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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北京，万物并茂，美景

如画。

7月 24日上午，“首届国际

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诗

歌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

举行。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文学博

物馆，曾一路见证了中国现当代

文学的繁荣发展历程，而今它又

成为“首届国际青春诗会”这一重

大文学活动的见证者。

来自金砖十国的诗人们，语

言虽然不尽相同，文化背景也各

异，但他们因诗歌这一古老又现

代的文学形式而相聚在中国现代

文学馆，分享参加此次诗会的收

获和喜悦，共话文学与诗歌、青春

与友谊，共叙文明交流故事。作为

连接彼此心灵的桥梁，诗歌将大

家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让这场文

学、文化交流活动充满了温暖与

感动，成为所有与会诗人们美好

而难忘的回忆。

这是文化的交流——
“每位诗人都不应

忘记自己的根”

诗歌是最好的话题，跨越时

空，连接彼此。座谈会上，中外诗

人们争相发言，分享心得与感悟。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印度诗人尼基莱什·米什拉在发

言中，动情地念起中国诗人艾青

的著名诗句，他想以此向中国的

前辈诗人致以深深的敬意。

发现艾青，是尼基莱什·米什

拉在参观浙江文学馆时的意外收

获。他在馆内还读到了穆旦等浙

江诗人的作品，深受感动。

“此次诗会不仅向金砖国家

的每一位诗人敞开大门，让我们

得以一窥从古至今延续不断、充

满活力的中华文化，还将金砖各

个国家的文化芬芳融入中国这片

土地。”尼基莱什·米什拉表示，中

华文化深厚的底蕴是他此次行程

最大的收获之一。

他由此想起泰戈尔的诗句“从土地的束

缚中获得解救，绝不意味着树木的自由”，其

所表达的正是扎根对诗人的重要性，“每位诗

人都不应忘记自己的根”。

同样被艾青的诗作《我爱这土地》触动的

还有南非诗人盖蕾娅·弗雷德里克斯，她用

“高山仰止”形容对这首诗的感受。而通过此

次行程，她表示，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安居

乐业，中国到处都是青山绿水。

“杭州西湖的美无法用语言形容，中国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我大为震撼。”盖蕾娅·弗

雷德里克斯不禁思考，诗人要担负起怎样的

使命和责任，才能传承好古老的文明和智慧？

“我们只有知晓来处，才能明晰去处。记录历

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中华文化让人心潮澎湃”，已是第二次来

中国的伊朗诗人哈菲兹·阿齐米·卡尔胡兰谈

到中国与伊朗的相似之处，兴奋又激动。他表

示，这两个国家都是文明古国，都有着数千年

的历史，文化交流让彼此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哈菲兹·阿齐米·卡尔胡兰介绍说，伊朗重

要的文学与哲学著作已被翻译为中文，中国的

文学作品也有很多被翻译成波斯语，在伊朗广

泛传播。“今天，这些美妙的联系还在继续，伊

朗和中国的交流凸显了文明的交流互鉴，为今

后增进友好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首届国际青春诗会证明，它可以成为不

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一个闪亮的交汇点。”

埃及诗人穆罕默德·穆塔亚姆动情地向大家

分享自己的喜悦，数天的行程虽然不足以让

他了解到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但足够让一

个人跨过诗歌的桥梁，与宛若手足兄弟般的

诗人朋友更加亲近。“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感

谢诗歌。”

这是青春的对话——
“诗歌将我们永远联系在

一起”

