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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发展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

看起来似乎可以天马行空的文学，其实

从不曾离开对大地山川和四季光阴的依赖。

创作如此，理解、领会、欣赏创作也如此。生

发想象、设譬造境，和反过来感悟品味这一

切，说到底，都得靠作者和读者共有的一份

从生活经验中累积而成的时空感受做支撑。

在此之中，空间感来得最直接。乡野村镇、都

会城市，凡属成长、栖居、优游之地，都是我

们空间感受最自然不过的触发点。时间感则

缥缈得多，除了与物是人非的空间迁移相伴

随的那种体验之外，时间更经常也更平淡的

形式，无非只是计时钟点、晨夕昼夜以及一

年四季的循环轮换。而这样的轮换，显然太

刻板太生硬，由不得人，也不照顾人的心情。

虽说追到根儿上也都是人为制定的一套刻

度，却更像是自然界本有的铁律，冷冰冰、硬

邦邦，少了些温情和暖意。

节日的出现和存在，仿佛对此所作的一

种弥补。一个个节日嵌入岁时年轮，散发着

精神温暖，贯串着人间情趣。正是靠着节日，

冷硬严酷的时间才每隔一段，都会流露出一

缕亲切、随和的气息，好像终归还是由人来

把握，而不是反过来，人只能处于它的驱遣、

摆布之下。民俗学家概括得好，在当今生活

中，节日有三路来源：一是自古传承下来的

传统节日，二是为纪念或凸显特定的政治文

化意义而设立的新型政治文化节日，三是随

着国外习俗把别人的节日当成自己的节日

来过的外来节日。这三路不同来源的节日，

都有传统节日所体现的节日的一般意义，都

属于“人们加于日常时间生活之上的一种人

文符记”，都“实现了时间阶段切分”，也都表

达了一定的历史社会内涵和文化主题。（参

见萧放：《节日传统与社会和谐》，《民间文化

论坛》2005年第3期）

传统节日和文学一样，他们从现实生活

中的萌发、创制一般，本质上或许都可以看

成对于生活现实的一种想象性和符号化的

升华、凝练，并且多半都以叙事成分为要素，

甚至完全构筑在某个可以广泛传述的故事

的基础上。表面看，只是一个符号化的标记，

细讲起来，却能展开为一个枝叶俱全的故

事。节日和节日所连带、依托的内涵、主题，

正像文学作品的标题和文本似的，有自己的

意义架构，也有自己的表意系统。

事实上，诸多节日已在文学世界里留下

了密集的投影。一部古代文学史，顺着这个

视角看，几乎可以说，相当于一部记述和感

喟时空体验的话语史。其中，有关节日的体

验或因节日而衍生的体验的抒写，简直足以

堆积、连缀成一部脉络独具的文学别史或文

学史分册。尤其是在诗赋词曲一类的韵文写

作中，时令节日每每被因袭为感怀兴咏的惯

用熟题，以至渐成俗套、趋于泛滥。

相似的基于想象的生成机制，赋予文学

与节日不仅相关而且相近相亲、相得益彰的

联系。无论中外，人气最高、人缘最好的节

日，同时也都是汇集文学资源最丰富、在各体

文学作品中出场率最高、能见度最强的节日。

传统节日历久不衰、传承有力，往往也得益于

文学对其精神文化内涵源源不断的承载、激

发和持续刷新。相应地，文学作品因题材聚焦

或关涉节日而广受读者青睐，得以传之久远，

成为经典名篇的实例也不乏其数。特别是在

古诗词中，像王安石的《元日》、苏轼的《水调

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王维的《九月九日

忆山东兄弟》，流传深广，脍炙人口，早已积

淀、定型为全民族精神感受中新年、中秋和

重阳这几个节日的共同经验标识。

二

在节日背后，在文学与节日互为镜像的

映照之间，是否还有更内在的意味值得探寻

和把握？那么，以上所述，也就不过仍是一层

表象。节日背后，文学与节日相互映照的关

联点上，确实还有更重要更具体的深意。

流传至今还能保留着广为人知的名目和

节俗的传统节日中，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

午节、中秋节，最为人们重视，也因此都配有

法定假期。相较其他名目、节俗尚存的传统节

日，如寒食、七夕、中元、重阳、腊八等，这几个

目前有节有假的节日，推重家庭伦理、强调社

会道德的意义明显突出得多。其中，季节性祭

献和驱疫意味较重的端午节，相形之下又远

不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那么受人重视。从

