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3·15”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之际，“维权”绝对是大家口

中的热词。继呼吁设 2 月 12 日

曹雪芹忌辰为“作家节”给全体

作家放假一天，以及成立“作家

不送书联盟”得到作家群体的

广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热切关

注之后，作家张一一再度发起

“作家占领文化版面”行动，呼

唤 社 会 各 界 多 多 关

注、关心、关爱作家

这一“弱势群体”，而

不 要 再 过 多 关 注 娱

乐新闻。

如 果 从 媒 体 座

上 宾 特 别 是 报 纸 文

娱 版 面 上 的“ 曝 光

率”来看，不能时刻

成 为 媒 体 焦 点 的 作

家 确 实 有 点 弱 势 。

正如张一一所言，现

在很多报纸设有“文

娱版面”，把文化和

娱 乐 版 面 混 在 一

块 。 因 作 家 多 习 惯

保 持 低 调 而 艺 人 都

善于宣传炒作，结果

导致有娱乐无文化，

娱乐完全覆盖文化。

而网 络、视 频、杂 志

等 媒 体 又 多 采 用 报

纸 的 新 闻 源 ，从 而

出 现 艺 人 越 来 越 众

所 瞩 目 而 作 家 越 来

越 被 人 遗 忘 的 恶 性

循环。

作为媒体人，笔

者虽不认同这类“得

媒体者得天下”、片面

夸大媒体“伟力”的言

论，但也不否认一些

都市媒体的“文娱版面”“文”字

打头、“娱”字纵情，在过分强调

版面对读者眼球的黏性的过程

中，用明星取代了学者，用绯闻

消解了事实，用肤浅模糊了真

知，从而造成“文娱版”文事不坚、

娱事过重的现象，这也难免遭到有

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从名实不符

的尴尬境地来看，“文版维权”理所

当然，因为这不仅有利于遏制当下

娱乐新闻报道的庸俗之风，而且可

以高举文艺批判的大旗，彰显舆

论的导向作用。

事 实 上 ，现 在 一 些“ 文 娱

版”各类爆炸性、耸动性报道及

标题变着花样轰炸读者的视觉

神经，也错乱了应有的价值判

断标准。各类事件，包括私房

照、学历谜、名人对骂等乱象层

出不穷，而其发生的背景和本

质却少有深度剖析。即便是一

些 与 娱 乐 新 闻 分 离 的 文 化 周

刊，有收藏没鉴赏、有书讯没书

评、有文章没观点的现象也不

少见。俯下身段处处得见与孔

方兄的亲密接触，却少了抬头

对星空的仰望。

“文娱版”要立

得住，要有十足的

文化味，离不开有

深度的文化类新闻

及其背后的文化学

者。有人将社会文

化圈分为三层，即

上层官方文化圈，

下层草根、民间文

化 圈 和 中 层 的 精

英、知识阶层文化

圈 。 目 前 的 现 状

是，上下两层相对

发达，而中层或向

上 投 靠 或 向 下 迎

合，应有的独立、协

调作用没有发挥出

来。而要挖掘具有

“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真学者的

真知灼见，需要构

建争鸣的舞台，提

供 思 想 战 斗 的 平

台，对此“文化版”

应当有所为。

从某种意义上

说，“占领文化版”

靠的是思想深度，

因此并不需要具体

到某一类人身上。

作家也好，教授也

好，甚至初出茅庐

的学者也好，真知面前，人人平

等。同时，“占领文化版”也不

是要城头变幻大王旗，先给娱

乐新闻扣上浅薄的帽子再把它

赶出文化新闻圈，而是在保持

其可读性与趣味性的同时，通

过深度解析，发挥娱乐影响人

们文化素质的作用。

只讲市场的版面往往会最

终丢掉市场，错误估计读者的

品位也将损伤媒体的公信力和

影响力。从这一点上来讲，“作

家占领文化版面”的口号不仅

是对一些娱乐新闻沉醉于低斟

浅唱的断喝，也是对“文娱版”

可持续发展的殷殷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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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涉 在 路 上
——冯其庸先生的学术生活

