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首届白居易故里诗歌文化周暨白居易诞辰1246年纪念活动
在河南新郑举办。这是一次名流雅士期盼的新词好诗待君吟的雅集，是一次思
接千载与白居易诗歌文化一起遨游的机会，更是一场触摸白居易灵魂，实现跨
越时空对话的诗意基因的探寻之旅。

中国是诗的国度，拥有悠久的诗歌传统和璀璨的诗歌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李白的昂扬向上、豪迈奔放、爱国恤民、创新创造，杜
甫的孤独、澄明、悲悯和仁爱，以及在贫饥之中意兴不减、诙谐风趣的性情，白居易的
爱民、担当、包容、贞刚……一部中国诗歌史既是中华文明在语言文字上的浓缩精华,
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展示。 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 实习生 杜雨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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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风雅依旧，唯郑音切切

人文祖地新郑再现繁盛诗意
首届白居易故里诗歌文化周暨白居易诞辰1246年纪念活动举行

名家齐聚
解读白居易诗歌文化

浅吟低唱诗意浓，居易故里触心
灵。3月7日的新郑，一场重温经典的
音乐诗会让人们走进白居易诗歌的世
界，9日的白居易诗歌文化品鉴会上，
著名文化学者、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科院士莫
砺锋，著名文化学者、河南大学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群，著名作家、
编剧、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河南
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李佩甫，青年学
者、作家、编剧、郑州市文联副主席程
韬光等围绕白居易诗歌分别做了主题
为《白居易的人生》《白居易的诗歌主
张》《中原文化精神》《白居易诗歌精神
的当代意义》的讲座。

在名家辈出的大唐诗坛上，白居易
是紧随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之后，最伟
大的诗人。他留下的诗歌数量居唐人
之冠，诗歌反映了晚唐社会生活的各种
画面，刻画了众生相，记录了当时的历
史。他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在当时及
后世乃至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他
的散文也与掀起古文运动的韩愈、柳宗
元等人媲美。他以其平实朴素、音调和
谐，形象鲜明、地负海涵的现实主义诗
风，被后人誉为“诗魔”和“诗王”的美誉。

白居易的成就，并不仅限于文学
领域。他精通儒学、佛学、道学、医
学，甚至对天文也有一定研究。他是
卓越的诗人、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思
想家、政治家。他用生命丰富了中华
民族的精神内涵，成为推动中华文明
向前发展的卓越力量，备受后人热爱
和推崇。

郑州是华夏民族传统价值观形成
的核心地区，而诗词无疑是价值观传播
的重要载体之一。“童子解吟长恨曲,胡
儿能唱琵琶篇”，充分显示了白居易诗
歌对后世影响之大。

据新郑市地方史志办公室负责人
介绍，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县
令，与当时的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
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
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
郭寺）。在清朝乾隆四十一年编撰的
《新郑县志》上对于新郑市东郭宅，有着
这样的记述：“白居易所生，在县西十二
里，宅今废。”

近些年，新郑尤其重视白居易故
里和白居易文化的传承和推动，通过白
居易诗歌馆、生平事迹纪念馆的建设，
白居易故里文化节的举办，营造出了白
居易诗歌文化学习的浓厚氛围。此次
白居易诗歌文化周，就是想让更多的人
了解中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关注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人爱诗词的心从来没有消亡过。热
爱诗词的群众基础不但是存在着而且是一直
兴旺发达着。”对于国人热爱诗词的心，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康震曾如是总结。究其根本，是因
为诗词里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思想。

“吾生天地间，才与行不逮于古人远矣；而
富于黔娄，寿于颜回，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
健干卫叔宝，幸甚幸甚!馀何求哉? ”作为唐代
才华横溢的诗人，白居易很谦卑地称自己的才
华远不及古人。他分别从富贵、寿命、温饱、快
乐、健康等几个方面与历史上这方面比较弱势
的人作比较，享受于“比下有余”的喜乐中。

“白居易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一位
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人生态度是整个民族的一
笔财富，蕴含着历史的正能量。”莫砺锋指出，以
往人们总是关注白居易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
一面，而他的知足常乐思想曾经受到过误解。

