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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随着开幕大戏《俗世

奇人》在保利剧院的上演，为期

四个月的大戏看北京·2022 第

六届老舍戏剧节正式开启，20

余场演出、50 余场活动在保利

剧院、 天桥艺术中心、 吉祥戏

院、首都剧场陆续展开。

《俗世奇人》改编自冯骥才

同名短篇小说集， 由黄维若编

剧、 钟海导演、 刘敏涛领衔主

演。 该剧历经八年筹备，集结了

戏剧界各路“奇人” 共同打造，

以京津地区运河流域的故事为

历史背景， 写了 54 个各具特色

的奇人异事。

在剧目甄选上，老舍戏剧节

始终以文学为核， 本届戏剧节

展演剧目更确立了 “大戏、好

戏、首演戏” 的选剧标准。 主办

方北演公司总经理郭盛惠介

绍， 本届剧目展演分为文学佳

作、梨园百花、国际视野、后浪

新声和校园涟漪五个单元，已

开票在售的包括话剧 《红高粱

家族》、陈佩斯话剧《惊梦》、改

编自东野圭吾原著的 《虚像的

道化师》。 而根据列夫·托尔斯

泰原著改编的音乐剧《安娜·卡

列尼娜》中文版，则成为本届戏

剧节的闭幕大戏。

戏剧节闭幕盛典暨戏剧之

夜计划于 12 月中旬在天桥艺术

中心举行。

李俐

《俗世奇人》揭幕老舍戏剧节

文艺离不开时代气血的滋养。充

沛的时代气血能够激活诗人对生命

的感悟力，激发他们蓬勃的创造力。

历史早已翻开新的篇章。 百年前

不彻底的“诗界革命” 搁置了“新语

句” 的追求，使“新意境” 的理想落入

了古人“诗意翻新” 的套路。 一百多

年来，语言背后的思想观念、思维方

式、 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

此要想让中国诗歌呈现出全新样貌，

必须为诗歌找到彰显当代性的原动

力。

王国维借鉴叔本华的生命意志

论， 把意志与欲望、 意境联系起来， 提出

“意即欲 ” 。 此 “欲 ” 不是七情六欲的

“欲” ，而是生命意志。对诗歌创作而言，感

性欲望是触发、启动创作的开关，理性是把

感性欲望的野马变成千里马的缰绳。 诗歌

创作等文学活动是感性和理性相互较量的

产物。诗人只有具备顽强的意志，才能激发

历史理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让

作品焕发出时代活力。当今时代，物质生活

空前丰富，人们的感性欲望也空前膨胀，这

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火花。 但伟大的

诗人，应该用理性驾驭欲望，以作品有限的

容量，为时代提供精神营养，表达对人类无

限的终极关切。

雨果曾说，为艺术而艺术

固然好，更好的是为进步而艺

术。 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者而

言，可以追求高超的技巧和精

美的形式，但诗歌一定要有充

实的内容。 具体而言，诗词要

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主动

书写当代人的酸甜、 苦辣、冷

暖；“太写实” 的诗词要勇于

打开想象的翅膀， 立足境内，

创造“境外之境” ;“太破碎”

的诗词要站稳立场，敢于为理

想塑型、造境，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

力量。

诗词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地，也

是文化创新的前沿阵地。 目前来看，

中国诗歌界正走在创新求变的道路

上， 很多诗人正在从 “探索小道末

技 ” 走向“追求大道” ，从“小我书

写” 走向“大我书写” ，这说明中国

诗歌正在进行转型。 我们相信，经过

创作者的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迎来一个群星璀璨的新诗歌

时代。

宋湘绮

中国诗歌：

从“小我书写”走向“大我书写”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我国曾涌现出大量杰出诗人和无数优美诗篇。伟大的诗人和优秀的诗作，共

同构筑起一座座文学的丰碑。

近年来，诗歌再次热起来，各种诗词类节目火遍荧屏，大量的诗歌节、诗歌奖遍地开花，“写诗” 已经从一种

曲高和寡的精英行为变成普通人动动手指即可完成的日常表达。

读诗的多了，写诗的多了，诗歌日渐走进大众，这本是好事。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目前诗歌数量虽

