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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纪实优势
书写新时代的“春秋”
——《丽江风华》对于创作的启示 □朱辉军

彩云之南的丽江，是新时代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地区之

一。对这块足以代表新时代风华的沃土，应怎样去充分领略和生

动展示？由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主编的《丽江风华》，是丽江历史

上第一次大规模、高规格采风作品的精选集，同时也是中央和丽

江两方作家精诚合作的结晶。其中一些举措和经验，对于新时代

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近距离呈现时代风貌，是纪实创作的独特优势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面前，不少作家感到飞速发展令作家目

不暇给，往往难于沉下心来慢慢消化酝酿，与其凭空虚构、闭门

造车，不如忠实去记录时代发展的步履。因此，报告文学、非虚构

写作等纪实创作恰逢其时，得以大显身手。

为此，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白庚胜精心策划组织了这

次丽江采风，得到丽江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央地齐心协力，

使采风活动获得圆满收官。

历史的巨变在不同地域显然是有差异的。作家应该选择那

些变化最深刻、代表性最充分的地方予以生动展现，才会获得典

型意义和特殊价值。而丽江就属于这样一块神奇的土地。

丽江曾以茶马古道商品集散地而闻名，但受各种条件制约发

展迟缓，是改革开放让丽江发生了巨变。进入新时代以来，丽江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各方面更是突飞猛进，特别是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取得了傲人的业绩。丽江是民族贫困地区发

挥特色资源优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杰出代表。如

今，丽江已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世界三遗产的地级市，创造了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互动发展的“丽江模式”，为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乘着习习金风，采风团员深入丽江的山山水水，获得了丰硕

的成果。从收录的作品看，可以说充分施展了纪实创作的特有

优势。

采风不仅要采写现实，还要有灵魂碰撞

新时代的作家不能满足于传统采风限于了解民情的水

准，还要通过采风，让自身的心灵也获得陶冶和升华。这次采

风之所以大获成功，正如白庚胜在序中所说的：因为这不是单

纯的采写，而是“一场触及灵魂的精神旅行，一次深入透彻的

丽江审美”。

采风团这次深入到丽江最边远的乡间，采写了许多不为人

所熟知的故事。而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心灵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

深深的撞击。丽江也是一块红色沃土。当年红二、红六军团就是

在这里渡过金沙江，于1936年7月2日抵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

会师的。陈政举获悉这一情况后，为补充和丰富军史、党史上的

这一段重要史实，亲临红军长征过丽江旧址，多方寻访和调研。

当年红军的艰苦卓绝英勇顽强，丽江少数民族同胞的深明大义

慷慨相助，让这位熟悉军史的军旅作家依然大为震动，心灵又一

次得到洗礼。陈政举将他的所访所录连同他的汹涌激情，都注入

到《往事新话忆红军》中，让读者也为之深受感染。

各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发展道路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风情和

