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９日 星期日

红色足迹

E-mail:jfjbklgj@163.com 责任编辑/袁晓芳

中 国 诗 歌 精 神 的 源 头 就 是“ 诗 言

志”。“诗言志”主张倡导一种价值、一种

精神，屈原、陶渊明、陈子昂、李白、杜

甫、韩愈、苏东坡、文天祥等都是代表人

物。他们高扬“诗言志”的传统，建构起

中国诗歌的精神脉络。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最高标准

和黄金律令。何谓“志”？许慎《说文

解字》曰：“志，意也。从心，之声”，志可

以理解为意愿、意向、意义、思想等含

义，总之，属于精神范畴。也有把情志

即情感和思想统一起来理解的，如唐孔

颖达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

也”，但我以为，相对而言，情是个人性

的，志包含他者及社会的视角。比如，

情是个人发动，爱就有指向，需要对象，

需要接纳。志更具公共性因素。所以，

我觉得“诗言志”，就是表达情怀、理想

和志向，就是倡导价值、弘扬精神。

“诗言志”，诗来源于情感，但应该

超越于一般情感。超越，建立在情感之

基础上。诗是文字的最高形式，不能等

同于一般的情感抒发、情绪宣泄，诗应

该有更高的使命：诗言志。精神的源头

是情感，但情感不加控制，就流于欲望

本能；情感经过疏导、提升，就可能转换

为道或者理，并可能最终转化为精神。

中国诗歌精神的最早确立者是屈

原 。 他 追 求 灵 魂 的 高 贵 和 人 格 的 完

美，为了理想拒绝同流合污，宁愿舍生

取义，其诗歌所传递的精神，显现强大

的人格魅力和感染力。屈原的《离骚》

最能体现这种高贵而昂扬的诗歌精神

和他坚持理想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

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呈现出一

种 理 想 人 格 的 典 范 ，体 现 了 诗 歌 精 神

的力量。

陶渊明和陈子昂是中国诗歌精神

的开拓者。陶渊明不求富贵，不为五斗

米折腰，安贫乐道，其《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

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实迷途

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可谓一份坚守

心中之道的宣言书，一篇大隐于市的心

灵告白。陶渊明平淡冲和的后面，是其

“守道”的风骨气象，因此历来被推举为

士大夫精神的榜样。陈子昂则在逶迤

颓靡风气盛行之时，意识到他心中看重

的精神价值必须通过诗歌发声，因此提

出 确 立 诗 歌 正 道 ，发 出 震 古 烁 今 的 呐

喊：“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

晋宋莫传”，呼唤恢复强调精神性追求

的诗歌主潮，即汉魏风骨和兴寄传统。

陈子昂顺应时代要求，振臂一呼，应者

如云，被誉为“盛唐之音”。

中国诗歌精神两个并肩而立的代

表人物是李白和杜甫。他们出现在盛

唐期间，那个时候也是中国文化的青春

上升期。李白自立自傲自强的人格随

时见诸诗作：“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

夫”“天生我材必有用”“仰天大笑出门

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

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冲决罗

网的自由精神，如大鹏展翅翱翔九天。

他从前人广泛吸取精神力量，可以说是

自由意志、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

主义的集合体，所以龚自珍这么评价李

白：“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

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

以为气，又自白始也。”

