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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诗 颂 新 时 代
——用中华诗词构造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

■

“中华诗词”及其功能

讲 坛

强化诗词的服务功能

□主讲人：周文彰

▶▶▶相关链接——

“中华诗词”是一个专门概念，特
指律绝、词赋、散曲、古风这些中国古
老的诗歌艺术。3000多年来，中华诗
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今天，人们
估算，诗词创作队伍有300万之众，读
诗背诗者不计其数。自古以来，诗词在
社会生活中一直具有重要功能，发挥着
重要作用。

首先，诗词具有表达功能。诗词
至少有五种表达功能：一曰记事。把
诗人自己所经历的事情、看到的事
情、想到的事情，用诗的语言表达出
来。诗是一种记事方式。有人提醒不
要把诗词当作日记来写，可能意在提
醒不要把诗词写滥，但诗词一定是有
记事功能的，而且在很多诗人那里实
际上起着记事的作用。二曰抒情。抒
发亲情、乡情、友情、爱情、同学
情、战友情、爱国情、离别情等，诗

可以成为人们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
三曰言志。诗用来表达作者的某种志
向，诗就是作者愿望、志向的一种表
达方式。比如我当全国政协委员的时
候，感到政协工作大有作为，于是写
诗言志：“好自担当行使命，青春花
甲再飞扬。”以此表达我当好政协委
员的志向。四曰议政。这个功能自古
有之，最著名的议政诗要算唐代章碣
的 《焚书坑》 了：“竹帛烟销帝业
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
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代皮日休
的《汴河怀古》也是议政诗：“尽道
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
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五
曰喻理。即通过诗词表达一个道理。
苏东坡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说出了很深刻的道理；
北宋理学家程颢的《秋日偶成》也可

以看成是一首哲理诗：“闲来无事不从
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
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
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
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我特别喜欢这
首诗，可能跟我学哲学有关。

诗词的表达功能涉及一系列问题，
这就是：表达什么，如何表达，表达目
的何在，表达的社会效果如何等等，这
就与诗人的社会责任有关。

其次，诗词具有反映功能。诗词和
其他文学样式一样，都是作者主体对客
观世界的反映。诗词的表达功能侧重从
诗词的主体方面讲，诗词的反映功能则
侧重从诗词的客体方面讲。诗词所反映
的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
的思维。山水诗属于反映自然界的诗，
当代新田园诗属于反映社会生活的诗。
现在人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当时的诗

词也成了一种宝贵资料，因为诗词以其
特有的方式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
活。唐代白居易的《卖炭翁》就是这样
的诗。诗词还反映人的思维，即人的精
神世界。如果诗词反映的是作者本人的
精神世界，即诗人的主观感受、愿望、
怨恨，我把它归于“表达”。这里是指社
会的精神世界，包括社会道德境界、社
会思潮、社会心理等。如杜甫的《石壕
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
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
啼一何苦……”全诗反映了官吏深夜抓
壮丁时老妪护儿的痛苦心情。

从诗词的反映功能来看，诗人们不
能只是待在自己的小天地，应该广泛地
拥抱自然、深入社会、了解社会心理、
人民心声，然后从为社会提供正能量的
角度去尽到诗人的社会责任。

此外，诗词还具有服务功能。诗歌

历来具有服务功能。比如，诗词服务于
道德教育。训导诗就是一种道德教育，
让人从诗的欣赏中受到道德的教化，提
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诗歌的训导功能不
可小视。唐代颜真卿的《劝学》：“三更灯
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
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这首诗跨越
时空，为此后历代所传诵，今天读来也是
满满的正能量。比如，诗词服务于艺术
创造。戏剧、散文、小说中的诗词，发挥
着帮助刻画人物、烘托主题、提炼要义等
服务功能。最著名的就是《三国演义》开
篇《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这是明代
文学家杨慎所作，后毛宗岗父子评刻时
将其放在卷首。比如，诗词服务于氛围
营造、环境建设。如美化环境、装饰厅
堂。我在海南工作时，力倡用书画装饰
楼堂馆所、车站码头、办公场地等公共
场所，书法内容基本是诗词。

我们看到，现在诗词所发挥的服
务作用远不及歌曲、书画等艺术，主
要就是因为很多诗人长期以来把诗词
当作自我表达、自我欣赏的私藏珍品
或“圈子文化”，忽视了诗词的服务
功能。今天我们要“破圈”，走出自
我的圈子，走出诗词界的圈子，发挥
诗词的社会作用，这就需要我们，一
是认识诗词的服务功能；二是要寻找
实施服务功能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
时空条件，即把握好时机和空间；三
是要去研究诗词的服务方式。中华诗