西湖如画的美景、长城壮丽的景色、开幕

式上的同写一首诗……此次杭州与北京之行

的一个个难忘的瞬间、一幅幅动人的画面，无

不成为与会诗人们分享的话题，融入他们诗

意的语言和思绪中，犹如文化交流的“协奏

曲”，回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内。

此前一天，“望长城内外”诗歌朗诵会在

长城脚下举办。各国诗人们用各自的母语朗

诵诗作，尽管有时语言不通，却丝毫不妨碍大

家从中感受到韵律和力量。“我想，这就是我

所有的想象中，作为人类可能拥有的充满智

力和激情的最美好的链接，一个思想和情感

的共同体，同时有着休戚与共的命运。”中国

诗人戴潍娜说。

在戴潍娜看来，诗人总能在人群中迅速

识别出另一位诗人，“他们就像是高山上的蓝

血人，是珍稀物种，能够嗅出彼此。非常幸运

的是，这次我们不需要在孤独里彼此找寻”。

能有机会和远道而来的诗歌同行们在自己的

祖国相逢，让她特别感动。大家个性鲜明，虽

然有着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姿态、不同的文化

背景，却通过诗歌这一共同语言实现了美好

和谐的交流。

俄罗斯诗人叶芙根尼娅·乌里扬金娜同

样为能在诗会上见到这么多来自

不同国家的优秀诗人而感到高

兴。此次中国行，于她而言是一次

真正的发现之旅：参观博物馆，观

摩 丝 绸 制 作 ，还 顺 利 登 上 长

城……在所有这些发现的“宝藏”

中，最让她感到珍贵的还是友好

而热情的中国人民。

“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一切，就

没有这次美好的青春诗会。”叶芙

根尼娅·乌里扬金娜在发言中特

别感谢了诗会主办方，通过数日

的中国行程，她产生了比来之前

更多的好奇，这将会是她再次来

到中国的理由，为了更加深入地

了解中华文化。

来中国之前，沙特阿拉伯诗

人胡达·穆巴拉克抱有很大期待，

但真正的所见所闻还是超出她的

预期。“这样的诗会对我们每个人

找到共通的文化基础非常重要，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相似的诗意关

切。”胡达·穆巴拉克难掩激动心

情，“我们作为诗人，都有许多共

性。这绝不会是我的最后一次中

国行，中国将永远成为我的文化

和旅游目的地之一”。

“诗歌将我们永远联系在一

起”，诚如胡达·穆巴拉克所言，通

过此次诗会，诗人们真正接触到

友好又善良的中国人民，深切感

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而温

馨，幽默风趣的话语与真诚质朴

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不时激起阵

阵欢笑和掌声。多位诗人现场提

议，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类似的文

化交流活动，以加深彼此的理解

和情谊，更好促进文明互鉴、民心

相通。还有诗人受到此次活动鼓

舞，表示回国后也将在自己的国

家策划组织类似活动，并向在场

所有人发出诚挚邀约。

这是友谊的深化——
“成为相互拥抱的

朋友”

不少诗人表示，虽然相聚的时间短暂，但

他们记住了同伴们的名字，也彼此留下了联

系方式，还在关于文学、诗歌和文化的交流

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温暖的情

感充盈在会场之内，洋溢在每一位中外诗人

的微笑与对话中。

“诗人和艺术家是美的使者”，埃塞俄比

亚诗人费本·方乔如此感慨。她回想起自己乘

飞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出机场就见到志

愿者们热情而友好的微笑，旅途的疲惫瞬间

被洗去。在杭州和北京两地，金砖国家诗人们

彼此相遇，迸发出可爱而鲜活的生命力，让她

深感诗歌之雅和人性之美。她表示，将把这份

情谊带回祖国，分享给远方的家人和朋友。

与 伊 朗 诗 人 谈 论 波 斯 加 泽 尔 体 诗

（Gazal），向埃及诗人了解埃及著名诗人艾

哈迈德·邵基的情况，与埃塞俄比亚诗人谈论

埃塞俄比亚的诗歌朗诵比赛，得知中国诗人

鱼玄机竟然影响了她的巴西诗人朋友蒂亚

戈·庞塞·德·莫雷斯……巴西诗人安娜·鲁什

的此次中国行可谓收获满满。

现场，她回忆了与各国诗人的交往点滴，

认为此次诗会展现出一些“让时间再次停止”

