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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进行时

旧体诗词是中华文脉的重要一支。它与
多种艺术形式一起，形成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河流，

铸成中华文化精神，滋养了华夏民族。而旧体诗词又是历
史最久远、普及最广泛、影响最深入的一种文化形态。在
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文人谱系里，诗人词人无疑也是人们
知道得最多、最熟悉与最亲切的。屈原、李白、杜甫，陶渊
明、苏东坡、李清照……只要稍具中华文化基本知识的
人，随口就能说出七个八个来。这些诗人词人无疑是
中国文学的骄傲，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遗产。

旧体诗词根须深深扎进中华文化厚土。旧体诗
词总是以它唯美的形式追求和引人向上的精神传
统，以它活泼灵动而又无所不能的神奇力量，参与
人们的社会生活，抚慰人们的情感，推动中华历
史的文明进程。

如果说!"世纪最后!"年是旧体诗词的复
苏期，那么进入!#世纪，伴随中华民族复兴，分
明看到旧体诗词复兴在望。新世纪到来的$%

年，旧体诗词承接上世纪末叶的发展势头，
继续向前推进。不仅诗人和作品数量逐年扩
大，诗词刊物逐年增多，作品质量逐年提
高，诗人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由$&'%年代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到今
天老、中、青结合，年轻人比例不断增大。
更有不少自由体新诗人转笔旧体诗词，
如贺敬之、丁芒、刘章、高洪波等。小说
家、散文家钟情旧体诗词，如王蒙、肖
复兴、王充闾、熊召政等。用手机、微
博写作诗词、交流思想、抒发感情更
是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如
今中华诗词学
会 全

国总会员已达!万人，加上各省
市县的分学会和诗社，会员数已破!%%万。适应这

一时代需要，隶属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中华
诗词研究院也于!%$$年成立，旧体诗词有了体制内的第一
个国家户口。今天，旧体诗词诗人和诗词作品获得更广泛
的社会认同。当代旧体诗词已经得到文学理论界的关注，
一些学者的文学史著作开始收入当代诗词作品。旧体诗词
和自由体新诗比翼双飞、共生共荣的友好繁荣格局初步形
成。旧体诗词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成为当代中国一道壮
丽的文化景观。

旧体诗词的当代价值凸显

旧体诗词在今天显示出崭新的时代活力。“生当作人
杰，死亦为鬼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我们不仅看到古典诗词的道德教化
功能，励志成才功能，美育生活功能渗透到家庭、社会的各
个层面，同时也欣喜地看到，今人的诗词作品所表现出来
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已经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
量，对社会文明进程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今天的旧体诗词写作者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经济发
展、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时代巨变。诗人以饱满的家国情
怀、激越的精神情感、热切的创作欲望创作诗词，表达心中的
喜悦，反映时代的变化，张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不能不看到，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主旋律作品是今天旧体诗词的主流。

时代给诗词创作提供了丰厚条件和精神养料。新的生
活、新的观念、新的语言、新的文字，给旧体诗词以极大鼓
舞。人们欣喜地看到，汉字在今天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放
射出耀眼的时代光辉。在全面开放、飞速发展的今天，诗词
创作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同时，旧体诗词
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增强
了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民族精神凝聚力。旧体诗词在提纯民
族心智、回归精神家园、和谐社会生活方面所产生的积极
作用同样是

不可低估的。

时代对诗词写作与欣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旧
体诗词蓬勃发展的今天，增强其文学性，培育诗词的大众
阅读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面貌，
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今天的旧体诗词就应
当呈现新的时代特征，适应读者的阅读欣赏口味。

如何坚持“求正容变”，处理好“新”与“旧”、“变”与“不
变”的关系，是诗词写作需要面对与破解的一个时代课题。

既然是旧体诗词，那么就要坚持平仄格律标准。这是
基本要求。如果放弃了这个起码条件，旧体诗词的骨架也
就散了，就不成其为旧体诗词了。由平仄四声、格律规范而
创制的旧体诗词，极端地体现了汉语言文字的美质，深受
华夏民族的喜爱。这是旧体诗词的“旧”与“不变”的一面。