李 虹

动 态

感受诗思的生动和悠远
张志勇

北大举办“中国传统礼乐文化”讲座

中西文艺美学的
相通与相异

孙 婧 周才庶

对一个传统文人来说，读书

与著述大概占据了人生的大半时

光。而对冯其庸先生来说，不断

行走，不断探索历史与现实之间

的真相，不仅与著书立说一样重

要，甚至还是一切论述的基础。

1986 年，冯其庸先生虚龄 64

岁，第一次来到新疆。从天山以

北唐代的北庭都护府故城，到玄

奘西行之路，从吐鲁番交河、高昌

故城，过焉耆，到库车。奇特的大

漠风光让冯老激动，写下“看尽龟

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他

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

的诗句。此后二十年中，他十次

入疆，三次登上帕米尔高原，曾经

去 过 海 拔 4900 米 的 红 其 拉 甫 关

口，也到过海拔 4700 米的明铁盖

山口，深入大漠，横穿罗布泊。范

敬宜先生赠诗说他“校罢红楼梦

未赊，霜毫一掷走天涯”。

冯其庸先生虽因红学研究而

著名，却并不是一位书斋里的学

者。就像一位始终跋涉在路上的

行者，行走，是冯老人生自始至终

的一种选择。它既是一种生活状

态，也是在学术之路上的精神追

求；既是他在现实与理想间来回

穿梭的凭藉，也是他不断追寻历

史真相的方式。他在选择文学与

艺术作为表达自己丰沛情感方式

的同时，又以自己的脚步不断丈

量着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距离。

博览专精拓津途

冯其庸先生出生在无锡前洲

镇，他原名宗炎，小名三男，后改

名迟，字其庸。少年时代家境贫

寒，生活异常辛苦，但“每到秋天

晚上，篱豆花开，拿一盏灯，钻到

篱畔屋角，循蟋蟀声而往”，乐在

其中。后来，冯老给自己的书斋命

名为“瓜饭楼”，也是为了纪念那段

以南瓜果腹的日子。

冯老很小便喜欢读书。兵荒

马 乱，学 校 常 常 停 课，在 每 天 种

地、放羊、割草之外，能坚持自修

并不容易。在几年时间里，冯老

陆续读完了《史记精华录》、《古文

观止》、《六朝文挈》、《唐诗三百

首》、《古诗源》、《秋水轩尺牍》、

《雪鸿轩尺牍》、《夜雨秋灯录》、

《浮生六记》、《东周列国志》，以及

《封神演义》、《三侠五义》、《七剑

十三侠》等书，还曾让家人从苏州

带《西青散记》、《陶庵梦忆》、《西

湖梦寻》、《琅嬛文集》，还有万树

的《词律》等。从《三国演义》到

《水浒传》，从金批本《西厢记》到

《古诗源》、《水云楼词》，这些书没

有一定的方向与类别，纯粹只是

因为兴趣使然。有些书当时未必

读得懂，但冯老说，书不能等你懂

了再去读，不懂也要读，读熟了，

就会懂了。而其实有许多古书，

即使后来算是懂了，也不见得全

懂，因为内容太深奥了。

1946 年，冯老转考无锡国专

被录取。在近代教育史上，无锡

国专的建校时间虽然不长、学校

规模也不大，但却是当时书院式

学 校 的 典 范 。 这 所 由 唐 文 治 在

1920 年一手创建并相伴始终的书

院，因为与后来一大批一流的文

史学者相关而著名。唐文治认为

学生质量有赖于教师的水平，因

此无锡国专所聘教授均系著名学

者文人。他还主张招生要“少而

精”，学习要由博返约，循序渐进，

提出厚植基础，所谓扎扎实实打基

础，博览专精拓津途。因此，冯老在

国专三年受到了严格的传统教育，

