进，因为我们有建基于传统之

上的共同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

文艺作品要有创新性，要具有展现美的原

动力。创新不是无本之木，而是根植于伟大的中

国文化传统，以及不断的学习和超越外来文化

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

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

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

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

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

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屹立于世。”创新性来源于转化传统文化、超越

外来文化。因而，一定要反对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的那些一哄而上、缺乏新意的影视作品，既引起

人们的反感，又浪费了资源，尤其危害行业的健

康发展。

文艺作品要有思想性，要触及人的灵魂。

“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文艺作

品要有思想高度，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

大的开幕式上，习近平提出：“要把提高作品的

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

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

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

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

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

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

境。”有些文艺作品片面的追求新奇、追求另类，

完全置正当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于不顾，

这必将遭到人民的摒弃，不能真正的实现艺术

的价值。真正好的文艺作品要实现思想性和艺

术性的统一，要为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贡献力量。

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

文艺作品不仅要表现美，丰富人民的美好

生活，更要引领时代风尚，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这是文艺作品的社会价值。

文艺作品作为意识形态，要充分发挥合理

的社会功能。从这个意义来说，文艺作品承载着

引导社会意识的重要功能，对民众的意识和观

念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非

常重视艺术对社会的作用。他认为，一件文艺作

品如果对社会造成了坏的影响，无论它的艺术

价值有多高，对人的吸引力有多大，也应当毫不

留情地加以禁止。在《理想国》中，柏

拉图探讨了如何对诗歌、史诗进行删

减和审查，对诗人加以监督，“为了对

自己有益，要任用较为严肃较为正派

的诗人或讲故事的人，模范好人的语

言，按照我们开始立法时所定的规范

来说唱故事以教育战士们。”习近平

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歌唱祖国、礼赞

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

也是最动人的篇章。文艺作品应当增

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文化自信。

文艺作品要为人民美好生活服

务，要有人民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一贯坚持人民路线，习近平继承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反复强调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

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方法是扎根

人民扎根生活”。只有永远同人民在

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艺术创作要

走人民路线，既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

又要勇于创新。“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

的主体”，文艺作品的服务对象是人

民，创造目的也是人民。

文艺工作者的道义担当

文艺工作者要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创造

丰富的艺术作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的需要。文艺工作者应当创作出能够打动

人、感染人的好作品。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对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提出要求：“加强文艺队

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养一

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文艺工作者应当发挥专

业特长、提高职业素养，创作出伟大的表现美的

文艺作品。

文艺工作者要有品格、有格调，要用高尚的

文艺引领社会风尚。文艺作品应当体现自身的

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反对低俗、媚

俗、庸俗。受到市场左右的作品往往改变了文艺

创作的初衷，沦为市场的牺牲者。在中国文联十

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同志谆谆告

诫文艺工作者：“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市

场经济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

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不当市

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

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

‘不’。”文艺作品会带来经济效益，但不能以追

求经济利益为首要或唯一目的。当两个效益、两

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

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工作者应当反对抄袭、剽窃等违背法

律和道德的行为。当今时代受市场经济的影响，

文艺领域充斥着金钱利益的纠缠，为了吸引眼

球获取更大的利益，那些哗众取宠、颠倒是非的

作品层出不穷，这是我们的时代绝对不能允许

的。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批评那些调侃崇高、扭曲

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等类

型的作品。这些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的怪现象

必须坚决杜绝，不能让文艺领域受到歪风邪气

的左右。

文艺工作者应当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习近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创

