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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午后，金瓦红墙的故宫
迎来了金砖十国的多位诗人。这
里是“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
砖国家专场”活动的最后一站。

“故宫居然有这么大，远远
超乎我的想象。”“这些建筑太美
了。”穿过宏伟的午门，沿着中
轴线一路向北，迈上古老的汉白
玉台阶，来到宽阔的太和殿广场
……中国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
气势雄浑的精美建筑让来自五湖
四海的诗人深感震撼。认真听着
志愿者的讲解，他们漫步前行，
了解着故宫的历史沿革和建筑特
色，直观体验中华文化。

“这是一次美妙的旅程，那
些引人注目的建筑令人惊叹，你
们的文化很美。”巴西诗人蒂亚
戈·莫赖斯说。在沙特阿拉伯诗人
苏尔坦·戴特看来，故宫在视觉上
给人以强烈冲击，这里的一砖一
瓦都仿佛诉说着历史的故事。

在凝聚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
与灿烂文化的故宫，各国诗人说
着带有不同口音的英语、中文，
热烈地交流着。短短2小时参观
时间让他们流连忘返，故宫的建
筑和文物藏品令他们沉醉。从一
座座宫殿，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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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们在古老的
红墙下和精美的文物前驻足，品
味其中的匠心与智慧。

南非诗人伊诺克·施申格表
示，这次中国之行让他对中国有
了更完整的体验。“中国对自己
的文化遗产抱有热情。”伊诺克
说，“我喜欢中国对语言、历史
文化和技术的态度，这正是我喜
欢中国的原因。”

伊诺克觉得，这趟旅程的每
个地方都是如此美丽，他相信自
己的朋友来了中国也一定会爱上
这里。在他看来，中国既有悠久
而充满魅力的文化，也在现代科
技上不断追求进步，让文化与技
术“齐头并进”。“这一点值得借
鉴。”伊诺克说。

印度诗人帕尔瓦西·萨利尔
在中国之旅中发现了不同文化间
的共同点。她以在杭州游览西湖

时所了解到的“白蛇传”传说为
例，向记者分享了印度文化中一
则由蛇化为女性的传说以及由此
引申出的关于文学象征的思考。

“思考对比不同文化间的异同非
常有趣，同时我还想更进一步了
解中国诗歌的旋律和中国文化在
现 代 英 语 诗 歌 中 的 影 响 等 内
容。”帕尔瓦西兴致盎然地说。

对巴西诗人朱莉娅·汉森来
说，来中国前，她对中国的文化和
历史了解不多。经过这次旅途，参
观了多个地标性名胜古迹后，她
逐步建立起对中国多元立体的认
识。在故宫，朱莉娅感受最深的
是，“这里就像一本打开的历史教
科书，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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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带
回巴西，让巴西人了解中国文化的
独特性和丰富性。”朱莉娅说。

“把在中国的收获和感悟带
回家”是不少诗人共同的心声。
在故宫沉浸式体验中华文化后，
诗人们纷纷表示，故宫之行的经
历不仅会成为自己未来创作中的
宝贵素材，也将成为与更多人分
享的重要话题。

跨越山海，心灵相通。尽管
诗人们的这次中国行时间不长，
但文明对话和交流的脚步并未停
止，大家互留联系方式，相约线
上交流。

旧友新朋携手并肩，深情厚
谊历久弥新，诗歌正为人类文明
交流互鉴增添新的注脚。

7月末的北京，骄阳和降雨轮番
登场，带来潮湿闷热的体感。然而，
这样的天气并没有阻挡金砖国家青
年诗人登长城的脚步，他们健步攀
登，或用相机记录长城的逶迤，或与

“好汉碑”热情合影，或凭栏吟诗以
抒胸臆……

在结束杭州行程后，诗人们7月
22 日转场北京，次日来到北京市怀
柔区的慕田峪长城，参加“望长城内
外”诗歌交流活动。

“你们见过在森林里鸟儿的歌
唱吗？当黄昏降临时，鸟儿开始鸣唱
……”巴西诗人西达·佩德罗萨第一
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来到长城，在前
往长城的大巴车上，她哼起了桑巴
小曲，表达着对长城的期待和憧憬。