习俗。泸沽湖畔原住民摩梭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具“原生

态”的族群，由于保留了许多如同活化石一样的风俗习惯（包括

走婚），引得世人瞩目，但许多人对此有误解甚至偏见。朱金平通

过实地考察和研究，深入其内在机理探究了其家庭结构、礼仪规

矩、历史演变、文化价值、社会意义等，并为之受到了从未有过的

触动：摩梭人婚恋自由，家庭分工合理，因此根本不存在离婚、守

寡、弃儿、啃老以及财产继承等“现代病”。这其中涉及到的一些

问题，依然是我们迈向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直面和解决的。朱金平

的这篇《泸沽湖畔摩梭人》，因此可以给我们提供多方面的启迪。

纪实创作同样需要驰骋想象、飞扬文采

纪实创作要求对现实予以如实表现，不虚饰，不夸张。那是

否降低了对作家的要求？不是的。如实反映也要具有一双慧眼，

具有灵敏的感觉，并同样要有丰富的想象和斐然的文采。

地灵人杰的丽江，留下了历史的沧桑，也见证了民族的融

合，为人们留下了美好遐想的无限空间。而要把握住丽江的神

髓，还一定要充分调动起艺术的想象和神思。

老作家刘守家赴丽江前后都做足了“功课”，取得了许多第

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他展开丰富的想象，并旁征博引先贤的

相关描绘，洋洋洒洒地写出了《人文风物冠南国 神话天堂看丽

江》，十分全面地展现了丽江的绰约风姿。

巍峨的雪山，冰清玉洁而又庄严肃穆，曾激发起多少文人骚

客的遐思与深情！刘凤龙为之感慨道：“冥冥苍穹下，你静静地卧

成一条玉龙，静得让人惊心动魄。你有着上帝般一样的容颜站在

我心灵的尽头，只让乡愁就着雪峰淡淡地潜进我的心里来。是你

轻轻触动旅人心底最温暖的一隅，卸下旅人的繁琐与倾轧，疲惫

和仆仆风尘。你容纳了尘世所有的哀伤，神圣了凡间痴情的目

光，静美而空灵……”这样的文字，让我们消弭了乡愁，超越了凡

尘，达到了圣洁的至境。

实现中央与地方、外省与本地的互补

从北京来的作家眼界开阔，积累丰厚，但作为“外来者”，对

丽江的了解和理解必定有些隔膜。生于兹长于兹的本土作者对

自家山水风情自然了如指掌，但因“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常常容

易顾此失彼迷失其中。所以，二者的碰撞、交流就显得格外重要

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还会闪现出新的火花，达到了“1加1大

于2”的意外效果。

陈政举深有感触地坦承，他之所以能够全面发掘出红军过

丽江的史实，从丽江本土作者那里，特别是从和松阳处获益甚

多。这可以说是大家共同的感受。杨易峰倾力书写的《一代“歌

王”与“纳西”的传奇》，是对丽江代表性艺术家和文光先生人品

与艺品的素描。而和文光先生本人也亲自为本书撰写了《歌舞竞

技黑龙潭》《抢救塔城勒巴舞》，让我们充分见识了少数民族同胞

能歌善舞的风采。两方面作者的作品相互参照，有如“双璧”般交

相辉映。

纪实作家们从现实与历史、自然与人文、生态与民俗、社会

与文化等维度，立体地观察、描绘、展现丽江的风采，让人们看到

了一个寻常看不到或常人看不清的丽江。这一卷《丽江风华》，一

定能成为神奇丽江又一张亮丽的文化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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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照千年江南文脉
——读《苏州诗词三百首》 □周子敬

盐城黄海湿地是我国东部沿海一片古老又年轻的土

地。作为生物多样性的特殊样本，《东方湿地》作者徐向林聚

焦这片湿地，通过文学与生活最为密切的互动，在这部25

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生成了生活的诗性和诗性的生活

这一双重叙述。日常生活与文学建构、生存诉求与敬畏自

然、感性的体味与理性的思考，在叙述的情境中抵达思想的

境界。

家乡的湿地，人类情境的书写

《东方湿地》书写的盐城黄海湿地，于2019年成功申报

为世界自然遗产。这片湿地在东方，是地理上的方位，更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大生态体系中的地域方位和人文情

感方位。徐向林在为这片湿地书写传记时，以大地理观和雄

阔气魄立于高处俯瞰人类与大自然，以大视野和大胸怀关

注和思考人在生态中的生存和生态在人类活动中的损益，

其写作带有鲜明的坐标意识，即以本真的生活感受、深度体

验和学者性的田野调查，构建全视角、全历史、全时空、大情

怀的沉浸式叙事。

在具体写作构架上，《东方湿地》以历史进程为脉络，辅

以富有意味的闪回跳跃，完成湿地自古至今的时空讲述。岁

月的纵深感和与此而来的命运感，是大地伦理的真实演绎。

与其他文本的大地叙事不同的是，《东方湿地》的叙事，盐是

核心元素。海水远去，滩涂渐现，人们走上海滩煮海为盐。从

此湿地现于天空下，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人类足迹。之于湿

地和人类，这最初的时期其实就是一种“创世纪”。此后的捍

海垦荒、植树造林、还湿地之本，盐渐渐从大地上消失，成为

大海与湿地共同的回忆，加入人类传说般的叙述，沉淀于人

们内心深处，成为永恒的集体无意识。如此，盐一直在，就像

“盐城”这个地名一样，依旧浸润海风。盐，属于大海，是湿地

的乡愁之心；盐，又是我们生命不可缺少的，是生命智慧与

情感的味道。盐在湿地的岁月流转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象征意味。

在时间轴线上，《东方湿地》以散点透视进行空间移位，

对与湿地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和生态地标进行了点面结

合、纵横交错的叙述。湿地的申遗过程以及辐射性的事情，

贯穿《东方湿地》全篇，描述虽或显或隐，但一直是叙述交响

曲中的重要音节。这既将湿地的书写提升至全球视野，尽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大情怀，又使得整部作品多了几