旧体诗词既是汉语言文字的直接产物，但同时又是农
耕文明的伟大成果。今天，从语言文字层面上说，文言文被
白话文取代；从生产生活层面上说，农耕文明被工业文明、
信息文明取代，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时代的巨变，是对今天旧体诗词的考验与挑战。应对
并赢得这场考验与挑战，就能赢得旧体诗词的当代声誉。
应当看到旧体诗词写作的思维惯性和传统覆盖力、渗透力
仍然是十分强大的。以至今天不少旧体诗词写作者，看不
到或者根本不愿意看到这种巨大变化，仍然顽强地坚持旧
体诗词的传统写作方式。有的甚至极端地认为越古雅越
好，不容有丝毫变化。这样的写作，事实上妨碍了旧体诗词
的时代发挥，也影响了旧体诗词的时代张力。

传统既是营养，也是包袱。吸收营养，卸下包袱才是正
确的态度。对于今天的旧体诗词写作者来说，最要紧的就
是要转变思维方式。要深刻认识时代的发展变化，大胆地
从旧的语言体制内走出来，适应在当代语境下的旧体诗词
写作，完成旧体诗词从语言文字到表现手法，到精神质地

的时代转型。这便是旧
体 诗

词需要坚
持的“新”与“变”。

旧体诗词写作由农耕文明的“得心应手”至
今天的捉襟见肘、词不达意，是一个客观现实，也是诗人
的一种主观感受。旧体诗词栖息的土壤，似乎变得越来
越贫瘠，越来越陌生。

我们要看到，人可以改变生产条件，但人无法
根本改变自然，大自然仍然超越人而存在着。把眼
睛放大里看，放远里看，我们居住的星球，其实
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要改变的，只是观察世界
的那一双眼睛和感知世界的那一颗心灵。发现
自然、贴近自然、回归自然，从自然中吸取爱
的源泉和生命的力量，任何时候都是诗词创
作必须的。

不管生存方式如何变化，人，始终是
诗词写作的主体。把人写活了，也就把诗词
写活了。不妨试试如何在诗词写作中加大
自然之“物”，减弱人造之“物”。诗遇水土，
遇风霜，遇日月，就能活起来。人心就是
诗心。诗心就是自然之心。人的喜怒哀
乐是一定要表现在生活里的。把人的
喜怒哀乐写好了，就把诗写得抑扬顿
挫，生意盎然了。因此，让生命气息
在文字里流动，贴着生命写作，而
不是盯着物写作，就能写出活态
的诗。对于今天的旧体诗人来
说，要紧的是如何把“旧”写
“新”，把“新”写“活”，这也是旧
体诗词的“变”与“不变”。
（作者为中华诗词研究
院副院长）

旧体诗又成新时尚
蔡世平

血脉健旺的旧体诗词
让生命气息在文字里流动

钟落潭忆梅（外一首）

陈永正

十年江国见华枝，过眼如云总自持。

此夜满潭微月荡，到无寻处始相思。

西樵

夜雾伏山脚，朝来腾作云。

我行山外路，欲访云中君。

青鸟将安适？微音竟不闻。

眷言忽日暮，灵雨正纷纷。

关于酒，自打懂事起，无论什么种类都一概
拒绝之。儿时，老家鲁南农村生活比较拮据，没
有多少人喝得起酒，也鲜有机会碰到酒。

直至长大成人，步入社会，先是“被”啤酒，
后来“被”白酒，“被”黄酒、米酒等。因为主观上
的抵触、拒绝，一直没被酒俘虏。

直到有一天遇上了葡萄酒，才改变自己对
酒的固有看法。

清晰记得那天晚上，帅哥黄豪气地从家中
拿出珍藏多年的优质葡萄酒，幸福地念叨着：
“好葡萄酒就是给好朋友喝的！”葡萄酒瓶打开，
倒入杯中，蓦地，一泓醇厚的玫瑰红在杯底腾地
长起，摇曳生辉，灵动生趣，淡淡的清香幽幽袭
来。鼻子稍近前，一股浓香跟着扑来，周身的味
觉都被调动起来。这份特别的感受，让在场的所
有朋友不再矜持，纷纷举杯，小口浅酌，慢慢品
咂，微酸中带着湿润的甘甜，淡雅的香草味伴着
罕有的兰香，透着大自然的清新，直袭味蕾，每
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欣喜和满足。

忽地，唐朝诗人王翰的凉州词在脑海中蹦
了出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在这诗意诗性中，葡萄酒的味道变得特别
难忘，意味悠远。于是，真的喜欢上了这“通情
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葡萄酒有了更多的了
解，愈发觉得它是酒中精灵。从葡萄采摘到酿
造成为杯中“尤物”，每个环节都深蕴于生命之
中。从葡萄果实变成琼浆玉液，实现华丽蜕变，
这是集日月光华于一身的上苍的恩赐！因为它
的风情万种，因为它独特的色、香、味，让无数葡
萄酒爱好者心动着迷。