生产力水平、科学知识和生活方式的发展提

高等角度，当然能够为传统节日的时令祭献

或驱疫避忌等蕴含的消退或专为祭献、驱疫

而设的节日渐趋失落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

出充分合理的解释。

而从余留下来的伦理、道德功能和意义

格外突出的一类传统节日本身的变化

看，如今，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作

用，也正朝着形式和目的都越来越显得

单一的家庭团圆、亲人相聚的模式，不

断简化、不断归并。在这种趋势下，春

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都逐渐被

等同为一年中不同时刻家人团聚的同

一种行为仪式。传统节日的过法逐渐趋

向新型节日和外来节日，只要逢着可以

休假的节日，也正顺应这一趋势而变。

唯一能抗衡或消解这一趋势的另一趋

势，是把一切有假可休的日子都用于出

外旅游的新习俗。在这两股习俗变化的并行

大潮中，对于亲情的匮乏感或过高期待和对

于个人日常生活情境的不满足感或厌倦感

的展露无遗。

亲情的内核是自我与他人超越一般社

会关系的高强度信赖和高强度依存。而旅游

又是建立在假想或想象的心理投射底色上

的瞬间生成而又瞬间消逝的审美体验为精

神实质的一种行为仪式，无法与实际的日常

生活经验等价等效。年复一年的岁时流转

中，仅有家人团聚和外出旅游两种仪式性的

节假行动，区隔出凡常生活或工余时间的几

个身心闲暇时段。这确凿地反映出：节日习

俗里精神诉求为重、内在感受为主的古老传

统，已经在世俗化潮流的强劲冲击下，遭遇

到没顶式的消融、瓦解。节日和假日正因此

而呈现混为一体的状态。人们原本寄寓于岁

时节日之上的一份庄重、虔敬、深沉的精神

蕴含和文化主题，正在被愈益外化的身体层

面的行为习惯所取代或置换。与此相应，不

但类似古诗词中吟咏节日时分特殊心境的

那种写作，在当代变得源尽流绝、难以为继，

更别提再出佳篇力作，而且在节日来临之际

人们实际的心理感触中，“节”的成分已大幅

度地减少，“假”的成分则充溢弥散开来，满

可占去节日体验的全部。

面对一部远去的文学史，我们也许会对

节日更多地记录、映现在抒情的韵文类作品

中，而较少生动、细腻、完整地展示在叙事类

作品中的情形，感到有些遗憾。但转眼环顾

当下，节日作为生活习俗或岁时标记，在各

类文学创作中的显现，差不多都稀少、含糊

到了接近空白的地步。而之所以这样，首先

就是因为节日本身在当下已经丧失了传统

中它曾富集的种种丰厚、鲜活的来自日常生

活，而又凝练、提升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情趣

和文化力量。其次，本该与节日这一时间维

度上唯一的人文标记系统共生的文学，在为

节日不断地敷设、增添和更新精神蕴含、文

化意义方面，要么过于怠慢，要么疏失太多，

也确实难辞其咎。毕竟在漫长历史中，节日

的精神文化意蕴，一向就是藉文学的途径和

形式，才得以牢牢地附着于节日的名目之

上，深深地沉降在过节时刻特殊的社会心理

积淀层之中，并且完成与时俱进的步步更新

和反复重构的。

三

不同节日的过法都归于同样的单调和

刻板，这反衬出节日的习俗传统已然陷于式

微甚至断流的尴尬。包含在节日习俗中的多

样化的精神蕴含和文化主题并未被新起的

生活时尚，比如全天候蔓延的娱乐消遣方式

所担当，也没有转换或发展为其他的生活仪

式。相反，伴随传统节日和节日传统的衰落，

这些因节日的存在而存在，随节日习俗的迁

延而迁延的精神文化仪式及其内涵，大都形

神俱散，撤出了人们日常的生活空间，未能

找到替代的形态和转化的去向。

文学表达对于节日意义和节日形式的

乏力、疏离或者遗漏，只是这一变化的一个局

部和一个侧面。残留、叠加在当今各种节日之

上的促使家人团聚、强化家庭伦理，进而增进

人与人之间从亲情开始、以亲情为本释放善

意与温情的那层传统节日的独特韵味，证明

今天的人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生活，虽然

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意无意地遗失了节

日完整充沛的精神传统，但世道人心的客观

态势还是在缺失、匮乏中，期许、召唤着这一

传统的回归。同质化的生活方式和原子化的

生活空间，正在并且已经切割出了人与人、哪

怕是亲人与亲人之间的精神鸿沟和情感隔阂。

小至家家户户，大到城乡社区以至民