而当诗人们真正登临长城，站
在饱经沧桑的城砖之上时，无一不
被长城的壮阔气势所震撼。

同样来自巴西的诗人路易莎·
罗芒在“好汉碑”前即兴朗诵了一首
葡语诗歌，极具张力的朗诵吸引众
多游客驻足欣赏。

“ 长 城 比 书 中 描 述 的 更 加 宏
伟。”埃塞俄比亚诗人费本·方乔用望
远镜仔细观察长城的近景远景，并用
中文发出感叹：“不到长城非好汉”。

阿联酋诗人谢哈·穆泰里谈到，
在古代，修筑长城是为了防御外敌
入侵，现在它成了世界各地人们参
观旅游的胜地，成为沟通和友谊的
桥梁。

“我很喜欢中国古代诗人李白、
杜甫，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还没
有我们脚下的长城，但当我站在长
城上，远眺河山，我突然隐约感到与
他们有了些许时空交集。”南非诗人
曼加利索·布扎尼表示，登长城让他
大开眼界，回到南非后，他会细细回
味在长城上的感受，并用诗歌的语
言描绘长城的壮美。

当天下午，在长城脚下，意犹未
尽的诗人们纷纷登台朗诵自己的原
创诗歌作品，尽情挥洒着那份源自
诗歌的豪情。

来自俄罗斯、印度、南非、沙特
阿拉伯、埃及等国的诗人用母语朗

诵了诗歌，埃塞俄比亚诗人塞费·泰
曼还放下话筒，手舞足蹈地“表演”
了自己的作品。中国诗人也通过朗
诵自己的作品，与外国诗人们切磋
交流，展示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魅力。

“感谢此次活动让众多诗人朋
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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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诗人普里特威拉杰·陶尔
是一位马拉蒂语主持人和作家，他
表示，自己对各国诗人的作品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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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声和音乐连接着所有的
我 们/直 至 我 记 起 这 是 最 初 的 声
音。”诗会尾声，中国诗人余退朗诵
了自己为巴西诗人西达即兴创作的
诗歌，西达则回应以热情的拥抱。
现场气氛在诗歌的互相奔赴中达到
高潮。

7月 19日晚，杭州国家版本馆主书
房内，10位诗人代表将象征取自各国母
亲河的“友谊之水”注入舞台中央的玉
琮容器，共同浇灌容器中的“小树”。
水流从中央向四周蔓延，舞台两侧的

“友谊之树”被点亮，“首届国际青春诗
会——金砖国家专场”正式启动。

风景名胜中感受文化魅力

水墨江南，文韵悠长。“首届国际
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开幕式文
艺演出环节，诗乐表演《汲露》将诗朗
诵与青瓷瓯乐相结合，为观众带来独特
审美体验；杂技节目《江南》如同一幅
唯美的中国水墨人物画，展现江南水乡
浪漫；越剧《卜算子·咏梅》、昆曲《牡
丹亭·寻梦·懒画眉》唱腔清丽，用戏曲
吟唱的方式诠释中国古典诗词，令观众
大饱眼福。在《友谊地久天长》的歌声
中，与会诗人的诗歌文本及照片在大屏
幕上滚动播放，星星点点汇聚起来，形
成一面色彩斑斓的照片墙，拉开了此次
中华文化体验之旅的序幕。

在杭州西湖，诗人们乘船游览小瀛
洲，感受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的交融。
在白苏二公祠，诗人们走近中国历史，
与古代文豪隔空“对话”，感受延传至
今的人文精神。在西泠印社，阿联酋诗
人哈桑·纳贾尔将刚刻好的“吉”字章
钤印在纸上，在旁边用阿拉伯语精心写
下一句话“努力，运气会伴随着你”。

“亲身体验中国篆刻艺术，我觉得很奇
妙。我要把这个印章带回家，它是我此
次活动的珍贵纪念。”哈桑说。来自俄
罗斯的青年诗人伊万·阿列克谢耶夫，
中文名叫易宁，目前就读于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他自愿当起了志愿者，向同
行的俄罗斯诗人翻译着西湖景区的介绍
牌。巴西诗人罗德里戈·维安纳则难掩
心中激动之情，“我的不少诗歌与自然
有关，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杭州体现得尤
为明显，激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会把
这几天的体验用诗歌表达出来。”