分大气磅礴、宏大雄浑。珍禽保护区、麋鹿保护区、黄海森林

公园、条子泥等是东方湿地的明珠式区域，徐向林力图从多

个角度展现湿地意味性的变化和其独具价值的个性气质。

比如麋鹿保护区拥有全球最大的麋鹿基因库、全球最多的

野生麋鹿种群。徐向林不吝笔墨，纵情状写，视角可谓是上

天入地、纵横古今，既有工笔画式的纤微又有大写意的飘

逸，既重素朴式的描述又善于动用通感之法，为的是最大可

能地写出湿地的与众不同，写出湿地的本真，也写出地域性

的人文情怀。

地气与人气，叙述最为明亮的底色

面对东方湿地史诗性的品质，徐向林在宏大叙事中特

别注重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人与自然的现实，以生动有趣的

细节、真切的在场感饱满叙述之力。而这之中，徐向林又以

巧妙的笔法在表述人们尊重自然，与万物平等相处这一理

念之下的真诚行为。

随着生态越来返璞归真，盐城黄海湿地吸引了大量的

候鸟在此栖息，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的中

部枢纽型“机场”。每年有近30万只候鸟在此越冬，300多万

只候鸟在此过境停歇。在一农户家，徐向林看到几只鸟正在

吃晾晒的粮食，便问人家为什么不驱赶，这户主人说，鸟儿

大老远来，吃点粮食，没什么大不了的。平淡的话语中，鸟似

乎是来串亲戚的。极平常的细节，极平常的叙述，让我们体

味了人们的爱鸟之情。如此极富神韵的细节，徐向林信手拈

来，如同暖风细雨泽润于文本中。走进海滨

的巴斗村，徐向林以听到的“盘车号”“牵帆

号”“牵篷号”“测水号”等渔民号子为引，道

出了这个小渔村从当年的向大海讨生活到

如今向大海送福利的变化，道出了小渔村

的自然史、生态史、红色革命史和当下的幸

福生活。听人们唱歌，听人们口述，一切都

是那样质朴，又是那样真实。

细腻、素朴的日常生活场景，如一缕缕

清流让报告文学的“报告”柔软起来，产生

了温馨、愉悦之感，在增强文学性的同时，

浓郁了作品的“地气”和“人气”，进而又增

强了报告文学的感召力和思想力。

在大视野中建构大生态情怀

《东方湿地》的内容可谓海量，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

民俗学等在文本中大融合，而这一切都在人的视野之中，在

人类生活重度参与中。地理学家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

以人之生存为核心，研究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把研究重点

置于人直接经验的生活世界和环境的社会建构，强调人性、

人情、意义、价值和目的，关注人的终极命运，进而发现人类

在生态整体中的定位以及人类与环境的本质关系。

徐向林基于这一认识，遵从生活现实，以大量的篇幅写

人的生活，写人与湿地之间的关系。《东方湿地》不但应和了

“生态空间的人文情怀”这一理念，并在生态文学写作实践

中有所掘进，探索更贴合于生态核心要意的书写可能。《东

方湿地》还将湿地之史和人类生活史同步叙述，既彼此独立

又丝丝缠绕。在多维度的叙述路径中，人是主角，这是现实

生活的事实，是对人类生活行为和价值取向的如实再现。

湿地，一直在参与人们的生活。坚实于大地的生活姿态

和人文风情，是人们的，也是湿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东

方湿地》也是徐向林之于乡愁的当代性和实时性的表达。将

浓浓的乡愁揉化为叙述的内动力，使得作品处处闪现人性

之光和亲切的烟火气。

有意思的是，如此多的人物是叙述的重要力量，但在作

品的整体性的阅读感受上，他们似乎又是一种巨大而浅浅

的背景。人们活跃在字里行间，那些故事那些情感令我们感

动，也使生活的历史情景毕现无遗、质感强烈。但最终留给

我们的，是黄海湿地那荡气回肠的无声无息，和那安然于东

方的巨型身影以及浩荡情怀。

东方湿地是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样本，而《东方湿地》则

是生态报告文学多样性写作的积极探索和喜人收获。这对

于黄海湿地和生态文学，都具有启示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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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花期峥嵘》的作者田国生（笔名耕者）是一位数学教