特别是古典文学、文字学、目录学、

史学等课程，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

定了基础。国专三年，冯老不仅与

同学一起组织“国风诗社”，创办诗

词刊《国风》，还完成了《蒋鹿潭年

谱》的撰写。冯老曾在接受采访时

说，无锡国专培养了他对做学问的

浓厚兴趣，确定了他一生的奋斗

方向，眼界和胸襟都大大开阔。

孜矻于红学领域

1954 年，冯其庸先生调任北

京，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对于

《红楼梦》，他仅在少年时代浮光

掠影读过，没有感悟，甚至没有兴

趣。无锡国专迁徙上海时，刘诗

荪先生也曾开过《红楼梦》的专题

课，但彼时因正专注于蒋鹿潭的

《水云楼词》，因而没有去听课。

刚到北京，正是对胡适、俞平伯等

学术研究进行批判反思的时期，

冯其庸先生跟随这场运动对《红

楼 梦》在 文 学 批 评 上 有 所 反 思。

随着“文革”开始，他前往江西干

校，人生辗转，意外频出，命运随

之起伏，对《红楼梦》的兴趣再次

中断。等回到北京时，已是 1972

年年底了。虽然无端浪费的时间

无法追回，但正所谓“福祸相倚”，

莫名的苦难却引发了他与《红楼

梦》在心灵上的回应，真正领悟到

小说中描写的跌宕与悲凉。1973

年8月，随着评红热潮的兴起，冯老

被北京市委宣传部调至评论《红楼

梦》写作组，在香山宏光寺开始了

他与《红楼梦》的初步缘分。

受学术训练与个人兴趣的影

响，冯 老 在 红 学 研 究 中，用 功 最

多、着墨最重的在作者家世的考

证与小说钞本的研究以及校订注

释《红楼梦》读本上。由于《红楼

梦》本身所具有的争议性与百科性，

使它在小说的学术研究中具有独特

价值与地位。其中，发现并考证具

有史料价值的文物，从而更深入地

体会小说作者的创作心境，更了解

小说产生的社会环境，是红学研究

中不可忽略的基础。因此，冯老在

家世历史 的 发 掘 上，着 力 最 多。

1963 年，他在故宫文华殿看到《五

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一面之

缘后便不知所踪。后来一个偶然

的机缘中，他借到了一部五庆堂

老谱的钞本，便一路追踪查找，从

而得到一大批文献资料，丰富了

红学研究的史料基础，并廓清了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而非丰润的说

法。为了验证祖籍地，他四次前

往辽阳，并在河北涞水县张坊镇

沈家庵村终于找到了五庆堂的曹

家大坟。他说，真实的史料往往

经得起任何细节的验证。

随着有关《红楼梦》各种史料

的发现，冯老怀着对曹雪芹流离

身世的同情与敬仰，结合文献典

籍与考古文物，以传统学术中的

考证方法，对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论证。特别是随着各种钞本

的发现，分析探讨抄本之间的异

同，确定抄本出现的时间与彼此

之间的渊源，成为红学研究中的一

大课题。在对《红楼梦》进行校订

时，通过比对各抄本之间的异同，冯

老先后写出了对庚辰本和己卯本的

考证文章，并对甲戌本、列藏本等抄

本进行了比较。这些调查研究为读

者更深入地理解小说并了解小说

创作背景提供了可能，并促进了