杜 甫 则 是 儒 家 的 美 学 代 言 人 ，杜

甫年轻时具有强大的个人主体性，“诗

是吾家事”“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经历安

史之乱后，杜甫深刻体会了百姓疾苦，

跳 出 了 个 人 一 己 之 关 注 ，将 关 怀 撒 向

了 广 大 的 人 间 。 他 的 境 界 不 断 升 华 ，

胸怀日益开阔，视野愈加恢弘，成为一

个具有“圣人”情怀的诗人，所以历史

上称之为“诗圣”。杜甫最著名的诗作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到自己陋室

的茅草被秋风吹走，又逢风云变化，大

雨淋漓，床头屋漏，长夜沾湿，一夜凄

风苦雨无法入眠。但诗人没有自怨自

艾，而是由自己的境遇，联想到天下千

千 万 万 的 百 姓 也 处 于 流 离 失 所 的 命

运。诗人抱着牺牲自我成全天下人的

理想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

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何时

眼 前 突 兀 见 此 屋 ，吾 庐 独 破 受 冻 死 亦

足！”这种“仁爱”思想，正是儒家精神

的 传 承 弘 扬 ，其 诗 歌 可 谓 儒 家 精 神 的

最佳阐释者。

中国诗歌精神的发扬光大者是韩

愈。韩愈在思想混乱的历史关头，痛恨

于情欲的泛滥、修辞的奢华和异端的蛊

惑，开始发起“原道”“原学”等运动，表

现出自觉的修道修身，开启新的文学革

命。韩愈高擎“道”之大旗，写下《原道》

《师说》等著名文论。《原道》强调“道”的

重要性，《师说》指出“传道”的必要性。

韩愈将其“道”贯彻于其诗歌中，成为

“诗言志”的践行者，也是“传道”的文学

复兴运动的领袖。

将中国诗歌精神实践到底的是苏

东坡。乌台诗案，苏东坡被贬黄州，但

他坚持心中之“道”不变，在给友人的信

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

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若

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

不相远矣”，可谓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

外。他称自己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

州”，这三个地方恰恰是其被贬之地，可

以理解为在最艰难的时候，苏东坡仍坚

持以“道”为最高准则并坚定地走在“行

道”的路上，所以他内心坚定，不断以

“道”的标准完善自我，达到了一种“此

心安处是吾乡”的超脱境界。

将中国诗歌精神弘扬为浩然正气

的是文天祥。其《正气歌》是在囚房里

写的，虽然“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

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但文天

祥深感浩然正气的存在，故作《正气歌》

一首：“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

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

乎塞苍冥”“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文天祥遭

遇险境，困于囚室，但因为天地间圣贤

们的光辉照耀和精神激励，胸中涌动浩

然正气，泰然处之。

“浩然之气”的说法来自孟子。他

将昂扬向上的精神性力量称为“浩然之

气”。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

之充也……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

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

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

是，馁也”。这里说的“浩然之气”就是

一 种 精 神 性 力 量 ，但 这 种 精 神 性 力 量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

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浩然之气”需要

长期培育涵养，否则就不会生长增进，

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诗人为之注入

心血，增强能量。这种“浩然之气”，也

是持续增进加持着中华文明的中国诗

歌精神。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

员、《诗刊》社主编）

中国诗歌的精神
■李少君

歌词，看起来容易写，但要写出好

词并不容易。近年来，我陆续写了 200

多首歌词，主要是反映部队火热生活

以及官兵思想情感主题。这期间，我

从模仿开始到慢慢摸出门道，逐渐积

攒了一些创作体会和感悟，愿与大家

交流互鉴。

深厚的生活积淀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没有深厚的生

活积淀就难有丰厚的创作素材，难出经

久流传的艺术作品。

所谓“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

任翕张”，说的就是厚积薄发。创作者

只有做一个有心人，观察生活现象，从

中汲取养分、积累素材，加以提炼，才能

创作出生动形象的歌词。

我曾在驻西北的空军基层部队工

作多年，对西北地区艰苦的自然环境很

熟悉。胡杨、红柳、骆驼草、沙枣花等在

我脑海中深深地扎下根，信手拈来就写

进了歌词。如歌曲《当兵来到戈壁滩》：

“当兵来到戈壁滩，一干就是十几年，营

房四周沙尘弥漫，胡杨陪伴驼铃声咽，

弱水映红颜，沙枣穿门帘。同睡同吃同

值班，战友情谊永相连。当兵来到戈壁

滩，青春年华做奉献，训练场上摸爬滚

翻，寒来暑往勤学苦练，精武又强健，奋

勇齐争先，超越自己的极限，练好本领

把敌歼……”