“浙东唐诗之路”是唐代诗人往来
频繁，对唐诗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
古道，在此诞生了留存至今的1500多首
唐诗。在浙江文学馆，诗人们了解到谢
灵运、白居易、李白、苏轼等著名诗人
的创作成就以及在浙江留下的传世名
篇。巴西诗人西达·佩德罗萨找到了自
己熟悉的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我
知道他！”一旁，南非诗人沃纳尼·比拉
正在认真听着讲解，他表示，“中国古
诗结构短小而紧凑，却又是那么精妙和
复杂”。

中国诗歌的魅力与汉字这一独特载
体密不可分，印度诗人尼基莱什·米什
拉说：“这次中国之行，我最喜欢的一
张照片是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
馆入口处拍摄的。画面中，博物馆墙上
镌刻着‘越山向海’四个汉字，意为

‘翻山越岭，向着大海’，我被深深震
撼，仅仅四个汉字竟能蕴含如此深邃的
诗意。”

同写一首诗结下珍贵友谊

“在我的窗前鸟儿歌唱/肩膀的运动
引导飞翔/她开始寻找一个方向/龙吟在
耳边依旧回响//每个人都在棋盘上改变
位置/被词汇的魔力吸引/我寻找诗人未
曾写过的语词……”这首名为《这首诗
献给我们》的诗，由此次参会的72位青
年诗人每人撰写一句合作创作完成，成

为本届诗会的一大亮点。“同写一首
诗”象征着不同语言、不同背景的青年
诗人，以诗歌为纽带，共同书写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对灵魂深处的探索以及对
人类命运的关怀。

7 月 20 日，“同写一首诗”暨诗人
手稿捐赠仪式在浙江文学馆举行。作为
中外青年诗人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现
场，中国诗人代表吕周杭、金砖其他成
员国诗人代表安德烈·切尔卡索夫共同
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浙江文学馆捐赠诗
歌手稿。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艾伟宣读
了“同写一首诗”邀约信，向世界各地
青年诗人发出邀请，以“天涯若比邻”
为主题，鼓励青年诗人们同写一首诗，
共筑一个梦。

活动中，中外诗人充分交流，相互
学习，留下一段段友谊佳话——

“河流在葡萄牙语里也是一个动词/
它意味着微笑流进了嘴里/该怎么形容
你/古老的朋友/碧绿如玉/我是尼罗之
子/今天却沉浸于富春之上……”富春
江游船上，来自巴西、埃塞俄比亚、伊
朗、中国等国的诗人一同谱写了诗篇

《在中国富春江上》。诗人们虽远隔千山
万水，却因诗歌而紧密相连。

在浙江海宁徐志摩旧居，诗人们了
解中国诗人徐志摩与印度诗人泰戈尔在
上世纪20年代的交往，前辈诗人的友谊
故事令在场青年诗人动容。“在这几天
的交流中，俄罗斯诗人维亚切斯拉夫·
格拉济林谈到 《道德经》，印度诗人尼
基莱什·米什拉和南非诗人盖蕾娅·弗雷
德里克斯都提到了艾青诗歌《我爱这土
地》，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来
中国，但诗歌搭建起彼此沟通的桥梁，
也让我们的心走得更近。”中国青年诗
人李啸洋说。

在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一位正
在纸上画运河的画家吸引了阿联酋诗人
阿迈勒·萨赫拉维的注意，她停下参观
的脚步。一番交流后，阿迈勒得知眼前
的这位画家吴理人是杭州本地人，他笔
下的运河有风景，更有深情，这打动了
她。阿迈勒拿起笔，画下了象征京杭大
运河南端终点的拱宸桥。吴理人见状同
时画下了自己心中的拱宸桥，并与阿迈
勒互赠画作。两幅同题画作中的拱宸桥，
成为外国诗人与中国民众友谊的象征。

探访中国人文历史的过程中，诗人
们在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感受运河文
化，在钱塘江边硖石灯彩展览上领略非
遗魅力，到良渚博物院探访千年悠久文
明。与之相伴的怎能少得了诗歌？尽管
语言不同，诗人们热情洋溢的诗朗诵在
河畔江边、会堂内外，甚至下榻的酒店
里时时响起，美妙的语言传递着节奏的
韵律、起伏的情感、共同的心声。“外
国诗人在朗诵中表现出的那种享受的状
态，令我深受感染，让我想到诗歌作为
一门语言的艺术，在从旧体诗到新诗的
演变过程中，似乎弱化了音乐性。我们
需要有意识地在新诗写作和诵读中放大
汉语的韵律之美。”中国诗人年微漾说。