大，但质量参差不齐，诗歌创作中存在着无韵、无趣、无美、无义、无理、晦涩等问题。 因此，在继续鼓励诗歌走向

大众的同时，我们还应引导人们提升美学素养，鼓励创作者提高作品质量，让中国诗歌从“高原” 迈向“高峰” 。

深入生活： 以梦为马，突破现实局限

梦想是梦境中才能实现的理想，

意味着更美好的可能性。“小舟从此

逝，江海寄余生” 是对功利现实的突

破；“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是

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的弥补。 伟大的诗人总有浪漫的理

想， 优秀的作品也多寄寓着美好希

望。

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创作者而言，

要想创作出优秀作品， 既要有古人

先贤的那种浪漫想象力， 又要让梦

想照进现实， 把理想与现实统一起

来, 既做 “理想家” ， 又做 “写实

家” 。

王国维说：“自然中之物， 互相

关系，互相限制。 然其写之于文学及

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 、限制之处 。

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 又虽如何

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

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 故虽理

想家，亦写实家也。 ” 这段话可以当

作诗词创作的方法论。

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彼

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紧密。 在

“地球村” 里，古今中外的诗学思想

交流碰撞空前密切，这为当代诗人博

采众长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具体创作

中，诗人不仅要关怀现实，还要写出

立足有限性， 同时又具有理想性、创

造性的作品。

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富于

哲学意味， 诗所要揭示的是内在必

然性、规律性、普遍性，这与咱们中

国人所说的“道” 的思想有点类似。

形上得“道” ，形下才有路。“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道”