师。在一般人印象中，数学与诗相距甚远，数学老师写诗似乎是

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然，数学与诗的距离比一般人想象的要近

得多。数学不只是数字、定理与公式，更是一种美。古希腊的毕达

格拉斯认为，整个宇宙是数和数关系的和谐系统。法国大数学家

H.庞加莱说过：“感觉数学美，感觉数与形的调和，感觉几何学的

优雅，这是所有真正的数学家都知道的真正美感。”而诗也是一

种美，美到极致便呈现为一种数学关系。所以有人说：“最高的诗

是数学。”的确如此，最好的诗与最高的数学一样，都需要灵感的

触发，都充满了创造，充满了想象，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和谐。优

秀的诗人能从诗歌悟出一种数学的美，好的数学家也能从数学

中体会出一种诗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耕者的数学生涯不只

没有遮蔽他的诗歌才华，而且有助于他对诗歌与数、与美的关系

的理解。

再以耕者的教师身份来说，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教育是爱的

艺术。一个优秀的教师，必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爱学生，爱讲

坛，爱教育事业。而拥有一颗博大的爱心，爱生命，爱人类，爱自

然，不也正是诗人最基本的素质吗？耕者不仅有一颗纯洁的爱

心，更可贵的是，他还能把对教育工作的爱与对诗歌艺术的爱统

一在一起。凡诗歌的业余作者都会感觉到诗歌写作与本职工作

的矛盾，也无不为这种矛盾而苦恼。耕者却把时间做了合理的分

配，本职工作与对艺术的爱好两不误，使他身为教师的一生，转

化为诗化的人生：“我是一个底层的人/但并不肤浅/我经常是论

文的格式/处理早晨/正午，又看看绘画和丹青”（《我停下车，告

诉你们！》）。

数学家的智慧，诗人的激情，造就了耕者的人生底色，也形

成了他诗歌的艺术风格。他在诗歌中有这样一段自白：“我是崇

尚‘崇高’这一美学风格的人，在教育工作中，在立世为人的原则

中，我是毫不忌讳、毫不避讳论‘崇高’的，而且从不在乎俗世的

不以为然的眼光和嘲笑。”（《汶川，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兄弟姐

妹！》）。正是这颗赤子之心，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光芒，照亮了他

的诗歌，使他胸中装得下社会万象，肩头承担得起历史的责任，

其中最打动我的便是他诗中洋溢的那种少年情怀。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唐代诗人李贺《致酒