“我们现代人的焦虑，就是因为没有多角
度多元化思考人生。当我们面对经济水平和
生活待遇的时候，知足常乐的思想非常有益，
是一种健康的价值观。我们应该大声疾呼，知
足常乐思想也是我们传统文化宝贵的组成部
分，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思想和人生智慧。”

王立群认为，白居易是中国古代能够系
统地提出自己的诗歌理论，并践行自己诗歌

理论的诗人。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
合为事而作”，将诗歌与政治、人民生活结合，
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

“白居易认为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
生活的反映，他用诗歌来针砭时弊，干预政治。
他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实
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连。即诗歌创作须
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王立群
表示，这是白诗“老妪能解”、流传广的主要原因。

程韬光认为，白居易诗歌精神有着极其
重要的当代意义，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
是爱民精神，比如《卖炭翁》《村民寒苦》等诗
作都是关注税赋、倾心民本的作品，体现了责
己爱民的怜悯博爱心怀；二是担当精神，在
“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中晚唐时期，将
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融为一体；三是包容精神，
对于非主流文化乃至外来文化采取开放心
态；四是贞刚精神，白居易和杜甫一样，成为
中国发展史上，众星拱北斗一样的文化路标，
是中国诗教的正气至音。

正是因为诗词中有这些熠熠生辉的思想
闪烁，所以，我们能在诗词里感动、沉醉、喜
悦、振奋。近年来的诗词热说明我们内心都
愿意亲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每个人的
心中都有“诗和远方”。

让中原再现
诗意国度的繁盛与绚烂

郑州山川秀美，历史积淀深厚，
孕育了大批先贤人杰，从帝王将相
到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
文学家、艺术家，再到著名商人、社
会名流，他们或诞育，或宅居，或游
栖，或归隐于郑州的山山水水。

“李白写《将进酒》就是在嵩山
脚下、黄河岸边。诗圣杜甫出生在
巩义，白居易出生在新郑，刘禹锡祖
籍在荥阳，死后又归于故土。我时
常引为自豪是能与这些先贤一样生
活在郑州的土地上。郑州诗歌的历
史也很悠久。在《诗经》里面，《郑
风》是唯一一个以地名命名的诗
集。”谈起郑州与诗歌的关系，程韬
光滔滔不绝。

程韬光的身份很多，诗人、作
家、编剧、兼职教授，而这些角色的
转变，都与诗密不可分。

“在写了多年诗歌之后，我突
然觉悟，最能传承民族精神的绝非
帝王将相、王侯权贵，而是为中华
民族创造出灿烂文化的先驱们。
于是我开始潜心研究中华民族精
神的瑰宝——唐诗。”春华秋实，待
《太白醉剑》《诗圣杜甫》《长安居易》
等开创诗人小说写作先河的作品一
部部问世，程韬光也成为国内研究
唐朝诗人的知名学者，受邀到多所
大学开讲《李白与文化自觉 》《杜甫
与文化自信》《刘禹锡与文化自强》
以及《唐诗美学》。

程韬光说，他的作品也是和这些
先贤进行一次次心灵的对话。“将他
们的诗歌和思想结合当下进行诠释
和记录，算是为郑州文化的继承和发
展做出一些微不足道的贡献。”

“儿时的记忆往往是一个作家
和诗人创作的宝库，所谓，故乡有初
心。希望郑州能以这些人文精神，
再现诗的国度的繁盛，在孩子的心
中播下了清晰、美好、持久的诗意种
子，这对我们的后代无疑是一笔巨
大的精神财富。”

程韬光认为，郑州是一个充满
活力的城市，它既有着 3600年的
悠久历史，又有着现代都市的气
息，同时它也是文化交流激荡的城
市。“郑州历史太悠久了，文化又如
此博大深厚，很多方面都需要我们
重新认识。”

正如李佩甫所说，中原文化对
诗人、文人的滋养是潜移默化的，与
日本、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家的文化
“底板”相比，我们中原文化的“底
板”是守的文化，没有进攻意识，核
心是“忍”、“韧”。

“虽然‘崖山之后无中华’，对中
原文化造成了极大伤害，如同断了
骨，但中原人有种‘人活一口气’的
坚韧，我们以‘气’代骨，靠着‘忍’和
‘韧’活着。”李佩甫说，当今，是河南
发展的最好时期，在传统文化复兴
的大潮中，中原文化一定能长出新
的“骨”来。

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诗和远方”

王立群做主题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