歌词经张延道老师谱曲后，部队官

兵尤其是在戈壁滩生活工作过的同志

都非常喜欢。只有对生活有所悟、有所

感，歌中流淌出来的情感才真挚动人。

创作者平时眼睛和心思多关注基层、关

注普通官兵，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能

有感而发。

注重方法积累

写词首先是视角。“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从不同的角

度看问题，会得到不同的答案。视角即

从什么角度切入，是站在外部世界还是

内部世界，是用我、你还是他。

其次是构思。歌词写作中，构思往

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既是抽象

的，也是具体的。歌词中好的构思带给

人美感，能抓住听众的心。一个成功的

构思，往往建立了一种格调，提升了歌

词的美学品位。好的歌词要有画面感，

给人生动的形象，尽量做到每一句都能

构成一幅画，这样就连缀成一组画，提

高歌词共情的能力。

第三是提炼主题。许多时候并不

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的主题，而是不断升

华提炼的。

我曾在基层部队的点号工作过，一

个点号就几个人，最少的仅两个兵。10

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还记得那时走在路

上睁不开眼睛、风沙打在脸上生疼的感

觉。大西北冬季很长，时常刮风沙，见

不到绿色。妈妈知道我当兵的地方条

件艰苦，总是很牵挂。我就摘下胡杨

叶、红柳花，随家信寄给她，告诉她点号

也有春天，而且是大写的春天。后来，

我把这段经历写进歌中：“我在大漠戈

壁执勤，离家很远很远，妈妈听说塞外

没有春天，我从哨位的胡杨采摘绿叶一

片 ，寄 回 江 南 给 妈 妈 一 个 放 心 的 答

案。我在雪域高原巡逻，离家很远很

远，妈妈听说边防没有春天，我从营房

的红柳采摘花儿一束，寄回江南给妈妈

一幅美丽的图案。妈妈，我是您的儿

子，也是祖国的战士，执勤巡逻在万里

边关，用忠诚筑起一道和平的栅栏，守

护着妈妈和锦绣河山。”

出新，方能出彩

歌词是踏着生活的节拍，伴着音乐

的旋律，从笔端流淌出来的心灵之泉。

歌词难写，难在于平实浅显中有深意，

难在写人所未写。

创新是一切艺术创作的生命所在，

每一首歌词都应具有艺术的独创性，表

达独到见解，既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他

人。不重复自己，要求每一次创作，都是

一次全新的体验；不重复他人，要求作品

有独特的个性色彩，表达独特感受。

创作歌词时，还要准确把握时代脉

搏，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在视野上尽

力去拓宽、放远，捕捉崭新的角度；在语

言上竭力去挖掘、创新，避开同题材作

品的词汇雷同，独辟蹊径、寻找“柳暗花

明又一村”的感觉。

有让人记得住的“词眼”

歌词中的“词眼”也被称之为“流行

句”或“记忆点”。它可以是歌名，也可

以在主歌或副歌中出现，当然副歌是出

现“词眼”最多的地方。因为副歌有对

比和重复的双重功能，可以起到加深记

忆、强化感染力的作用。许多广为流传

的歌曲，让人印象深刻的语言往往是副

歌中多次出现的“词眼”。

要求一首歌词字字珠玑，很难做

到。即使做到了，效果也未必就好，语

言的饱和度太高，往往冲淡了整体印

象，既不便于记忆，也使作曲家难以把

握重点。

“词眼”需要仔细琢磨，用心寻找，

其间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

比如，宋祁《玉楼春·春景》中的“红杏枝

头春意闹”，“闹”字写出了花开得热烈，

阳光下的灼灼其华。所谓只一字，便尽

显风流。“词眼”既可以是日常用语，也

可以升华生活表象，提取哲理内涵。

歌词三分写、七分磨，工匠精神出

细活。歌词写出来之后不要急于谱曲、

发表。我刚开始写词时就出现过这样

的状况：初稿出来后踌躇满志，越看越

满意，立刻交稿谱曲、演唱、发表……等

过段时间再看，才发现有不满意之处，

这句话要是这么说不是更出彩？但是，

改不了啦。所以，歌词一定要反复推

敲，要像酿酒那样沉淀，甚至窖藏数年。

听
见
心
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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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俊