诗艺切磋中获得思想启迪

诗歌是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
窗口。“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
家专场”期间举办的学术对话、诗歌座
谈会等活动给各国青年诗人提供了切磋
诗艺、观点碰撞、文明互鉴的舞台。

诗歌对人类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诗
歌的创新路径在何方？诗歌与本土语言
的关系是什么？7月20日下午，来自金

砖十国的20位诗人相聚一堂，围绕“永
恒即新，写诗就是创新”“本土和个体
之声”等话题展开交流对话。5 位女诗
人率先登场，她们认为，诗歌连接着人
类共通的体验和情感，对人的生存具有
重要意义。俄罗斯诗人叶芙根尼娅·乌
里 扬 金 娜 将 诗 歌 比 作 “ 对 未 知 的 一
跃”，是连接不同时空点的“虫洞”。于
她而言，诗歌的创新不在实验，也不在
寻找新的表达方式，而在于能否通过诗
歌引导读者到达新的地方，带来变化和
惊喜。“诗歌仿佛在修补着各个地方，
修补着人们的心灵。它伸出爱与和平的
手指，与我们交织在一起，拉住我们的
手，好让安宁充满我们的生活。”阿联
酋诗人谢哈·穆泰里说。

创新让诗歌永葆青春。如何锤炼诗
艺，求新求变，是各国诗人关心的话
题。埃及诗人谢里夫·沙菲伊认为，数
字化时代，诗人能够摆脱传统出版的局
限，直接与读者接触，实现作品的快速
传播。数字化时代的诗歌创作应深入挖
掘数字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探索诗歌
与数字技术的内在联系。伊朗诗人卡齐
姆·瓦埃兹扎德特别强调“发现”一
词，他认为感性世界中的“发现”需要
更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诗人要创造和
讨论所发现的世界，以丰富和扩展他们
的作品。南非诗人沃纳尼·比拉关注母
语写作，认为母语是凸显文化身份的关
键，能够实现与民众情感的直接交流。
坚持母语写作是对语言多样性的尊重，
可以在全球文学舞台上发出属于自己的
声音。埃塞俄比亚诗人塞费·泰曼谈到
诗歌起源于口头的传统，认为其口语起
源和音乐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力量和生
命。诗歌作为表演艺术，其中声音、节
奏和身体语言共同传达诗歌的情感和意
义。他还介绍了“砸诗”这一现代诗歌
表演形式，它通过限时比赛和现场评
分，展现了诗歌在当代社会中的活力和
吸引力。“尽管时代在变化，诗歌仍是
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沙
特阿拉伯诗人哈特姆·谢赫里说出了大
家的心声。

短短一周时间，给中外诗人留下深
刻记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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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诗人们以
诗歌为名，相互分享了此行的惊喜与收
获。大家表示，诗歌跨越地域和语言，
跨越种族和文化，是不同国家、不同民
族沟通交流的桥梁，国际青春诗会搭建
了青年之间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的平
台，希望未来有更多深化金砖国家文化
交流的活动，更好促进文明互鉴、民心
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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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城，诗歌朗诵热情似火
本报记者 徐嘉伟

①“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
砖国家专场”开幕式上，诗人代表
浇注“友谊之水”。 主办方供图

②参加活动的中外诗人在故宫
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黄敬惟摄

③诗人们在慕田峪长城合影。
本报记者 徐嘉伟摄

④吴理人笔下的拱宸桥。
邓洁舲摄

⑤哈桑·纳贾尔展示自己的篆
刻作品。 本报记者 张鹏禹摄

①①

②②

④④

7月18日—24日，由中国作
家协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共
同主办的“首届国际青春诗会
——金砖国家专场”在杭州和北
京举行，来自巴西、俄罗斯、印
度、南非、沙特阿拉伯、埃及、阿
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和中国
10个金砖国家的72位青年诗人
齐聚一堂，参访名胜古迹，切磋
诗艺，畅聊文化感悟。

本版推出专题报道，讲述中
外诗人在中国结下的友谊故事。

同写“献给我们的诗”
本报记者 张鹏禹

⑤⑤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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