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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载传诵，诗圣故里
迎来中国诗歌溯源之旅

杜诗传诵千载，时空回响，
诗圣遗泽，惠及故里。这位“从
前的少年”馈赠给家乡一份宝
贵的礼物——一场中国诗歌的
寻根溯源之旅来到天地之中、
诗圣故里。

2023 年 9 月，以“诗在中
原 歌咏中华”为主题的第七届
中国诗歌节在郑州举办，众多
嘉宾共话诗歌蓬勃发展。中国
作协《诗刊》杂志社主编李少君
说：“河南是中国人民的老家，
河南也是中国诗歌的发源地，
我们来到郑州参加第七届中国
诗歌节，实际上是来寻根，寻找
中国诗歌的根。”“在郑州举办
中国诗歌节，可以说是回到了
中国诗歌的一个源头，这必将
对河南的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
响，我相信诗歌节的举办，将为
新时代诗歌创造新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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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曾经爬树摘枣少年的故乡 迎来中国诗歌溯源之旅

杜甫:郑州笔架山下走出的诗圣

“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饱含
着浓浓思乡之情的
千古名句，人们知
道出自诗圣杜甫之
口，争相传诵，却很
少有人追问：杜甫
的故乡是哪儿？

1300 多年前，
杜甫出生在郑州西
边 巩 义 笔 架 山 脚
下，并在那里度过
无忧无虑的一段人
生时光。后来，爬
树 摘 枣 的 河 洛 少
年，离别家园，游历
天下，以诗著史，仍
念念不忘哺育他的
故里。家乡人也没
忘 了 这 位 出 走 少
年，建馆塑像立碑
纪念杜甫。

家国情怀，杜
诗不朽，穿越时空，
千载回响。去年金
秋 9 月，以“诗在中
原 歌咏中华”为主
题的第七届中国诗
歌节在郑州举办，
嘉宾们聚首天地之
中，踏访诗圣故里，
共享诗歌盛宴。中
国作协《诗刊》杂志
社主编李少君评价
这是一场中国诗歌
寻根、溯源之旅，

“这是一个意义非
常重大的活动，也
是一个将永远对未
来和历史产生影响
的诗歌活动。”

“ 读 万 卷 书 ，不 如 行 万 里
路”。当年带着家族期望的杜甫，
告别生养他的笔架山，开始了寻
求功名、游历天下的漫漫之旅。

游学途中，科考失利的杜甫
幸运地遇上李白，两人一见如故，
成为终生挚友。李诗豪放飘逸，
杜诗沉郁雄浑，并称唐诗双璧，是
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无论是洛阳、长安、成都，还
是齐鲁、湘楚大地，四处辗转的杜
甫始终忘不了桑梓，忘不了笔架

山下的庭院。“露从今夜白，月是
故乡明”“秋风楚竹冷，夜雪巩梅
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
好还乡”……一首首饱含深情的
诗句里，是他身在他乡、情牵故土
的真实写照，尽情抒发着杜甫对
故乡的刻骨思念。

家乡人也忘不了这位出走的
河洛少年，建馆塑像立碑，研学采
风集会，千百年来以各种方式纪
念杜甫、拜谒诗圣。杜甫故里有
一条百米长廊，前中国书协主席

启功先生题名“诗圣碑林”，廊内
容纳石碑百余通，汇聚了众多著
名书法家抄写的杜甫诗篇，真草
隶篆，各具特色。

除 了 展 示 杜 甫 的 诗 歌 成
就，杜甫故里还精心陈设有诗
人展区，从杜公祠开始，瞻雪
阁、诞生窑、上院、壮游园、三
友、怀乡苑、万汇园，以“来自这
片土地，又回归这片土地”为主
题，向世人诠释了一个真实而
全面的诗圣。

游历天下，念念不忘故乡明月、巩梅春雪

那个从前的少年，笔架山下爬树摘枣

前往郑州市巩义站街镇南窑
湾村，寻访杜甫故里，一处名为

“杜甫诞生窑”的地方会引起游人
的注意。杜甫出生之地，背靠笔
架山，前临东泗河，山后有一凹
地，人称“洗砚池”。

杜甫出身名门，他是西晋著
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杜预的
十三世孙。杜甫曾祖父杜依艺任
巩县（今巩义）县令一职时，家族
开始在此定居。杜甫祖父是被誉
为唐代近体诗奠基人的杜审言，
以一首《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
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

鸟，晴光转绿蘋。忽闻歌古调，归
思欲沾巾”，被誉为初唐五律第
一，杜甫曾写诗评价祖父：“吾祖
诗冠古。”

家学深厚又勤奋好学的杜
甫自幼聪颖，3 岁识字，5 岁诵
诗。相传 7岁时，杜甫和小伙伴
们在河湾里玩耍，突然看见从
远远的天空飞来一只美丽的大
鸟，翩翩落在河滩上。这一场
景被杜甫写成《咏凤凰诗》，可
惜未能存世，不过有杜甫后来
的诗作《壮游》作证：“七龄思即
壮，开口咏凤凰。”如果这首诗
能流传后世，将和 7 岁写下《咏

鹅》的骆宾王，并称一段诗坛神
童佳话。

提到杜甫，大家眼前浮现的是
一张饱经沧桑的干瘦面庞。其实，
生长在官宦家庭的杜甫，在故乡度
过一段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他
在《百忧集行》中写道：“忆年十五
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
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这种淘气贪玩的形象，是不
是与我们印象中忧国忧民的杜甫
形象大相径庭？这恰恰为世人

“弥补”了杜甫的完整画像，让大
家知道，我们的诗圣也是“从前那
个少年”。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潘登/文 李焱 李新华/图

第七届中国诗歌节精品剧目豫剧《杜甫·大河之子》剧照

杜甫塑像凝视远方

杜甫故里景区

豫剧《杜甫·大河之子》
唱出诗圣家国情怀

诗歌节主题精品剧目豫剧
《杜甫·大河之子》同步展演，吸
引众多喜爱杜甫和杜诗的人前
去沉浸式感受“诗圣”的家国情
怀。“杜甫是大河之子、人民之
子，对百姓怀着朴素而深沉的情
感。”导演王晓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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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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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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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饰演杜
甫、即将退休的国家一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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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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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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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