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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晚，室内灯火通明，中央民

族大学文学院教授、资深文学评论家敬文

东作以“语言与现实”为题的诗歌讲座。他

另辟蹊径，从哲学角度入手，为在座诗人带

来一场头脑的风暴。

博尔赫斯曾说过一句话：“我没有必要

向任何人证明我是一个阿根廷人。”同样的，

敬文东认为：“我们的汉语是一种味觉化、视

觉化、听觉化的语言，具有可触可感的质地，

这是中国大地上孕育出来的独特文化。”敬

文东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无处不在，语言

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语言本质不像希腊

人那样指向科学，而是指向求实和求诚。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汉语是天然适

合写诗的语言。”敬文东说。

很多人认为，语言是对世界的反映，但

敬文东却对此提出疑问：用语言描述的世

界，是否就是真实的世界？“编织能力是语

言的强大，却也是它的局限。”敬文东说，

“我认为，诗不是对世界的反映，而是对现

实的‘反应’。诗要主动‘发明’一种新的现

实、艺术的现实，让我们眼前的现实来模仿

我们艺术中的现实。”

敬文东表示，作为一名读者，他愿意阅

读这样具有创造能力的作品。

“敬文东先生的讲座学术性比较强，启

发了我们对诗的理解，开拓了我们的思

路。”专程从杭州赶回来的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永康籍诗人吕煊感慨道，诗歌不仅仅是

个人情感的抒发，更多需要从哲学的深度

去挖掘。这意味着诗人要走得更高更远，

要更多关注现实本身，寻找诗与语言、诗与

社会的有机联系。

一场名家讲坛
从哲学角度
探索诗与现实的关联

十月的永康，金秋送爽，文
人墨客云集。正值第四届江南
诗歌奖颁奖典礼举行，10 月 22
日至 24 日，参与嘉宾在我市展
开了为期三天的走读之行。来自
全国各地的 30 余位文化名家深
入山水园周、方岩五峰、花街店园
等地，感受丽州大地的隽美乡韵，
品读五金之都的人文渊薮。

对我市文艺界来说，这是一
次规格极高的采风创作活动。
陈先发、钟求是、哲贵、臧棣、敬
文东、梁晓明、沈苇、汪剑钊、汗
漫、刘川、育邦、熊焱、聂权、江
离、飞廉、敬丹樱⋯⋯这些名字
无不享誉中国文坛，在国内诗歌
界、评论界、翻译界代表着一定
的建树与高度。通过这次走读
交流，我市诗歌创作水平将更上
一个台阶，独特的人文风情将在
更大范围内为人所知。

□融媒记者 高婷婷

感受丽州大地隽美乡韵，品读五金之都人文渊薮

30余位国内文学大咖走读我市

10 月 23 日下午，一辆大巴把

远方的作家诗人们送到了方岩寿

山。鸡鸣、桃花、覆釜、瀑布、固厚五

峰高耸环列，一个书院嵌入石室之

中⋯⋯这个清幽诡奇的洞天福地，

在南朝梁代曾是佛家清修、信众膜

拜的寿山寺选址。到了南宋，浙学

兴起，先是吕皓，后陈亮、吕祖谦、叶

适，还有大儒朱熹等讲学于此，文风

始盛。其间，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

利之辩”，空谷传音，不仅在当世引

起巨大的反响，对于后世而言，这场

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辩论，也是影响

深远。

文人一边游览丹霞胜景，感叹

大自然之鬼斧神工，另一边徜徉在

丽泽轩、学易斋、重楼等建筑古迹

中，以创作者的敏锐，观察、找寻宋

韵文化的遗存。随后，在龙湫瀑布

下的五峰石室，众人泡一杯香茗，坐

而论道，想象千年前，先贤们聚谈的

情景。担任陈亮研究会会长的章锦

水适时开讲宋状元思想家、文学家

陈亮，解读了陈亮一生的境遇及著

名的“事功学说”的哲学内涵与当代

价值、现实意义。一时，空山寂寂，

唯有书声，若有古时风来，俨然山间

雅集。作家们流连忘返，感叹：“如

此佳境，如此气场，只宜文人占有，

必须有诗有酒有文章。”