的途径。诗人之间充满深意的对话，建起一座

恒久的友谊之桥。“如果说诗歌赋予无意义的

事物以意义，那么诗歌就是人类最伟大的发

明之一。诗歌承载着梦想和未来。”

西湖的荷花与阿联酋的国树牧豆树，这

两种迥异环境中生长的植物能带来什么启

示？这是阿联酋诗人哈桑·纳贾尔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作为一种抗旱物种，牧豆树可以在高

达50摄氏度的温度下生存，象征着沙漠中的

稳定与和平。哈桑·纳贾尔认为，来自金砖国

家的诗人无论距离多么遥远、差异多么巨大，

仍有许多共性，都能成为相互拥抱的朋友。

“我们都怀有同样的希冀，因他人的存在而变

得丰盈繁盛，这应该是我们在中国数日的共

同感受。”

谈到爬长城时感受到的那缕酷暑中的凉

风，哈桑·纳贾尔生动地将其想象成中国以充

满爱意的手，赐予与会诗人的友爱信息。“中

国留给我的美好回忆，将如荷花一样在我记

忆的高处盛开，又将如牧豆树一样扎根于我

记忆的深处。”

作为座谈会的特别环节，活动纪念牌的

颁发让诗人们激动异常。大家走到台前，接过

简洁而精致的活动纪念牌，每个人的脸上都

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这块纪念牌象征着中国

友人对外国朋友的深情厚谊，仿佛一块小小

的磁石，将中国与金砖各国青年诗人的心紧

紧连接在一起，激励着大家共同编织友谊长

存的纽带，书写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

合影环节，诗人们紧紧挨在一起，笑靥如

花，用最美的表情来记录这一难忘的时刻。

是文化的交流，是青春的对话，也是友谊

的深化。“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

场”用诗歌浚通人类文明的交流之河，搭建心

灵的沟通之桥，让多元多样的生活、情感、文

化、思想得以碰撞融汇。

相信此次诗会传递的青春诗意、收获的

真挚情谊、取得的丰硕成果，必将为增进国际

诗歌交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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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红墙宫阙在，入目怀古今。7月 24

日下午，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沙特阿拉

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中国等金砖

十国的诗人，来到了“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

国家专场”的最后一站——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宫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重要承载者，

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也是多

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诗人们漫步在金瓦

红墙间，亲身感受故宫的恢宏与磅礴，思接千载，

逸兴遄飞。在志愿者的讲解下，大家逐步了解到故

宫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穿过午门，来到太和殿，沿着中轴线一路向

北，眼前一座座美轮美奂的宫殿映入诗人们的眼

帘。最先吸引沙特阿拉伯诗人苏尔坦·戴特目光的

是午门的红墙和重重叠叠的汉白玉台阶，“它们在

视觉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这里的一砖一瓦都仿

佛在诉说历史的故事，每一栋建筑都彰显着中华

文化的灿烂辉煌，我不禁为中国古代工匠的精湛

技艺和巧夺天工的设计才华所折服”。

南非诗人姆多利西·涅祖瓦同样感觉不可思

议：“昨天我们登上了万里长城，今天又来到有着悠

久历史的故宫。随处可见雕刻精美的石狮子、珍禽异

兽，装点其间的花草树木……我已经完全被雄伟壮

观的建筑艺术和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所震撼。”

巴西诗人朱莉娅·汉森告诉记者，来中国前，

她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了解不多，在“打卡”了多

个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历史地标后，她逐步建立起

对中国更加多元立体的认知。“在故宫，我感受到

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源远流长。这里就像一本打

开的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了解到一个民族是如何

历经时间的考验不断成长，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我会把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带回巴西，让

巴西人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正值暑期，“吉光片羽——故宫博物院藏清代

宫廷雕版文物展”“廷壁生辉——清宫旧藏挂屏

展”等展览吸引诗人们停步参观。他们在精美的文

物前细致端详，从纹理和工艺中品味中国古人的

智慧和匠心。埃及诗人娜贾特·阿里说：“这些展品

精美华丽、细节丰富，凝聚了中国清代手工艺制作

的精华。展厅中设置了多块多媒体屏幕，通过视听

形式展示有关挂屏的来源、工艺以及陈设场景。这

令我感觉十分新奇，也充分体会到传统工艺和现

代科技的碰撞。”