《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化转型。

但事实上，持续寻找并发现

与《红楼梦》相关的史料并不是件

十分容易的事情。受某一时期社

会环境与风气的影响而进入红学

或知难而退放弃红学研究的人，

都不少见。也因此，人们才对几十

年孜矻于红学领域的前辈学者充满

无比敬意。冯老曾说，《红楼梦》是

一部百科全书，值得研究千百年。

从文学史研究到近五十年的红学研

究，从四处漫游到专注一处，学术视

野由博返约，是与当年钱穆先生讲

座上传授的学术态度暗自契合，也

是冯老对传统学术的自我选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随着西部文物的不断出土，

对西部文明的关注重新激发了冯

先生自少年时代起即感怀于胸的

西域情结。不论是边塞诗里的大

漠风光，还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

传》里惊心动魄的取经勇气，都一

直震撼并吸引着他。

冯先生一直认为，做学问，不

能只在书斋里做，尤其是碰到历史

地理方面的问题时，是需要切切实

实进行调查的。因此，不论是对《红

楼梦》家世的考察，还是关于项羽之

死的考证，还是对玄奘东归之路的

确定，他都认真地做了实地调查。

他说，不亲历，不放心，走过一遍，心

里才踏实。正是这种不迷信典籍，

对追寻历史真相充满渴望的精神，

才让他从追寻曹氏祖籍，一路走

到探访玄奘东归的路上。

如果说在红学研究领域，冯

老通过实地考察，最终取得的是

《曹雪芹家世新考》这样的成果，

那么在走访新疆，重走玄奘之路

之后，除了确定玄奘东归入境的路

线之外，他对西部地区的考察更多

地凝结在绘画、摄影等艺术创作

中。与学术研究不同，冯老对书画

创作的兴趣远在孩童时期便开始

了。虽然没有接受正规的艺术训

练，但他却一直未曾放弃过对书

画的学习与热爱。尤其是在走访

新疆之后，异域独特的景色常常

让他惊叹，转而以绘画的形式表

达出来。刘 海 粟 先 生 对 此 也 颇

为赞赏，曾对冯老所绘的葡萄题

诗曰：“泼墨葡萄笔法奇，秋风棚

架 有 生 机。”领 悟 艺 术 门 类 彼 此

相 通 之 处，与 冯 老 搜 尽 奇 峰，胸

有丘壑不无关系。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对冯先生而言，生命在浩瀚的典籍

与无边的疆土中不断行走，从无锡

开始，阔大于北京，延伸于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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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艺术研究院聘为首批终身研究员国艺术研究院聘为首批终身研究员。。去年去年 1212 月月 1919 日日，，在首届在首届““中华艺文奖中华艺文奖””的颁奖典礼上的颁奖典礼上，，他与王昆他与王昆、、刘国松刘国松、、汤晓丹等汤晓丹等 1010 位当代中国杰出的艺术位当代中国杰出的艺术

家一起家一起，，荣膺荣膺““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本文记叙了冯先生坚忍与执著的治学态度本文记叙了冯先生坚忍与执著的治学态度、、高洁的品格以及硕果累累的学术成就高洁的品格以及硕果累累的学术成就。。