那天，我们从上海虹桥车站出发，

大约半个小时后抵达嘉兴南站，顾不上

与前来接站的战友寒暄，便直奔南湖而

去。

南湖位于嘉兴市东南部，旧称陆渭

池，又名马场湖。京杭大运河嘉兴段主

流经过北丽桥、城北桥至西丽桥水分两

股，一股向东流入西南湖，一股向西汇

入运河。嘉兴南湖，即由运河各渠汇流

而成，上承长水塘和海盐塘，下泄于平

湖塘和长纤塘，南湖四周地势低平、河

港纵横。

时值梅雨时节，烟雨蒙蒙之中，南

湖别有一番江南诗韵。漫步湖边，穿行

小道，首先步入南湖西侧的揽秀园。战

友介绍说，揽秀园之名出于《浙江通志》

“秀水东会沪渎，西控语溪，襟带具区，

独揽其秀”之语。揽秀园以“文星桥”

“仿古街”为中心，分南、北两园。北园

西侧以中轴线对称，四进庭院式风格，

东侧为自由开放式园林布局。园内建

有碑廊，许多碑刻出自历代著名的书画

大家之手，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和艺术

欣赏价值。其中，唐代吴道子手绘“出

海观音”石刻，神态自然，栩栩如生；明

代书画家董其昌手书“嘉兴府学重修明

伦堂记”碑记共 1100 余字，行笔流畅，风

格逸秀，可谓园中瑰宝。

从揽秀园出来，乘船登上湖心岛，

丝丝凉意沁人心田，举目四望，青山绿

水嫣然朦胧一片，仿佛置身仙境般。透

过雨隙微光，山腰间云雾飘渺，但见“烟

雨楼”已在眼前。此楼因唐朝诗人杜牧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

诗意而得名，楼前檐悬“烟雨楼”匾额为

中 共“ 一 大 ”代 表 董 必 武 所 题 。 董 老

1964 年重访南湖时曾挥毫题诗：“革命

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

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

登楼远眺，湖光山色间，“红船”静

立湖面，与烟雨楼遥遥相望。我们怀着

崇敬的心情，走近“红船”细细瞻仰，不

由得感慨万千。这是一艘江南水乡常

见的单夹弄丝网船，内有前舱、中舱、房

舱 和 后 舱 ，右 边 有 一 条 夹 弄 通 道 。 其

中，前舱设有凉棚，中舱有方桌，桌上放

着茶具，四周放置凳椅；房舱设有床榻，

供休息用；后舱则置有橱灶等物，可用

来做饭……

1921 年 夏 ，中 共“ 一 大 ”在 上 海 召

开。就在代表们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

决议的关键时刻，突然遭遇搜查，会议

被迫中止。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

人王会悟是嘉兴人，在她的提议下，会

场由上海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的一条游

船上继续召开。就这样，历史选择了嘉

兴南湖，“红船”有幸承载起中华民族的

复兴伟业，指引着中国这艘巨轮劈波斩

浪，走过百年苦难辉煌。

离“红船”不远处是南湖革命纪念

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悬于纪念馆

正中央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庄严肃穆，

令人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步入展厅，历

史的厚重扑面而来。纪念馆展陈以“开

天辟地——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历史

事件为核心，以党的“一大”为重点，多

角度展示了“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

国共产党成立”和“十三位代表生平事

迹介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伟大成就

等主题内容，讲述自鸦片战争之后，无

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救亡图存不惜抛头

颅、洒热血的悲壮史诗，介绍了中共“一

