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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现实是诗人的使命

今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改变
了人们的生活。在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中外诗
人纷纷拿起手中的笔，直面现实，用文字向公众传递
信心与温暖，表达人类息息相关、命运与共的理念。

今年 6 月，中国作协副主席、诗人吉狄马加创作
了一首长诗 《裂开的星球——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
命》，表达了自己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深切思考。“我试
图通过这首诗来回答，面对当下世界境遇时产生的种
种疑问。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眼睛将会看到，虽然世
界已经被改变，但仍然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家
园。”吉狄马加说。

疫情期间，四川诗人凸凹一直关注着抗疫诗歌创
作，自己也写了几首。在凸凹眼中，纵观历史，诗歌
虽然不能阻挡和消除疫情，但却可以让疫情中对诗有
着感受力接受力的人逐渐平静、从容。他说：“面对突
发情况，诗人应该更敏感、更镇定、更能看清事物的运
行本质，也更能写出于人类、于时代有所禆益的作品。”

成都市文联主席、诗人梁平认为，不论是疫情还
是其他重大社会现实，诗人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写得怎么样、好不好是第二位的，以诗歌和文字的形
式参与到社会现实中来，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是值
得尊敬的，也是新时代诗歌创作的应有之义。”梁平说。

在12月9日晚举行的“2020·第四届成都国际诗歌
周开幕式”上，歌手冯家妹演唱了一首名为 《春风吹
又生》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原名《草》，是由脊髓性
肌萎缩症 （SMA） 患者包珍妮创作的。虽然只有一根
手指能动，24小时依靠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包珍妮
却对生活和诗歌满怀着热爱，不仅创作了数十首诗歌
和歌词，还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她的事迹令 《诗歌月
刊》主编李云深受感动。“包珍妮的坚韧乐观、顽强勇

敢，展现了生命的奇迹，给予人勇气和能量，这正是
我们诗人需要的。诗人就是要书写真实、道出真言、
抒发真情，在精品意识、敏感意识、全球意识之外，
要有希望意识，让人们感受到温暖和希望。”李云说。

我们都在同一个星球

3 年来，成都国际诗歌周已经成为中外诗人沟通
心意、切磋诗艺的重要平台，为无数热爱诗歌、葆有
诗心的人们带来一场又一场欢聚的盛会。尽管受疫情
影响，参会的外国诗人比往年要少，但疫情却让中外
诗人们的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12月10日上午举
行的“我们共同的星球——见证诗歌的温暖和力量”
主题对谈活动中，中外诗人就诗歌在筑牢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中的作用畅所欲言。

美国诗人小易对中国的了解始于初中。当时她的
妈妈生了一场病，是中医让妈妈恢复了健康。“妈妈病
好以后，买了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书放在家里，我最
痴迷的是道教和功夫。”小易说。在南京大学学习的经
历让他爱上了中文，并由此开始诗歌创作。“尽管我们
普通人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它的
眼光。新冠病毒固然可怕，但疫苗恰恰是从病毒那里
取得的，它自身就包含了毁灭自己的种子。我想，一
个诗人要写出他所看到的东西，这对于不同文化背景
和国家的诗人来说，是一样的。”

在哥伦比亚诗人李戈心中，汉语具有独特的魅
力，接触中文后，他觉得汉语简直就是诗歌。“不同的语
言乍一看似乎使我们分裂，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只是
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并使我们能够理解宇宙中的共存。”

俄罗斯诗人伊琳娜·丘特诺娃 19 岁来到中国，已
经在中国居住了27年。在中国待的时间越长，她愈发
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在不断激发她的创作灵感。

“我的诗歌表达的是一个俄罗斯人在中国的感受，很多

俄罗斯朋友也从我的诗歌里了解到中国。”
疫情原因，很多国外的老朋友不能来到现场。虽

然遗憾，但他们纷纷录制了视频，为成都国际诗歌周
送上祝福。不仅如此，在“2020·第四届成都国际诗歌
周开幕式”上，还播放了来自加拿大、叙利亚、苏格兰、阿
富汗等国诗人用自己母语朗诵的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
作品《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
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
地……”不同的语言道出了诗人们共同的心声。

让城市充满诗意

“成都万事好”，杜甫在诗中这样写道。“九天开出
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李白也兴奋地吟咏成都的
美丽。张籍、柳永、苏轼、范成大、陆游都曾在这里
留下脍炙人口的诗词篇章。抗战期间，流寓四川的茅
盾、叶圣陶、朱自清、老舍、张恨水、曹禺、吴祖光
等，创作出现代文学史上众多名篇佳作。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的中国当代诗歌运动中，以成都和重庆两地为
中心的巴蜀诗人更为中国诗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直到今天，中国诗坛具有影响力的诗人，也有不
少出自成都。可以说，诗歌是成都的一张名片。

梁平介绍说：“成都同时拥有 《星星》 和 《草堂》
两份重要诗刊，这在中国诗坛也是独一无二的。成都
不仅有深厚的诗歌传统，也有着诗歌创作肥沃的土
壤。成都国际诗歌节与成都正在建设的世界文化名城
气象相匹配，越发成为成都的又一品牌文化活动。”