在两个小时的参观访问中，故宫的建筑风格

和文物藏品给诗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大

家表示，此次探访故宫，不仅沉浸式体验到中国古

代建筑的宏大辉煌，也切身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都将成为他们今后创作的

宝贵素材，也将成为他们与更多人分享中国历史

文化的重要切入点。

从远隔重洋到山海相通，从各美其美到文化

交融，此次故宫之行为“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

砖国家专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以诗为媒，以文

通心，相信未来金砖国家诗人们的友谊会历久弥

新，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将更加紧密地连接五洲

四海。 （杨茹涵）

“啊！长城！太美了……”当逶迤行走在群山

之上的长城跃入眼帘，坐在大巴车上的外国诗人

们情不自禁发出阵阵赞美的惊呼，脸上的表情也

越来越兴奋。

参加“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

的外国诗人绝大多数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看到被

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发出这样

的惊叹自然是不足为奇。

惊叹只是开始。当他们完全无视蒸腾的暑

气，在烈日暴晒下登上长城，极目远眺——长城，

宛如无尽的旋律，流淌在苍翠的群山之上。如此

壮美的风景，和脚下见证过千百年历史风云的城

砖、高耸的箭楼、一言不发的城垛，瞬间打开了诗

人们灵感的闸门。

他们在长城上兴奋地四处奔走，好像在找寻

着什么；他们搂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石碑合影，

急于请它证明自己是“好汉”；他们像一位位千年

前的将军一样，站在高处，手舞足蹈，用各种各样

的语言朗诵自己的诗歌。

这是一幅多么奇妙的胜景！长城之上，人流

如织。外国诗人们汇入无数友好的中国游客之

中，共同感受着历史与现实交汇、文明与文明相融

的奇妙时刻。长城，这座千年前用来抵御外敌入

侵的雄伟城防，今天敞开了怀抱，热情迎接着金砖

国家的诗人们。它已经成为一条文明的纽带、友

谊的纽带、诗歌的纽带！

今天，来自金砖国家的如此之多的青年诗人

相聚于此，这在长城的千年历史中尚属首次。这

些青年诗人为长城——这个地球和人类的奇迹，

献上了青春的诗歌，无疑开启了文明交流的全新

篇章。正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施战军

所说，这些年轻的诗人朋友，以诗歌与青春为媒

介，建造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美好通道，建造的是

令人赞美、长久记住的诗歌长城。

印度诗人尼基莱什·米什拉激动地说：“站在

中国的万里长城之巅，这体验实在太超现实了！

我的梦想是此生至少登上一次长城。谁知道，有

朝一日我竟能在这里吟诵我的诗篇！”

阿联酋诗人哈桑·纳贾尔说：“在伟大的长城

上，我们竟然在酷暑中感到了习习凉风，我想，这

正是中国以充满爱心之手，赐予我们的友好信

息。长城以及中国留给我的美好记忆，将在我的

灵魂深处盛开。”