族、国家和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中华文化圈，

因传统节日习俗而来的共同时间、共同仪式

和共同精神体验，都是历史馈赠、传续给今天

的一笔文化财富和一道心灵纽带。这笔财富、

这条纽带，应该重新激活，也亟需激活。因为

日常生活的岁时循环中，无论是个人、家庭，

还是国家、社会，要向精神的高处提升、向心

灵的深处迈进，传递并且储存着同时共感的

心灵能量的时间标度，都是必不可少的。历

史上这已是传统习俗，现实中这也是与我们

同时代的其他族群和国家、社会的常态。

基于此，恢复乃至丰富节日传统本有的

仪式与意义同在、行为习俗与精神蕴含并陈

的形态，进而据此把传统节日和新型节日的

过法和功能，都充实、调适到合理、得当、完备

的程度，即成为必需之举。这当然是一项社会

系统工程，并非单靠节日习俗本身直接关联

的少数几个领域的努力就能济事。但很显然，

文学创作和文学话语的传播，在节日传统的

复苏和活跃过程中，定将可以发挥最有声有

色的助力，这恰如它们在历史上对每一个节

日的成型和生生不息的流变，都曾经起过至

关重要的积极作用一样。

岁时年轮里岁时年轮里的节日和文学的节日和文学
□□李李林荣林荣

所谓诗歌的新时代，应该是指在中国新

诗走完第一个100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

40周年的这个特别的时代，一个新的历史

时期。新时代的诗歌到底怎么写？朝什么样

的方向发展？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思考。每一

个诗人都处于创作的酝酿之中，如果我们创

作的诗歌在走老路或者走歪路，那么只能降

低自己的追求和格局，陷于自我娱乐或陶

醉，更谈不上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什么

地位。应该说，在当下，很多诗人的创作是盲

目的、率性的，缺少总结和思考，大多数作

品，要么是不能为人读懂，追求西方诗歌的

“现代”，要么诗歌写个人的小感觉，无足轻

重。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诗人了解未来中国诗

歌的主流写作方向、审美追求。新时代中国

诗歌应走自己的特色道路，即创作在中国特

有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背景下的诗歌，应

该是对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创新和传承下的

诗歌，“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

统的血脉”。

新时代中国诗歌要有中国味道

众所周知，中国新诗是在向外国诗歌学

习中成长、发展的。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以

倡导白话文闻名于世。他1917年1月发表

的《文学改良刍议》，成为倡导文学革命的第

一篇文章，开始倡导用白话文写诗。1920年

出版的《尝试集》主要表现个性解放、人道主

义和民主自由等深受西方观念影响的诗。胡

适说：“我们做白话诗的宗旨，在于提倡诗体

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

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的自由枷锁镣

铐，统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

新文化运动之后，新诗风起云涌，新中

国成立前的30年间，各种新诗的艺术流派

很多，新诗的前途和道路在哪里，引起众多

诗人的探索，正如闻一多先生说过，“在这新

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

的前途。”（《文学的历史动向》，载《闻一多全

集》第一卷甲集第205页）而向西方现代派

学习，向西方现代派主流象征主义学习，成

为一大主流。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

形成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早期象征主