行》中的这两句诗，恰可作为耕者诗歌内在精神的写照。元和初

年，李贺带着刚刚踏进社会的少年热情，满怀希望打算迎接进士

科举考试，不料竟被人以避讳他的父亲“晋肃”的名讳为理由，剥

夺了考试资格。在科举受阻后李贺困守长安，写下了这首诗，抒

发了诗人遭受迫害后的一种哀愤之情，表达了他虽备受挫折、但

凌云之志不改的情怀。无独有偶，耕者的《花期峥嵘》中也有一首

诗，写他1977年参加高考落第：“1977年，冬季/那个参加完高考

就赶到工地的少年/那个喉结都没有长好的少年/那个上气不接

下气的少年/那个自以为公社的高音喇叭/就是时代就是命运就

是前程的少年/——腊月间，从县河到夹河沟/从黄滩到并不闻

名的阁老湾/把稚嫩的肩膀交给大队书记/交给了改天换地的季

风/交给纷纷扰扰铺天盖地的雪花/交给公社高音喇叭的喧嚣/

猛然间，稚嫩的少年脚下一软/比身子还长的扁担瞬间失衡/一

则高考放榜的通知，/彻底压垮了我的少年/粉碎了我信心满满

的少年//寒风倒逼、雪花如子弹点射/少年倒下，留下一段刻骨

铭心的记忆/——那就是我1977，那一天，那一脸“风疙瘩”/四十

年悬挂，如悲怆的落霞与贝多芬的旋律/在夹河沟工地/在尚未

竣工的夹河沟泵站大堤/凝固”（《1977的“风疙瘩”》）。高考落第

给这位少年的打击是沉重的，丝毫不亚于李贺当年考进士被无

理地取消了考试资格。然而李贺在友人的开导下发出了“雄鸡一

声天下白”的慨叹，耕者胸中的少年情怀，也使他从“幽寒坐呜

呃”的一蹶不振中醒悟过来：“少年的气象/常常是雷电交加/并

伴有六月的冰雹/隧道掘进中的塌方……/还有最后的几枚硬币

啊/是少年留给记忆、留给自己/仅有的资本……”正是这种难于

割舍的少年情怀，使他在生活的逆境中不断反思：“无数次回过

头/怒视那摊无法收拾的事实/无数次回过头/过滤流失的缕缕

光辉/一个少年走不出视野/使所有倚门远眺的日子/辗转相随”

（《一九八三年的那个序言》）。他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春天：“多

少年，/少年的日历不愿更换/那是割舍不下的少年的昨天/那是

撕不开的365日的衣衫/那是栽满铁树、凌霄花、/杜鹃花、君子兰

的/花盆和苗圃//1983 年，杜鹃花开了/1985 年，凌霄花开了/

1987年，铁树花开了/1994年，君子兰迁移南国/新的窗前……”

（《冬眠之后》）。

几个年份，记录了他的成长，几簇花开，标志了他的成熟。

“结束铅华归少作，摒除丝竹入中年”，但他的青春不改，志向不

移，奋斗精神依旧，少年情怀依然蓬勃。诗集中的一首诗《光的加

速度》，就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是谁定义了我的年龄/我要用

光速追回以光年计的余生/重新拉起风箱/用蓝蓝嫰嫩的火苗/

鸳梦重温！”

“少年情怀”，是耕者诗歌的一个基调。有了蓬勃的少年情

怀，便有博大爱心的涌动，便有敏锐的眼光，便会在平凡甚至枯

躁的生活中发现诗情。正如他在《这个城市有一片树叶认识你》

的小序中所说的：“来深圳23年。常驻行走，就会有一枝一叶总

关情的感慨。本来不想发出去的。在现世浮躁的社会，内心彷徨

的时候，诗歌可以以一种简洁的方式使自己平衡；当感到委屈忧

郁时，诗歌又是最好的出口。”