造历史的思想，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

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

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

孺子牛。”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应当从人民中

来、到人民中去。文艺工作不是高高在上的纯艺

术家，应当立足于人民群众中去，这样才能具备

宽阔的胸怀和视野。谈及文艺工作的人才队伍

建设，习近平谈到：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

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文艺工作者要加强联

络，延伸工作手臂，加强对新文艺组织、新文艺

群体的团结引导，把千千万万文艺从业者、爱好

者凝聚起来，不断增强组织吸引力。

总之，习近平文艺思想深刻指出了文艺工

作者既要创造具有审美价值的文艺作品，更要

有道义担当。习近平文艺思想是在继承和超越

传统的基础上，深刻地阐发了适应于新时代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文艺工作者不畏创

作艰辛，迎难而上，在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指导

下，必将迎来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和昌盛，为伟

大的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广 告

中华诗词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
文化独特魅力之所在。第二届“中华诗词有奖征集”活动，是

“首届中华诗词大奖赛”的延续，旨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迎接中国共产党建
党一百周年，进一步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传承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催生更多的诗词精品，为时代
立传，为人民放歌。以诗词作品讴歌祖国、礼赞生活、纪颂英
雄、壮吟新时代；用美丽的中国文字演绎中华雄风、盛世气象，
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届“中华诗词有奖征集”活动，由诗刊社、中国民族博
览杂志社、中国诗书画网、北京东方中国诗书画院联合举办，
即日起面向海内外隆重征稿。

一、主办单位
诗刊社
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
中国诗书画网
北京东方中国诗书画院
二、承办单位
北京东方中国诗书画院

三、支持单位
中国楹联学会、中国诗歌网、中华诗词论坛、发现之旅

《精彩世界》栏目、《诗意中国》栏目、中国人民解放军红叶
诗社、北京诗词学会、河南诗词学会、陕西诗词学会、山西
诗词学会、江西诗词学会、深圳诗词学会、香港诗词学会、
台北市诗词学会、诗词家杂志社、诗词之友杂志社、黄河散
曲社

四、特别鸣谢
北京润泽园茶业有限公司
中德（中国）环保有限公司
北京梦起东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中视文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五、征稿及要求
1.风格、题材不限，要求思想健康、格调高雅，充满正能量。
2.体裁限格律诗词。新韵、旧韵不限，但不能混用。用新

韵者请注明“新韵”。
3.每位作者限投三首，多投无效。谢绝化名、重复投送。
4.已获各类奖项的作品不再参加本次征集。
5.投稿方式

（1）中国诗书画网在线投稿。网址：www.chinasshw.
com

（2）邮箱投稿请发送至征集专用邮箱：834719009@qq.
com，并在“主题”栏注明“第二届中华诗词有奖征集”活动字
样，作品以“附件”形式发送。附件名依照“作者姓名-所在
城市-作品名称.doc”格式填写。

6.投稿即表示：授权组委会对该作品享有结集、出版、点
评、书写、碑刻等权利。组委会有权直接或委托合作方以电
视、报刊、网络、手机、图书及其他新媒体进行传播。

7.本次征集活动公开、公正、公平，接受社会监督，文责作
者自负。凡被举报并经核实的抄袭作品，一律取消所获奖项，
追回所获奖金，并在媒体曝光。

8.征集时间：2018年6月15日——2018年8月31日。
六、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奖金100000元（税前）
二等奖3名，奖金各20000元（税前）
三等奖6名，奖金各5000元（税前）
优秀奖90名，奖金各1000元（税前）
入围奖200名，奖金各300元（税前）

获奖作品将结集出版《第二届“中华诗词有奖征集”活动
获奖作品集》。

七、评 审
1.组委会将邀请中华诗词名家组成评审团，评审结果将

在诗刊、中国民族博览、中国诗书画网等相关媒体权威发
布。届时在北京举行颁奖仪式，同时特邀一、二、三等奖获
得者出席。

2.为确保本次活动的公平、公正性，整个评审过程将在国
家公证机关的监督下进行，顾问、评委、工作人员的作品不得
参与征集。

八、活动官方咨询电话
010-84002766（刘女士）
九、公证机构
北京长安公证处
十、法律顾问
李 青（北京桂佳律师事务所）

第二届“中华诗词有奖征集”活动组委会
2018年6月15日

第二届“ 中华诗词有奖征集”活动
面向海内外隆重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