大”代表早期的革命活动以及“一大”会

议情况。展览以大量的史实再次证明

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朴素

真理……站在这些泛黄的照片面前，我

们仰望熠熠生辉的历史天空，眼前仿佛

浮现出百年前，那些脚步匆匆的身影；

耳畔响起了“红船”中传出的低沉却石

破天惊的声音！

南湖不大，却因为历史的选择成为

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圣地”；“红船”虽

小，却因为时代的机遇承载着民族复兴

的重任，乘风破浪驶过百年征途。沉思

之中，已近中午，我们正欲结束南湖之

行，恰遇某部官兵在“红船”旁举行新党

员 入 党 宣 誓 仪 式 ，绵 绵 细 雨 打 湿 了 军

装，展开的党旗却愈加鲜艳夺目。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对于南湖

“红船”来说，这誓言是如此熟悉，又是

如此铿锵。百年征途，从南湖出发，这

响彻云霄的誓言，仿佛穿越历史而来，

向未来奔涌而去。

烟雨迷濛访旧踪
■唐婧瑞 洪庆任

“执勤的时光，是我们的时光。左

岸的清风，伴随着我们成长……”这首

回荡在山间的歌，是由流行歌曲《我们

的时光》改编而来，新编的词讲述了我

们中队的故事。

那天，四班长江荣林找到我：“排

长，我们写首歌吧。”

“写歌？这我可不行。”我有些错愕。

江班长拿出吉他，弹起流行歌曲

《我们的时光》。“就是这首，我们把歌词

改一改，改成跟咱们生活相关的内容。

最近，我看有的战友好像想家了，写首

歌，组织大家唱一唱，提提神、鼓鼓劲。”

听他这样说，我便不再推托，答应下来。

我所在的武警青海总队某执勤中

队，常年担负着守卫水电站的任务，就

像歌中唱的那样“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

的又一个世界”。战友们都说，自己是

“山水间”的守望者。

改编歌词时，中队日常生活的点滴

浮现在我眼前：青海的白天很长，直到

晚上八九点钟，哨兵才目送夕阳落入山

谷；战友们来自全国各地，东北“小厨

星”艾士充、内蒙古“开心果”兴安、云南

的“高材生”赵选广……中队的每个人

都曾站在大坝上眺望过远方的家乡。

江班长对我说，他站在哨楼里，经常能

看到低飞的苍鹰，每当看到苍鹰穿过乌

云，仿佛就像带走了他的迷茫，更加坚

定了坚守的心。

我将这些画面一一串起，写在纸

上。熟悉的旋律配上新编的歌词竟有了

别样韵味。“哨兵目送着黄昏，消失在远方

的山里。从坝上眺望东南，那有我们的故

乡。经历了磨砺，你说你是党和人民的战

士。苍鹰穿过乌云，带走曾经的迷茫。这

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另一个世界，让我们

忠诚的精神在这里永久闪亮。”

当战士们哼唱着为他们而写的歌，

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排长，这绝对是我

们 2022 年收到的最好礼物。”

江班长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和大

家一起唱起来：“我们的时光，是欢乐的

时光。嘹亮的军歌时常回荡在我们耳

旁 。 那 些 流 下 的 汗 水 永 远 不 会 被 隐

藏。”就在不久前，江班长放弃了去条件

更好的单位，选择留在中队。我想，他

一定是已经深深爱上了这里。

把我们的故事写成歌
■张世浩

七彩风

艺 境

阅 图

活力军营

神枪手
■摄影 陶 磊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第 82

集 团 军 某 旅 实 弹 射 击 考 核

后 ，战 友 们 纷 纷 为 打 出 满 环

成 绩 的 列 兵 刘 倩 鼓 掌 祝 贺

的 场 景 。 面 对 战 友 们 的 鼓

励，刘倩难掩心中喜悦，绽放

出甜美又羞涩的笑容。拍摄

者利用高速快门定格下这美

好难忘的时刻。作品展现了

当 代 女 兵 活 泼 爽 朗 、青 春 昂

扬的精神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