作为一位教师，耕者心中充满博大的爱；作为一位诗人，耕者

时刻在寻求表达的窗口。爱在他的胸中翻滚着，一旦遇到触发点，

便会自然而然，喷薄而出，与少年情怀交织在一起的峥嵘的花期，

就这样形成了，耕者也就完成了教师与诗人合一的身份确认。

近日，由文化学者、苏州大学教授朱

栋霖主编的《苏州诗词三百首》正式出

版。该书选录汉代至晚清近代与苏州有

关的诗词共370余篇，涵盖名胜古迹、岁

时节令、风物民俗等诸多领域，堪称“诗

词版苏州历史文化志”。

苏州历来是江南人文荟萃之宝地，

陆机、陆龟蒙、范仲淹、范成大、高启、沈

周、唐寅、梁辰鱼、王世贞等皆是苏州名

士，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欧阳修等诗坛

巨擘也留下无数吟咏姑苏的名篇，文华

炳粼，灿若星河。苏州不仅是江南地区

政治、经济、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更是

千古文人心中那份绵延不绝的情结：虎

丘灵岩，越溪石湖，高唱鹤唳华亭；枫桥

夜钟，横塘烟雨，慨叹浮世沧桑。这是诗

歌生长的疆土，亦是中国文化的一处胜

境。苏州赋予古往今来文人雅士以取之

不竭的艺术源泉，而这些锦绣诗词恰恰代表了千年江南文

脉的精粹。因此，以新时代的眼光与遴选标准重新整理、考

据与选录苏州诗词，正是弘扬地方特色文化、继承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举措之一。

《苏州诗词三百首》沿袭清乾隆年间著名选集《唐诗三

百首》之传统，择取雅俗共赏、琅琅上口者，简介其作者生平

与创作背景，并辅之以细致的注释与题解。在遴选标准上，

该书兼顾“洋洋大观”与“荦荦大者”，在卷帙浩繁的苏州歌

咏佳作中披沙拣金、反复斟酌，力求选录最具代表性、最能

反映不同历史时期苏州社会方方面面的上乘之作。例如，

韦应物诗选《游灵岩寺》细腻地反映出江南山水之灵秀与中

唐大历诗风之情韵；范成大诗选《咏吴中二灯》侧面体现出

南宋苏州地区经济文化之繁荣；王鏊诗选《橘荒叹》则记录

了洞庭地区主要作物柑橘遭受寒灾，与历史上明清的小冰

期互相印证。可见，吟诵《苏州诗词三百首》，可以察古今世

事、观社会百态。不仅如此，该书对一些经典篇目进行了别

出心裁而又深刻独到的解读，不少篇目的题解文字宛如精

美动人的抒情散文：《枫桥夜泊》的题解从张继的人生处境

切入，将那迷离梦幻而又痛彻心扉的美学意境描述得丝丝

入扣；《赴建康过京口呈刘季高》的题解叙述了叶梦得在靖

康之变后与友人相见感怀的来龙去脉，丰富史实与艺术细

节一一对证，读之令人深感慷慨悲凉；《青玉案》的题解则如

一首唯美缠绵的抒情诗，以情释情，别有

深意，在结尾处还特有新意地写及了戴

望舒的现代诗《雨巷》：八百年后，一个多

情的诗人在贺铸吟唱“凌波不过横塘路”

的苏州，描绘了一个撑着油纸伞的江南

姑娘……这浪漫而怅然的想象，堪称对

《青玉案》最触动人心的现代诠释。

《苏州诗词三百首》的另一大显著特

色，是图文并茂、相得益彰。该书精心选

配了多幅古今名人字画作为插图，这些

古朴雅致的字画作品点染出人文苏州的

独特风韵。例如，《梁州序·过太湖》后附

唐寅绘《湖山一览图》，这是唐寅描绘太

湖的罕世佳作，将太湖山水的潋滟明净

描绘得淋漓尽致，其澄明磊落心境似与

王鏊情意相通；《游吴氏东庄》后附沈周

绘《东庄图册》四幅，十分可贵地记录了

明代东庄清旷疏朴的风貌，而东庄遗址

就在今望星桥东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阊门即事》后附徐

扬绘《姑苏繁华图》（局部），展现了盘门外吴门桥周边商贾

辐辏、舟船毗连的忙碌景象，令读者能够更加直观深刻地体

会明清时期苏州地区“黄金百万水西东”的水上贸易之繁华

兴盛。可以说，《苏州诗词三百首》同时也是一部诗画相衬、

典则俊雅的苏州人文图志。

苏州的文化史是一部诗史，也是一部中国文人精神与

心灵世界的变迁史。在苏州诗词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

到两千年来人的精神境界的嬗变；在诗与酒、霁月与清风、

田园与坊巷中，每位读者都可以与古人心灵相通、异代相

感。开卷吟咏，含英咀华，那月落乌啼的朦胧，阊门四望的

雄奇，江上舟摇的清愁，一幅幅情景交融的动人图景便在人

们的脑海中徐徐浮现。更重要的是，苏州诗词凝铸了一种

具有代表性的江南文化的品格，这是一种发现生活、追觅真

我的理想，是一种儒雅纯正、清丽俊逸的格调，是一种独抒

性灵、吟味风流的性情。《苏州诗词三百首》的编纂宗旨，正

是让苏州人复归诗意盎然的心灵家园，使这两千年的江南

文脉得以薪火相传、绵延不息。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自信的今日，承葆诗歌传统、赓续文化血脉更是具有重大价

值与长远意义。

“多情最是吴门月”，这澄练月光洒在古人的酒杯与心

怀，穿越岁月长河，千年之后依然映照今人、宛如初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