文艺美学的学科归属、中西

文艺美学的发展状况和关系、全

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艺美学研究

等是近年来文艺美学研究中一直

备受关注的话题。四川大学冯宪

光教授等所著洋洋 90 万言的《全

球化文化语境中的中西文艺美学

比较研究》作为四川大学“211”项

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成果，对这些问题做出了

细致扎实的解答，进一步推进了近

年来学界对文艺美学的研究。

全书共分两编，每编又分为

上中下三篇。该书导论回顾了

“文艺美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

成长历史，从宏观角度确立了全书

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编从整

体上对中西文艺美学进行了概述，

论述了以王国维、朱光潜、宗白

华、蔡仪、王朝闻等人为代表的中

国现代文艺美学，以及以休谟、康

德、英伽登、杜夫海纳、海德格尔、

维特根斯坦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

代文艺美学。此外，还进行了中

西文艺美学的范畴比较，如写意

与表现、气韵生动与生气灌注、比

兴和隐喻、神通和通感、秘响旁通

与互文性等等。第二编则从文学、

绘画、音乐三大艺术门类进行了中

西文艺美学的比较研究，从整体

的理论范畴进入到具体的研究

范围中。

该书指出，“文艺美学以艺术

中的具体审美经验为研究出发

点、学科的逻辑支撑点。”这是它

与哲学美学、艺术哲学的研究范

式的根本差异，同时，也是它与文

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的不同。

该书还将文艺美学研究置入全球

化的语境中。由于将一个独特的

国度文化纳入全球的视野中，势

必就会产生比较研究的必要性。

对文化的比较，该书坚持一种平

等的交流与对话态度，正如书中

所言：“比较研究是一种双向的超

越，即我通过引入与自己不同观

念的‘他者’，走出自己的局限，扩

大自己的视野，而他也通过引入

与他不同观念的‘我’，突破他原

来的局限，获得新的认识，实现对

自我的超越。”该书在全球化语境

下展开对文艺美学的比较研究，

审时度势，既对文艺美学自身提

出了要求，又拓展了文艺美学在

学科上的发展。

作者精心选择了中国艺术土

壤中长期兴旺的文艺美学范畴，通

过比较研究显示了中西文艺美学

在文本结构等诸多方面的相通性、

相异性以及彼此对话的可能性。该

书以中西对照的思想视野、古今有

机融合的阐发思路，不仅有力地勾

画出了中国文艺美学事实性存在

的历史景观，而且让读者领略到

中西文艺美学在思想渊源与逐步

形成发展过程中理念的碰撞。这

对于进一步打通中西壁垒，呈现文

艺美学独特的光彩，建构中国文艺

美学之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更需注意的是，在全球化的

语境下，文化的生长方式不同，

也 造 就 了多元的文化类别。面

对西方强势话语，如何彰显民族

性又摆脱固步自封，如何处理本

土与他者的关系，该书为我们提

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学理性的阐

述。在中西美学的交汇中，一方

面是中国文化从古代到现代的转

型，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异域理

路。当今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不

能漠视这两者的交锋、对峙及对

话。《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的中西

文艺美学比较研究》力图打通中

国和西方、古典和现代关于审美

经验的诸多阐释，对文艺美学学

科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值得肯定。

日前，由著名剧作家张永和编

剧、河南省商水县豫剧团演出的大

型现代豫剧《天职》在北京上演。

《天职》曾荣获河南省第九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河南省第四届黄河戏剧节金奖，

演出近百场。该剧以全国纪检监

察先进工作者标兵，河南周口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杨正超同志

真实事迹为原型，展现出一位纪

检监察领导干部对党忠诚、秉公

执纪、刚正不阿、关注民生的优秀

品质。剧中情节起伏跌宕、唱腔

优美动听，豫剧名家江团结、党玉

倩表演真挚感人，深受广大戏曲

观众的欢迎。 （肖 肖）

读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出版

的詹福瑞教授诗集《岁月深处》，

使我们重新找回了诗歌文学。这

是一部诗情醇厚、意境悠远的现

代诗集。其诗句的厚重和凝练，

诗思的生动和悠远，不断撞击着

我们的心田。

对 于 山 间 的 春 风 ，诗 人 在

《风》中这样描绘：“山间的风还有

些扫脸/却再不往人的怀里钻/只

在脸上蹭来蹭去/凉而湿润/尖利

的 呼 啸/似 乎 已 经 随 着 河 冰 溜

走。”把春风料峭刻画得真切而自

然，非有过乡间亲身经历的人不

能言说。

形象思维是诗歌的法器，能

使诗歌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可是

太苛求，会多少有点卖弄之嫌，而

这就需要逻辑思维加以约束。这

里所说的逻辑思维，是一种对生

活的认知度，就是要抓住重点，要

抓住读者的感情，而诗人在他的

诗 歌 中 两 者 的 结 合 是 十 分 巧 妙

的。《燕子》：“在一场潇潇暮雨中/

今年的燕子如期而来/屋子里母

亲常坐的炕头却空了/房梁上燕

子也只飞回了一只/院子里白花

花的雨下得极凄迷。”全诗情与景

构成了催人泪下的意境，“房梁上

燕子也只飞回了一只”的感觉以

及诗人“母亲常坐的炕头却空了”

的种种回忆，让雨、燕与对母亲的

回忆的情感产生巨大的空间，情

与景在这里生成了一种新奇的力

量。联系新月派徐志摩、朱湘、卞

之琳、陈梦家等人的诗歌风格，可

以看出，诗人汲取了他们创作中

的长处，既有着“理性节制情感”