一次五峰采风
从宋韵文化，寻找事功学说的历史座标

10 月 23 日上午，永康诗群作

品研讨会在紫薇明珠酒店举行。汪

剑钊、刘川、熊焱、育邦、汗漫、聂权、

飞廉、敬丹樱等八位全国著名诗人及

杂志编辑齐聚一堂，对十位永康诗人

的诗歌合集《在人间》进行了深度点评。

“这本作品集水平之高，放在整

个浙江也不遑多让。”诗人聂权说，

他赞评诗人章锦水的文风有超然脱

尘之质、魏晋名士之风。以作品《车

过济南，想起一段往事》为例，他坦

言读完全诗，脑海中浮现出了乘坐

绿皮火车的记忆。“我们写诗，就是

在用陌生化的语言去叙述一件可能

稀松平常的事，以此连接起不同背

景的读者。”

诗人、《诗潮》主编刘川说，陈星

光的作品有思考、有深度，可以预见

其大诗人资质。“但要切忌过犹不及，

诗中的议论应该更多从侧面表达，避

免锋芒太盛，转入批判主义。”同时，

他认为诗人杜剑的作品有巧劲有滋

味，语言功夫炉火纯青，但思考不

足，接下来可以着重磨砺诗歌深度。

“永康诗人的作品蕴蓄文气和

优雅，符合我对江南诗的所有想

象。”诗人敬丹樱毫不吝啬自己对永

康诗歌的喜爱。

评析过程中，许多名家都提到

一个观点：真正的大师作品应该是

敞开的、未完成的、不定性的，像一

面镜子，让不同的读者可以照见自

己。为期两个小时的研讨会上，他

们围绕《在人间》一书，大到一首诗

的标题、立意、行文，小到一个用词、

一个字，无不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

析，用词辛辣，建议中肯，令我市诗人

群体尤其诗坛新秀感到获益匪浅。

“这次研讨会开卷有益，仿佛一

场手术刀式的刮骨疗毒。”章锦水对

记者说，相信经过名家批评建议后，

永康诗人会走得更远。

一场诗歌作品研讨会
开卷有益，为永康诗歌把脉问诊

“今天，我要赴一场高山上的稻

谷的约会，一场城市文明与乡村文

明并非对峙的和谈，一场播种、生

长、收割及观光、休闲的对话⋯⋯”

10 月 24 日早上，秋高气爽，花街镇

店园村迎来了一场与诗书画有关的

文艺盛会。

正是丰收的季节，精彩节目在

稻田里轮番上演：演奏者伴奏，朗诵

家在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歌颂大地的

馈赠；书画家笔走游龙，在宣纸上绘

下丰收图景；来自五湖四海的诗人

露天而坐。微风吹起，诗意和稻浪

共同翻滚。

活动嘉宾、诗人、翻译家汪剑钊

更是亲自上阵，为大家朗诵了自己

的作品《见证》。“在这里，我感到自

己是一株稻穗。”朗诵开始前，他动

情地说。行走永康三天，途中的每

一处风景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缺乏环境载体的人文是架空的

文化；好的自然风光缺少人文内涵，

就没有人‘气’。”在这里，汪剑钊说，

地理和人文之美合二为一，达成了

奇妙的和谐。

“我第一次见到在稻田举办的

诗会。”《江南诗》编委、著名诗人梁

晓明说，此前，他曾在新疆阿克苏参

加过一场沙漠诗会，稻田之于永康，

正像沙漠之于新疆，向来客展现了

不可复制的江南地域风情。

谈到这次颁奖典礼选在永康的

缘由，梁晓明说，这是一次双向选

择，“作为一座县级市，永康诗歌实

力非常强劲，这里有一批很有才

气的创作者，更是有五名诗人加

入中国作家协会。换言之，永康

诗坛能够接下这样一个体量的活

动。于我们，是给诗歌创作找了

一个舒服的地方、一个适宜生长

的地方。”

在方岩山下、五峰书院，文学名

家追寻先贤文化在大地上的悠远回

声；在这片象征着丰收的稻田里，大

地成了纸张，文学被赋予了独特的

乡愁气息，酿造一种属于文人的浪

漫。诗歌、诗情、诗意，在稻田里脉

脉生长。

一场特殊的诗会
诗歌、诗情、诗意，在稻田里脉脉生长

壮观的稻田诗会壮观的稻田诗会

书画家绘下丰收图景书画家绘下丰收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