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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不朽，诗歌永恒！杜甫
是世界文化名人，是中国最伟大的
诗人，是文化星空中、诗歌王国里
的一颗北辰之星。”昨日，专程前来
参加本届中国诗歌节的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程韬光深有感触地说，杜
甫是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性格的典
型人物，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在文
学领域内的闪光点，杜诗是对“中
国文化”的有力诠释。回望中国历
史，历代都有众星拱北辰一样的文
化路标，杜甫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路标，为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一
种信念和力量。

巩义市被称为“诗圣故里”，郑
州是豫剧发源地，如何把家乡的世
界文化名人通过豫剧艺术生动地
表现出来？

豫剧《杜甫·大河之子》应运而

生。该剧由著名戏剧导演、国家话
剧院原常务副院长王晓鹰担任导
演，著名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
顾问罗怀臻担任文学顾问，国家
二级编剧原长松担任编剧，郑州
市豫剧艺术中心院长、导演高新
军担任执行导演，著名作曲家、国
家一级作曲耿玉卿担任唱腔设
计，著名音乐家、国家一级作曲蓝
天担任音乐设计。该剧讲述了杜
甫赴长安应试至远赴巴蜀这段历
史，以杜甫事迹为主线，以石伯一
家人的命运变迁为辅线，以黄河
为戏剧底色，展开了一幅安史之
乱前后大唐由盛转衰的宏大历
史画卷，展现了杜甫以天下为己
任的使命担当，描写了诗圣“穷
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悲悯
情结和“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
毅品格。

中国是诗的国度，而河南是诗
歌的家园，在“天地之中、华夏之
源、功夫郑州”举办此次中国诗歌
节，有着特殊的意义。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武皓介绍，此
次研讨会不仅是向深厚的诗歌传统
致敬，更是向伟大的中华文明致敬。

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
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说，我国第一
部诗歌总集《诗经》里的许多作品
诞生在河南，许多唐宋大家也出生
在河南，可以说中原文化深刻地影

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来到中原大
地、“诗圣”杜甫故里探讨中国诗歌
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往今来，河南的土地上诞
生了许多伟大的诗人，尤其是郑州
作为杜甫的故乡，可以说是中国诗
歌的一个高地。”河南省作家协会
副主席、河南省诗歌学会会长张鲜
明表示，此次诗歌节用诗歌的方式
为河南插上翅膀，将中原大地美好
的形象、丰富的历史、现代的发展
传播到全国，传播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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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融合、超越是中国诗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诗圣故里”共话诗歌蓬勃发展

作为第七届中国诗歌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研讨会以“中国式现代
化诗歌道路”为主题，于9月22日上午在郑州图书馆举办。来自全国各
地的诗人、评论家、诗歌翻译家欢聚“天地之中”“诗圣故里”，撷取艺术与
文学创作的灵感，共话诗歌蓬勃发展的多彩画卷。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秦华

当下，诗歌如何能跟随时代潮
流并保持其传统精髓？

中国诗歌协会会长杨克说，诗
歌是一种历史悠久、地位崇高的艺
术形式，从《诗经》诞生到现代，诗
歌始终作为重要的文学门类，在文
人学士和普通民众中产生着深厚
的影响。当代诗人应该敏感体察
社会发展变化，吸收新词汇、新观
念、新意象，不断拓展写作边界，同

时，多运用社交媒体、在线平台等
新技术，拓宽诗歌的传播途径，提
供全新的互动空间，让更多人享受
到诗歌的滋养。

“外卖诗人”王计兵就网络背景
下的诗歌写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用诗歌记录现在，比重写历史更重
要。网络化为诗歌写作向普通人敞
开了大门，而诗人们的写作也需要紧
扣时代脉搏，体察时代心跳。”

诗情奔涌汇聚“天地之中”

“由冲撞到融合是百年新诗走过的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诗歌道路如何

走？“开放、融合、超越，这是中国诗歌
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著名评论家、首
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思敬结合
中国新诗的发展阐述了自己的观
点。他说，中国新诗在“五四”精神的

感召下诞生并成长壮大，“五四”时代
所洋溢的启蒙的精神、开放的胸襟、
自由的活力，造就了一代新诗人，也
对中国新诗面貌产生了决定性影
响。“由冲撞到融合是百年新诗走过
的道路，要实现超越任重而道远。”

紧跟时代潮流书写时代篇章

“杜甫是大河之子、人民之子，
对百姓怀着朴素而深沉的情感。”王
晓鹰称，该剧立足于杜甫的生命经
历与诗歌创作之间所关注的情怀，
重点揭示其诗歌与情愫的关系，追
求诗意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在舞台
艺术表现手法上，该剧尝试创新表
现手法，生动展现“诗化”的意境，让
传统豫剧与现代艺术、美学品质巧
妙契合。

据高新军介绍，百余名演职人
员满怀对历史、对“诗圣”的敬畏之
心，精心创排《杜甫·大河之子》剧
目，并力争通过该剧的创新实践使
市豫剧艺术中心整体艺术水平再
上新台阶，为努力建设“戏曲郑州”
“文艺郑州”做出贡献。

“杜甫是咱河南人，早在 2003
年，我就有把杜甫推上豫剧舞台的

想法。我从12岁开始唱戏，在舞台
摸爬滚打40多年，下个月就该退休
了。”昨日，在该剧中饰演杜甫的国
家一级演员张海龙表示，文艺工作
者就是要用各种艺术形式来描绘我
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

“郑州需要一个戏曲舞台上的
杜甫，这部剧重点突出杜甫的家国
情怀，令人感动和震撼。”河南省文
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文艺评
论家刘景亮说，这部剧把《石壕吏》
这首诗的内容贯穿下来，带有纪实
性地去写历史人物，表现手段丰
富，有歌队的运用、有吟诵的舞台
表现，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表现元
素，为戏曲增加了新的语言。剧中
不仅杜甫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包括石伯、郑武等多个人物都牵动
着观众的心。

让传统豫剧与现代艺术更契合

让杜甫登上豫剧大舞台

《杜甫·大河之子》首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