是“路” 的终极追问。“道可道，非常

道。 ”“道” 瞬息万变，而“诗” 是诗

人创作瞬间的悟“道” 得“意 ” ，意

之所向，随物赋形。 所有这些其实是

说，诗歌创作要追求“意境” 。

意境通过意象呈现，意象又来源

于现实生活中的“物” 。 问题是，古

今时空环境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

化，生活中的意象早已改变，即便是

相同的意象， 所承载的意境也可能

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当代诗词创作

不能“太拟古” ，而要以“两创” 理

论为指导，扎根当代生活，深入生活

现场，触摸时代的痛点 、泪点 、兴奋

点。 唯有如此，诗歌创作才能摆脱旧

语境，创造出新的意象和意境。

百年前，梁启超先生提出“诗界

革命” ，主张“新意境、新语句、古风

格” ， 还试图通过对诗歌、 小说文体

的改良，架起由艺术实践通向社会实

践的桥梁，达到“新民”“新人” 的目

的。 但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很多人发

现“新语句” 和“古风格” 难以兼顾，

因为“新语句” 不仅涉及新名词，还

涉及新句式、新意象、新思维、新观

念。 其中，新思维和新观念尤为重要，

如果不能树立新思维、新观念，即便

使用再多“新句式” ，创造再多“新

意象” ，也很难创作出“新语句” ，更

难创造出“新意境” 。 从某种程度上

讲，正是由于当时很多创作者没有完

全树立起新思维、新观念，所以“诗界

革命” 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对于今天的诗歌界而言，百年前

的“诗界革命” 仍有借鉴意义。 诗人

不仅是诗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创造

者之一。 从“高原” 迈向“高峰” ，不

仅取决于诗人个体的水平、 能力、见

识，也与一个时代诗人群体整体的精

神标高有莫大的关系。 当代中国诗歌

界要想再现群星璀璨、佳作涌现的生

动局面，应该在整体境界上先有一个

大的提升。

境界是什么？ 我们不妨从唐诗宋

词这些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中寻找

答案。 比如，宋词的高峰是范仲淹、王

安石、苏轼等一批伟大诗人共同创造

出来的。 这些诗人不仅在诗词创作上

成就卓然， 也在现实中建功立业，勇

于承担各自的历史使命，是“写实家

亦理想家” 的典范。 “写实家亦理想

家” 意味着既要立足现实、 掌握规

律，还要合乎自然、合乎大道，又要

“邻于理想” ，敢于大胆构思畅想，这

就是境界。

简言之，境界在境外，不在境内，

也就是说，诗歌创作要突破诗歌界自

己的小圈子，走向历史、国家、社会的

大天地， 要将对诗歌艺术的 “小追

求” 融入对家国情怀的“大追求” ，比

如，“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就是

突破现实局限、 勇于创造 “境外之

境” 的典范。

再过许多年， 后人会发现 21 世

纪中华诗词的高峰之作，一定具有这

样的特点———不是眩晕、内卷、躺平，

而是能提供治愈这些症状的良方。

坚守理想： 创造“境外之境” ，走向广阔天地

呼应时代： 追求大道，将创新进行到底

纸笺加工技艺是传统造纸工艺技术

的延伸与发展，通过对纸张进行再加工，

使纸的质地更优良、外观更精美。

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的一个纸笺加

工技艺传习基地， 多年来致力于粉蜡笺

的制作及工艺传承，在此基础上，又相继

恢复了泥金笺、朱砂笺、流沙笺、刻画笺

等一系列传统纸笺加工技艺， 让古法造

纸技术获得新生。

新华 / 传真

纸笺加工技艺传习基地的工人在粉蜡笺上进行描金。

爱好者在体验流沙笺的制作工艺。

新华社电 为充分发挥高

校文化传承创新的优势与作

用， 山西省教育厅在全省高校

范围内开展 2022 年全省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 ，到

2023 年年底， 在全省范围内建

设 100 个传承基地。

传承项目包括民族民间音

乐、民族民间美术、民族民间舞

蹈、戏剧、戏曲、曲艺、传统手工

技艺和民族传统体育等。 在课

程建设中，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课程纳入高校公共艺术和公

共体育课程体系， 组织各地民

族民间艺术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民间艺人、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传承人， 面向非艺术类、

非体育类专业学生开设门类多

样的专题讲座或选修课。

同时，山西将整合学校和社

会资源，建设 1 个以传承项目为

主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

工作坊。 加强以传承项目为重点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

并利用基地建设丰富的师资和

课程资源，辐射带动当地中小学

校和社区，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普及教育活动。 魏飚

山西：

将在高校建设100个基地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聚焦

纸笺加工 技艺传承

工人在进行纸笺加工的提挂工序。

日前，60 岁的冯远征以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新任院长和话

剧《杜甫》导演及主演的双重身

份，出现在媒体面前。 他已被正

式任命为北京人艺 70 年建院历

史上的第五任院长， 也是北京

人艺有史以来第一位演员出身

的院长。 经历过曹禺、刘锦云、

张和平、 任鸣四位院长领导的

冯远征， 今年原本将从副院长

的职位上退休， 如今却伴随着

新的身份和使命， 将挑起更重

的担子，为北京人艺继续工作。

冯远征第一次以人艺院长

的身份公开亮相， 选择出现在

其导演并主演的话剧《杜甫》的

发布会上，体现了他对戏剧舞台

和演员身份的深厚情感。 这也

让所有观众都可以期待：冯远征

即便担任院长，也依然会以演员

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

据了解，冯远征是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

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宣

部“四个一批人才” 、上海戏剧

学院客座教授、北京电影学院客

座教授。 冯远征于 2015 年获全

国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于

2018 年荣获中国电视艺术工作

者德艺双馨奖。 王润

冯远征就任

北京人艺第五任院长

《杜甫》9月 23日起在首都剧场公演，冯远征在剧中演杜甫。（资料图片）

在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上，第

十九届群星奖入围作品实力“圈

粉” ，这些作品集中呈现了我国群

众文艺繁荣发展的最新成果。

群星奖是文化和旅游部为

繁荣群众文艺创作、推出优秀群

众文艺作品、促进群众文化事业

繁荣发展、提升全民文化艺术素

养、激发全民文化艺术创造活力

而设立的国家文化艺术政府奖，

自设立以来， 推出了 3600 多部

优秀群众文艺作品， 为广大人

民群众展示艺术才华、实现艺术

理想搭建了国家平台。

目前， 第十九届群星奖音

乐、舞蹈、戏剧、曲艺、广场舞、

群众合唱团队等 6 个门类的获

奖名单已向社会公示。

为顺应群众文化活动的新

趋势、新特点，本届群星奖首次

将广场舞、群众合唱纳入评奖范

围。 湖北省选送的广场舞《舞起

来》节奏动感明快，舞蹈编排融

合时尚元素和土家族摆手舞民

族特色，让人耳目一新；上海市

的广场舞代表队是一支平均年

龄 58 岁的“阿姨舞团” ，她们的

作品《弄堂烟霞》展现了海派风

格的优雅。“参演作品经过重重

打磨，让人感受到了群众文化的

勃勃生机、 昂扬活力与灿烂多

彩。 ” 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

郑海鸥

第十九届群星奖———

首次将广场舞、群众合唱

纳入评奖范围

民族民间文化

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