义诗派、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繁盛期象征

主义诗派和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多元期

九叶诗派。诗人们大多久居国外，或从国外

归来，深受西方现代诗歌的审美和写作方法

影响。

向西方学习诗歌写作，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

代初的朦胧诗，直到现在的知识分子写作，都充满着

“翻译体”的印痕。而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出生的年

轻诗人，则绝大部分沉浸于翻译而来的外国诗歌中。

新时代中国诗歌要有中国味道。外国诗歌固然可

以学习。可惜的是，在西方哲学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西

方现代诗歌，无论思想内涵，还是行文、技巧等，都离

中国味道较远。向西方学习而来的诗歌，内容上消沉、

晦涩，沉醉于个人的呓语，或者将诗歌纯粹作为艺术

来创作，追求所谓的纯诗歌，或无意义写作，不考虑读

者的需求和共鸣，甚至人为设置障碍，追求所谓的陌

生化写作、难度写作。

一些有见识的诗人，在经历多年的对国内外诗歌

的解读、剖析，经过艰苦的创作探索和深思后，重新向

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学习，汲取营养，试图创作出有中

国味道的诗歌。什么是中国味道？中国特色的诗歌文

化与西方诗歌文化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文以载道”

“诗以道志”（《庄子·天下》）。中国的诗人从来都不是

为自己写作的，而是一定会考虑诗歌的社会功能价

值，即影响他人和社会，中国诗歌传统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在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点上是一

致的。诗歌理论家吕进教授曾告诉笔者，当代诗歌向

传统诗歌要学习的正是“家国情怀”，这令人猛然一

惊，当代诗歌已经丢失了这宝贵的诗歌之骨了。

中国发展到今天，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现代水

平，与西方现代社会相匹配的现代诗歌并不完全适合

中国国情，在写作方法上，也不具有完全的现代主义

风格。《诗刊》2018年第6期上有一篇《新时代诗歌和

百年新诗的建设》的评论文章。文章说，“从某种意义

上说，诗歌的本质是现实和浪漫的统一，不需要人为

再进行风格的细分。在一个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各

种风格流派都在相互影响并达到最终的融合，现代诗

歌也已经不再仅是感受和技巧丰富的解构或结构，而

是现实主义的观照和浪漫主义理想的融合，因此简单

地再以现代诗歌、现实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歌区分

已经不适合当前诗歌的创作和研究。”这应该是中国

特色的现代诗观。中国诗歌的“中国味道”就应该是这

样子的。

新时代中国诗歌
应有主流审美的诗歌

中国诗歌可以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如

今诗歌在全社会和文化中的边缘化和小众

化令人难以置信。究其原因，是大多数诗

歌放下了自己应有的责任和大格局，诗歌

内容脱离自然、人群、社会，而认为诗歌是

个体性写作，只关注个人的情感，甚至内

心隐秘的部分，非意识、超意识、潜意识

等，最后变成了个人的诗性日记，甚至只为

自我娱乐。

在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自然允许各

人有自己的写法和艺术追求，但社会应该

有所倡导，应有主流审美的诗歌。主流审美

的诗歌包括具有家国情怀、有筋骨、有痛

感、有力度、有时代印记的诗歌，也包括透

明向上、有温度、有丰富情感色彩、有浓郁

生活气息和让人动心的各类诗歌。习近平

总书记说，“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天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