医学研究证明，葡萄酒具有维生素、蛋白
质、葡萄糖等营养素，只要不过量，就对身心健
康大有裨益。

葡萄酒绝不在贵，更不需要奢华。重在品
质，在适合你。不在乎喝多少，而在用心品。

简单的喝法，是将葡萄酒款款倒入晶莹透
亮的高脚杯，先对着亮光观赏它的颜色和清丽
灵动。再轻摇酒杯，将杯中的酒摇醒，让香气缓
缓释放出来，个性得到张扬，闻其散发的芳香。
再抿一小口，含在嘴里，在最敏感的舌尖上打个
滚，用舌尖来感觉其香、纯和酸甜度，葡萄酒的
质感、味道和层次便会流淌出来。好的葡萄酒，
舒服宜人，逗留在口中，有柔滑如丝感，在反复
品悟中丰富、盎然起来。我才知晓，梁实秋把有
余香在舌根上恋恋不舍的葡萄酒称作上品好酒
的缘由。

我着实喜欢葡萄酒。喜欢它浓重的玫瑰红，
喜欢它给我淡淡的眩晕和浪漫感，喜欢它的温
润婉约，喜欢它的柔媚恬淡，喜欢它的闲适娇
美，喜欢它的贵气雅致，喜欢它的灵动生趣，喜
欢它的特立独行，喜欢它其它酒无法给予的一
切，喜欢它富有生机、厚重壮美的超凡脱俗。

歌德说得好，“酒使人心愉悦，而欢愉正是
所有美德之母……我继续与葡萄酒作精神上的
对话，它们使我产生伟大的思想，使我创造出美
妙的事物。”这就是富有生命张力的葡萄酒的魅
力，兼众酒之长，少去了白酒的刚烈，弥补了啤
酒的清淡，汲取了黄酒柔和的优长。

正所谓，“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时
开。”葡萄酒的曼妙、金贵、意境和神秘，着实妙
不可言。

舌根上的葡萄酒
葛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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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书架时发现一本小书，