这是“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

在杭州取得巨大成功后，又在北京掀起的文化交

流与文明碰撞的热潮。

从长城上下来，诗人们仍不尽兴。还好，一场

诗歌朗诵会早已准备就绪，为诗人们提供尽情挥

洒才情的空间。7月23日下午，一场以“望长城内

外”为主题的诗歌朗诵会如约举行，来自金砖十国

的诗人们登台朗诵了自己的作品。施战军出席活

动并致辞。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诗刊》社

副主编王冰，以及参加“首届国际青春诗会”的诗

人等参加。朗诵会由《诗刊》社编辑部副主任彭

敏、编辑赵四共同主持。

巴西诗人西达·佩德罗萨、安娜·鲁什、朱莉娅·

汉森、卢比·普拉特斯、蒂亚戈·莫赖斯，俄罗斯诗人

安德烈·切尔卡索夫、叶芙根尼娅·乌里扬金娜，印

度诗人普里特威拉杰·陶尔、尼基莱什·米什拉，南

非诗人姆多利西·涅祖瓦，沙特阿拉伯诗人哈特姆·

谢赫里，埃及诗人谢里夫·沙斐伊，阿联酋诗人谢

哈·穆泰里，埃塞俄比亚诗人策加耶·吉尔梅等用母

语朗诵了诗歌，表达了对长城的敬畏和对中国文化

的热爱。在他们看来，诗歌是一种跨越交流障碍和

文化隔阂的通用语言，在长城这一象征中国悠久历

史和灿烂文化的地标上朗诵诗歌，不仅可以让世界

各地的人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也能通过诗歌

激发人们对不同文化深层次的理解和探索，是对文

明多样性的一种肯定和尊重。

普里特威拉杰·陶尔朗诵了自己的诗作《活着

变成了燃烧》《她》。他说：“感谢中国作家协会为

国际诗人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忘而美好的活动，让

大家有机会来到古老的长城朗诵他们用不同语言

创作的诗歌。诗人有责任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

流与对话，今天的活动正是这一责任的体现。”作

为一位马拉蒂语作家和主持人，他对此次各国诗

人带来的作品印象深刻，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许

可，将这些诗歌翻译成马拉蒂语，回国后出版一本

包含各国诗人作品的马拉蒂语合集。

而在这场跨时空、跨文明的对话中，中国诗人

卢山、李啸洋、杨碧薇、张二棍、肖水、赵汗青、刘

康、余退、张小末等也积极回应，通过朗诵自己的

作品，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魅力。他们

表示，长城作为中国的象征和世界文化遗产，是传

承和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场所，在长城上朗诵中

国诗歌，不仅可以展示中国诗人的风采和中国文

学的创造力，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和

弘扬，彰显出中国文化的自信和开放。他们的诗

歌中蕴含着对自然、历史、文化的深刻思考，也表

达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永恒追求，与外国诗人

的作品形成对话和共鸣。以诗歌为媒介，他们与

世界各国的诗人探讨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和精神追

求，加深了对不同文化的认知和欣赏，也增进了与

世界文化的联系与沟通。

望长城内外，青春的梦想在群山的怀抱中绽

开，美好的诗句在古老的砖石间激荡。

徜徉历史长河 领略文化之美
——记“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诗人故宫行

“谁知道，我竟能在这里吟诵我的诗篇！”
——“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举行“望长城内外”诗歌交流活动

□本报记者 王 杨 李英俊

参加“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的诗人在长城合影 《诗刊》社供图

创作更多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的优秀作品
（上接第1版）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每一个都是恢宏的文化空间，每一

个都包括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是连续的、不可分

割的整体。这就要求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管

理上，推动体制机制上的合纵连横，实现工作内容

和工作领域的深度融合，坚持系统观念、系统集

成、系统推进，加强统筹协调、整体融合、统一高

效，形成合唱合奏和大力出奇迹的效果。”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纪红建说，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一

项专题进行了全面部署，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放在显要位置，为广大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提

供了全面指引和根本遵循。报告文学是时代的号

角，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全会精神作出最好的理

解与贯彻，就要面对时代巨变，保持时代敏感、历史

眼光、应变能力，不断构建文学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走进人物内心、走进事件现场、走进真实

生活，真切地感知、判断、把握，把这个时代最令人

感动的精神、最显著的变化、最鲜明的特质表现出

来。“报告文学是使命文学，也是行走的文学。未来

我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田野调查、实地勘察、现场采

访，行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不断提升文

学创造创新能力，努力写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

文学作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新篇章。”

（本报记者徐健、王觅、路斐斐、康春华、刘鹏

波、杨茹涵、王泓烨集体采写，刘鹏波统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