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

靡之风”。自然主义诗歌、亲情诗歌等都呈

现出向上的诗歌特色，歌颂自然之美、亲情

之宝贵等，令人热爱自然和家庭、社会。一

些主题类诗歌，如海南今年举行的吟咏海

洋诗歌大赛、江苏2018年举行的“我们走

过40年”诗赛，都以主题的鲜明性、内容的

贴近性而受到诗人和广大读者的欢迎。诗

赛收到诗歌作品两万多件，显示出社会和

作者对诗歌的巨大热情。我们认为，只要诗

歌回归到生活中来，写读者关注的题材、想

写而写不出的情感，注重传统诗歌的大众

阅读意识和诗歌的社会功能，诗歌一定会

回到人群中去，新时代中国诗歌可以再回

到社会成为主流文化。一部《全唐诗》“得诗

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展示了唐诗的浩然气

象。新时代以诗来展示其特色和成就也就

顺理成章。

新时代中国诗歌
要有高度的艺术性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已是精致的社会，

农业社会的粗放与现在不可比拟。体现在

文学创作，具体为诗歌创作上，应该具有工

匠精神和工艺意识。简单地将诗歌视为政

治的工具而忽视其艺术特性，是不可取的，而创作的

粗制滥造也是不被这个时代的读者所允许的。诗歌的

艺术性是要体现诗歌具有的美的本质。

中外诗歌在对美的追求上各有特色，又有相近之

处。中国诗歌早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赋

比兴的艺术写法，外国现代主义诗歌则讲究用象征、

隐喻和明喻、反讽等手段，中外的这些方法其实是相

通的，这多少令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又体会到人类在

艺术追求上的共同性。在艺术性上，中国诗歌具有独

特的内涵，连外国诗人如美国的庞德、墨西哥的帕斯

等都在学习和推广，中国传统诗歌独有的意象和空灵

的意蕴，让他们赞叹不绝。

中国诗歌艺术和绘画、音乐艺术一样都特别讲究

虚实关系，虚实相生,虚实结合, 言已尽而意无穷,这

种美学追求令人回味不已。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

歌奖的诗人张执浩在《诗歌的诚意》一文中说，“完整

的诗歌应该是由两部分构成的：说出的部分和未说出

的部分。没有前面‘说出’的那部分，后面‘未说出’的

部分就不成立；但仅有‘说出’的部分，这首诗的价值

将大打折扣。事实上，‘未说出’的那一部分才是成就

这首诗的关键，犹如海床与滩涂的关系，所有的平静

或汹涌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说出的太多则容易满

溢，该说出的未说则容易造成滞涩。在说与不说之间，

写作者的心智经受着巨大的考验。高妙的写作者总是

知道一首诗应该在何处停笔罢手。”

总之，中国新诗经历100年的历史，诗歌应该从

向外国诗歌的学习逐渐转向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适度

对接，进行中外古今的进一步糅合，形成社会能接受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美学标准和思想要求。

新
时
代
中
国
诗
歌
应
强
化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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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
龚
学
明

诸多节日已在文学世界里留下了密集的投

影。一部古代文学史，顺着这个视角看，几乎可

以说，相当于一部记述和感喟时空体验的话语史。

广 告

二
〇
一
九
年
三
月
号
要
目

诗
潮

名家新作 赵野的诗（组诗）………… 赵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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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冬作品
回声（短篇小说） …………………… 江 冬
拯救者（短篇小说） ………………… 江 冬
小说不可能高于生活（创作谈） …… 江 冬
小说家
到双马杆去（中篇小说） …………… 尹 马
牙痛（短篇小说） …………………… 谭成举
弯三的歪理（短篇小说） …………… 肖正康
滇池诗卷
张猫诗画特辑
张猫的诗与画 ……………………… 张 猫
经 历
记我的第一份工作（之一） ………… 杨碧薇
散 文
判断者说（上） ……………………… 王 族
边陲小人物志 ……………………… 柴嘉张
昆明作家研究
于坚论之一
精神肖像：于坚是谁？（评论） ……… 霍俊明
内文插图：张 猫
封二、三：张猫布面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