的美学原则，也有着诗的形式格

律化的主张倾向，以单纯意象写

出清淡的雨丝中燕子的呢喃，使

得诗人对母亲的回忆不断回旋。

年 月 逝 去 ，母 亲 千 秋 ，在 今

年的一场潇潇暮雨中，燕子如期

而来，诗人却黯然神伤：“屋子里

母亲常坐的炕头却空了/房梁上

燕子也只飞回了一只。”诗人没

有 仅 仅 对 燕 子 这 一 形 象 放 到 雨

中进行建设，而是按照正常的逻

辑延展，回忆起母亲曾经对雨中

燕子的话语，上升到对母亲的追

思和想念之中，诗情深厚，温婉

有致。

再如《照片》中“阳光和月光

无痕/如水声潺潺不息/挟走了生

命里所有的水分/人生就风干为

扁平的记忆”。在人生和岁月的

官司中，由“挟走了生命里所有的

水分”，可知失败的总是人生，使

得“人生就风干为扁平的记忆”，

既不甘也无奈，很有穿透力，可以

说词语的选用，造句的分寸，都充

满着灵动与机智，萧散与流畅，让

读者没有一丝的阅读障碍，在不

露声色中，读者受到了较强的艺

术感染。

翻读詹教授的这本诗歌集，

我注意到，诗人并未将视野局限

在青龙这片土地上，广袤的大地

处处都可成为他诗情的源泉。通

过他的诗，可以跟随他来到宝岛

台湾，领略日月潭的夜晚“挂在龙

沙的月牙上/无声之声/万物私语

着/水悄悄地爬上床头/漫成午夜

的一丝凉意”，日月潭的早晨“一

抹鱼白/变换着波光中的鳞片”；

聆听康桥和楼群的絮叨，“ 水清

清地流着/招摇着荇草/船慢慢地

摇过/八十年前的楼群；”感受约

克郡城墙的垛口和塔楼 ，“ 时 间

在这里/一下子慢了下来。”他的

诗 风 与 所 要 描 绘 的 内 容 相 得 益

彰 ，写 红 海 ，自 有 红 海“ 热 浪 蓄

积 ”在 ；写 尼 罗 河 的 清 晨 ，笔 端

又化入了“流入埃及人往下深植

的粗壮的根”的深思。在《特拉

维夫手记》之二《墓地》中，诗人

面 对 圣 城 山 坡 上 以 色 列 人 的 墓

地，有“我不知石碑与圣殿有何区

别/是生者自扰是逝者自安……

不知你的生平又有何妨/当我低

下头去时/也许/会轻轻地叫出你

有过的名字”。这 些 诗 行 ，让 全

诗 深 邃 起 来 、空 灵 起 来 、活 跃

起 来。

当代人不怎么爱读书了，不

少 人 依 附 于 声 像 及 图 画 来 迁 就

“读图时代”的文字阅读。但是，

食后饱腹的便当一样的东西是我

们最需要的吗？回答是否定的。

最终给人们精神深处带来愉悦感

动的还是那些有着厚重的人文内

涵、深邃的哲学思考以及对人生

理想的追求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的作品。詹教授的诗谦逊、诚挚、

平易，对周遭的生活充满了兴趣，

对生命饱含关爱的情怀，正是人

们所需要的。

冯其庸荣膺“中华艺文奖终身

成就奖”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近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研究生会在校内举办了以“文化自

觉、文化自信与文化安全——中国

传统礼乐文化：活态传承与历史

脉动”为主题的讲座。学者、学生

和社会人士 200 多人聆听了现场

讲座。

作为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中

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项阳结合近年来所进行的田野调

查的结果，对中国传统礼乐文化

的历史脉动等相关问题作了概

述。项阳认为，中国的礼乐文化

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使得礼制

仪式中用乐以制度的形式传承了

至少三千年，与此同时，俗乐理念

产生，从而中国音乐文化分为礼

乐和俗乐，形成两条主导脉络并

行不悖延续至当下。因此，认知

和研究中国音乐文化，缺失哪条

脉络都不足以把握其整体内涵，

要把握音乐本体和文化整体的关

系。项阳还提出应该充分考量礼

制仪式用乐的整体意义，而不是

仅仅将其中的乐曲以艺术论；要

保护也是将仪式与音乐整体保

护，而不是只将乐曲抽取出来。

（焦 雯 李 颖）

诗评家解读抒情诗人陈陟云
“他的诗充满着激情、诗味、深

思。”“同时他用凝练的语言和丰富

的意象，体现内蕴深厚的思想感

情。”……3 月 18 日，中国人民大学

文艺思潮研究所主办了“陈陟云诗

歌创作研讨会”，诗评家谢冕、程光

炜、唐晓渡、王家新等与会热评新近

出版的诗集《陈陟云诗三十三首及

两种解读》、《梦呓：难以言达之岸》。

陈陟云是当今诗坛活跃的抒

情诗人，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涉诗

坛。20 多年来出版了《燕园三叶

集》、《在河流消逝的地方》等诗集，

并在《十月》、《诗刊》等杂志发表了

大量诗歌作品，尤工爱情诗。《梦

呓》、《一生不变的爱情》、《梦已千

年》都是纯美的情歌，吟唱着“一生

何其短暂，一日何其漫长”的相思。

批评家张清华认为，陈陟云对

爱情的书写，往往与他对生命和存

在的思考发生重合，使这种情感获

得了更有意义的扩展和提升。批评

家程光炜认为陈陟云诗歌细腻、湿

润和秀丽，创作与抽象、心灵意义

上的主题相融合，形成了他自己的

诗歌特色。 （刘 茜）

豫剧《天职》谱写正气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