是鲁迅先生的《野草》。随手翻

翻版权页，(!个页码，定价两

角钱，开本和薄厚，在当今图

书中都很少见。我感到无比亲

切，如同见到久违的老朋友。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除

书中收入了先生的散文名篇，更

因为这本单册图书，页码适合随

意阅读，书价读者能够承受，属

于真正担当阅读功能的图书。这

怎能不让我这个普通爱书人，觉

得新鲜、亲切、惊喜呢？当然，还

有着对时光流逝的感叹。

这本《野草》散文集，#&)*年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距今整

整+"个年头。我们国家在这+"年

里发生了巨变。就以图书出版为

例，比之+"年前，图书品种更多，

出版周期更快，装帧设计更好，

这方面情况有目共睹。我只想

说说书价的变化。

年纪稍大的人都知道，那

会儿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图书

的定价有严格规定，出版社大

都不敢胡来乱定。所以，像我

这样喜欢读点书的人，尽管当

时工资收入不高，每月积攒点

钱买些书，手头并不觉得怎样

紧巴，何况还有不少薄本低价

书。我这本 《野草》 就是购自

那个年代，如今成了昔日读书

生活的纪念。

当然，现在国家实行市场

经济，具有一定商品属性的图

书，开放定价正是适应市场需

求。因为出版社实行企业管理，

图书印费、稿酬、税费、人员

工资等开销，都要纳入图书成

本，这就必然要打在书价里。

读者想不接受已无可能，只要

你购书你就得咬牙承担，这就

叫做“想买没商量”。谁让你喜

欢书呢？至于这定价是否合理，

你就无知情权了。

扛着归扛着，有位爱书的

朋友无可奈何地说,“这会儿的

书价，简直贵得没边儿了。黄

金再贵，总还有个准价钱。图

书每本都这么贵，倒底凭什么

呢？定价总得有个依据吧？”所

以每次举办特价书市，这位朋

友都兴奋异常，如同过读书人

的节日，跟同样喜欢书的人一

起，去争先恐后地购书。据这

位朋友说，连平日滞销图书，

这会儿都会吃香。

这样一直居高不下的书价，

对于大多数普通读书人来说，在

精神上无疑会构成压力，却又不

能不节衣缩食去买书。这说明人

们渴望知识，即使再贵再不合

理，喜欢的书该买还是得买。

那么，这种图书高定价的

情况，是不是就没办法解决了

呢？我以为还不能这样说。细

心的读者只要留意一下，就不

难从新闻媒体上发现，当某些

出版社宣传他们的业绩时，总

是忘不了炫耀自己的利润，岂

不知这高利润中的不合理部分，

正是对读者负担的加重。倘若

出版社能从读者的利益着想，

不完全把眼睛盯在钱上，考虑

些图书的知识功能，就会合情

合理地计算书价，出版些类似

《野草》这样的书。像现在这样

一味地出版厚书，豪华精美大

部头“摆设”书，无标准地随

意标定书价，对出版社的经营

思想，读者不能不产生一定的

怀疑。

出版社的老总们应该明白，

在当前的中国，真正想坐下来

读书的人，大都没有多少钱；

而真正有钱的人，却又没有时

间和兴趣读书。从读书人身上

刮金沙铸元宝，再有本事这么

做也不是正路。图书毕竟不是

黄金，既然黄金都有标准定价，

图书的成本和定价，又有什么

理由“无 （标准） 价”呢？希

望监督部门也监督一下书价是

否合理，这对于文化强国和爱

书的普通人，都是功德无量的

好事善事。

黄金有价，书岂能“无价”
柳 萌

王蒙日前在杭州参加“王蒙作品生态思想研讨会”时说：
“有人说，中国的小说家有两个半天才，一个是莫言，一个是贾
平凹，还有半个是王蒙。为什么王蒙才半个？因为他关注其他去
了，比如政治、红楼、庄子，他忧国忧民去了。”王蒙说：“我
下个月要推出的新书 《这边风景》，就是忧国忧民的典型。《这
边风景》的出版，算是填补了我创作链条上空缺的 $(年。重读
旧稿、悲从中来，我在这部小说中找到了 *'岁到 +-岁的王蒙，
就好比一条清蒸鱼找到了自己的中段。”$&(*年，!&岁的王蒙下放
到新疆，在新疆度过了风华正茂的$(年，《这边风景》是他在这$(年
里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 据《钱江晚报》报道

王蒙：中国小说家只有两个半天才吗？

囊括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 $(岁至 ('岁公开发表的约 &""万字
+"卷本的《刘心武文存》 近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揭秘 《红
楼梦》后，刘心武最近再评“天下第一奇书” 《金瓶梅》，这部被
广泛定性为“淫书”的小说在刘心武看来是以写西门庆一家的食色
生涯为主的现实小说：“它只是借言西门家的故事而反映明代社会
生活，很冷静，入木三分地叙述故事。我认为《金瓶梅》更是属于
全人类的文学巨著，未来我们有可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

据《沈阳晚报》报道

刘心武：《金瓶梅》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

《白鹿原》出版至今，在国内已推出+"多个版本、发行$)"余万册，
还出有日、韩、越南和法文+种外文版，却一直没有英文版。这是为什
么呢？陈忠实回忆说，事情发生在协商出法文版那一年，“签约时，法
方编辑说还想出别的外语版，要我把其他的外语版也签给他们。我
想，人家把咱的书翻译到其他国家，是好事，稀里糊涂就签了字。”直
到去年，法方出版机构除推出《白鹿原》法文版外，再没其他动静了。
这么多年来，“至少有六七拨人来和我谈过出英文版的事”，最后，因
有那个合同在，这事就搁下了。 据《西安晚报》报道

全国女子诗会举办
由山东《德州晚报》主办的全国女子

诗会日前举办，全国有 !) 个省市 *"" 多
名女作者寄来 *""" 余首新作， 《德州晚
报》以 '个版面的篇幅，隆重推出这场春
天的盛宴，著名作家文洁若、毕淑敏为女
子诗会题词。主办方拟举办春、夏、秋、
冬四季诗会。

《一诺千金》观照当下现实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举办的张洪兴

长篇小说《一诺千金》研讨会日前在京举
行。《一诺千金》以对企业改革大潮风起
云涌的生动描写为主要内容，塑造了一个
失败的改革者形象，揭示了人生表象下复
杂的人性世界，试图在一个个一诺千金的
诺言后面寻找失去的价值观，从而表现特
定时代人们的内心疼痛，写出了对物欲横
流现实的反思。浓厚的文体创新探索意
识，叙事上串联与并联的交叉运用的手
法，使小说具有独特的气质。

陈忠实：洋合同绊住《白鹿原》英文版

当代语境下的旧体诗词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