作为诗歌周的重要活动之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的诗歌表达”主题对谈活动中，来自川渝地区的熊
焱、李海洲、何房子、宋尾、华子等20余位诗人还就
如何通过有效的诗意表达，不断为“成渝双城经济
圈”“成渝双城文化圈”建设和发展植入创造力，促进
巴蜀文化融合互动进行了讨论。

“三届成都国际诗歌周，让国内外诗人留下了200
多首书写成都的诗歌。从明年起，我们计划将草堂诗
歌奖纳入活动，通过对现有资源整合，促进活动升
级，让成都国际诗歌周成为一场有中外诗人参与，有
评奖颁奖的诗歌节日。”成都市作协主席、《草堂》杂
志执行主编熊焱介绍说。

本报电（记者郑娜） 手工精细的靖西壮锦、古朴大气的
钦州坭兴陶、唯美典雅的桂林团扇……12月12日，在北京广
西大厦举办的“壮美广西·多彩非遗”2020 广西非遗助力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展示展销活动上，来自广西14个地级市的
非遗手工技艺类商品及贫困县区名优特产摆满了整个大厅，
琳琅满目的商品以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和富有创意的现
代化设计，吸引了众多游人和客商的目光。

“壮美广西·多彩非遗”2020 广西非遗助力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 （北京） 展示展销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联合主办，共有广西
非遗艺术展演、非遗手工技艺类商品及贫困县区名优特产展
陈、非遗代表性名录项目宣传展示、网红直播带货销售等四大
板块，旨在深入推进广西非遗传承保护、开发利用，促进基层
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全区非遗扶贫工坊和非遗企业拓展市场。

广西全区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52项、传承人49名，自治
区级非遗项目914项、传承人742人，壮族霜降节作为“中国
二十四节气”扩展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
作名录。全区现建有非遗展示中心、传承基地、生产性保护
示范基地、非遗扶贫工坊等各类非遗保护工作平台386个，崇
左市龙州县列入全国第一批“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县，百色
市靖西壮锦厂和钦州坭兴陶艺有限公司获评为“国家级非遗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刘三姐歌谣”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优秀保护案例。

本报电（记者赖睿）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
的“意·幻——鸥洋、杨缨双个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鸥洋和杨缨是两位当代富有特色的女性艺术家。鸥洋是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油画学会理事，是画家杨之光的夫
人、杨缨的母亲，她较早提出意象油画概念并付诸创作实
践。杨缨在少年时已展露才华，现为职业画家，她以独特的
女性视角和艺术语言，使山水、植物、动物在绢本彩墨艺术
世界里获得新生。

诗歌让我们紧紧相拥
——中外诗人齐聚2020成都国际诗歌周

本报记者 张鹏禹

银杏金黄，翠竹掩映，茉莉花茶的香气似有还无，伴随着小提琴的乐声，中外
诗人轮番登上舞台，在杜甫像前，用中文、俄文、斯洛伐克语深情朗诵着动人的诗
章。12月10日下午，在成都杜甫草堂，一场以“世界同吟一首诗”为主题的朗诵会
吸引了诗歌爱好者和游客驻足欣赏。

12月8日至11日，由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指导，成
都市文联、成都市文广旅局、五粮液集团公司等主办的2020·第四届成都国际诗歌周活
动如约而至。除诗歌朗诵会外，来自 14个国家的 60余位诗人通过开幕式、创作采
风、主题论坛等形式，围绕“我们共同的星球·见证诗歌的温暖和力量”主题，从自
己的诗歌创作出发，探讨诗人的使命与职责，在切磋诗艺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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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非遗展示展销在京举办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12月11日，“树文明家风 育时代
新人”《父母必读》杂志创刊40周年主题活动在北京出版集团
举行。当天，0—12岁儿童成长与家庭教育知识服务产品——
育朵 App 正式上线。目前，该平台已汇聚 200 多位领域内专
家，1000 多集在线精品音视频课程，1 万多分钟课程内容，
1000 多篇电子专题文章，并通过系列直播、沉浸式读书会、
针对性训练营、跟踪式家庭教育咨询等多种形式的线上线下
活动，让更多的家庭享受陪伴和互动的多元服务。

《父母必读》杂志创刊于1980年，是改革开放后创办的第
一本家庭教育杂志。杂志自创刊之日起，就致力于将健康、
快乐、幸福，有着良好道德感与价值观的孩子带入成人社
会，至今出版超过500期，汇集各领域专家学者近千人，发表
过的文章万余篇，多次荣获“国家期刊奖”。现已逐步建立起
家庭教育的支持体系，形成集期刊、图书、新媒体矩阵、品
牌活动、养育研究等为一体的融媒体传播平台。

《父母必读》杂志纪念创刊40周年

鸥洋、杨缨双个展举行

▲ 2020·第四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开幕式现场，四川清音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任平 （中） 和小朋友们表演曲目《锦绣天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