词学会2021年组织创作的《百年诗
颂》，选取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
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重要地点、重
要人物、重大政策、重大成就等，用
绝句、律诗、词、曲、赋、古风等多
种体裁加以表达。它是一部系统构
思、集体创作的大型政治抒情诗，每
一首诗词既独立成篇，又承上启下，
是整个 《百年诗颂》 的有机组成
部分。

诗词的表达和反映功能是自然而
然的，是诗词与生俱来的功能，它虽

然起到服务作用，但属于诗词产生的自
发作用。《百年诗颂》不同，它是中华
诗词界自觉地运用诗词，服务于党的重
大庆典和重要活动。可以说，《百年诗
颂》是一种象征，标志着中华诗词界发
挥和拓展诗词的服务功能进入了自觉
时期。

强化诗词服务功能，就要强化诗
词精品意识。越是精品，服务功能
越强、作用越大。现在全国每天产
生的诗词作品数以万计，局面十分
喜人。繁荣发展中华诗词，要在提

高诗词质量上下功夫，大力创作精
品力作。

诗词既可以见山写山、见水写
水，小情小调，也可以整篇构思、分
段写作，宏大叙事。我多次建议强化
诗词服务功能，可以尝试以诗词组织
系统创作，进行宏大叙事，所以出现
了一些整体构思、系统创作的诗作。
如 《诗词大闽江》《诗情梅邑——闽
清县一村一诗吟集》，以及以宣传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 《一天一
诗·集》，还有先前的 《中国奥运冠

军风采诗词》《诗赞安徽“中国好
人”》等。

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奔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征程上，我们要进一步强化诗词
服务意识，更加自觉地发挥和拓展诗
词的服务功能，构造中国精神和中国
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党
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
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
键。”

■
周文彰，第十二届全国

政协委员，中华诗词学会会
长，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
春。中华诗词源远流长、灿
烂辉煌。在 5000 多年文明发
展中，以中华诗词为代表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
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打造出一个个中华民族的精
神地标，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近年来，人们对中华诗词越
来越重视，中华诗词的社会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用中华
诗词讴歌新时代，构造中国
精神和中国价值，以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推动新时代中华诗歌诗
词事业繁荣发展。本期讲坛
是周文彰先生近期在全国政
协书院“白话文时代格律诗
的创作与赏析”自约书群中
的交流内容，现整理发表，
以飨读者。

■

诗词创作，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
用词。用得好就有诗味，否则诗不像
诗。所以，老师们经常提醒初学者，写
诗要少搬成语，少用口号，少用专业术
语，如政治术语、科技术语，少用直白
的词，因为诗要含蓄，等等。对此，我深
以为然。

诗词要反映时代生活，书写时代
变迁，体现时代风貌，就必须使用时代
特点鲜明的词。否则，诗词就无法反映
和体现时代。但是一用这些词，就有可
能被认为不是诗的语言。于是作者就变
着法子把“高铁”化作“巨龙”，把“公报”
化作“宏音”等等。我们似乎已经形成了
固定的“诗词审美图式”，诗词用词只有
迁就这种“图式”，才有可能被认可（关
于“图式”，可参阅周文彰著《狡黠的心
灵——主体认识图式概论》一书）。

这种诗词审美图式，是人们在长期
阅读欣赏我国古代诗词的过程中形成

的。我们从小就学古诗、背古诗，特别是
唐诗宋词，学写诗词的范本就是唐诗宋
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古代诗词特别

是以唐诗宋词为参照的诗词审美图式。我
们用这种图式来阅读当代诗词，诗词“代
沟”就十分自然地产生了，恰如一个老父亲

以自己年轻时的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为参
照，对孩子的生活花费这也看不惯、那也不
顺眼一样。

我们要承认并设法消除诗词“代
沟”，否则便无法实现诗词用词的时代
性。消除诗词“代沟”的办法，不是要抛弃
业已形成的诗词审美图式，而是要优化；
更不是不要学习古代诗词，而是要学活，
或者叫活学。古代诗词传承至今、经久不
衰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反映了作者所
处的时代。我用搜韵网搜索了古代交通
工具、古代兵器、古代酒器、古代四大发
明，得到一个惊喜的发现：所有代表那些
时代的劳动创造、科技成果、战斗生活的
先进物件，大都反映在诗词中，而且直接
使用物件的本名，没有作任何“诗化”处
理，说明诗的语言是没有定规的。

所谓的“学活”古诗，或“活学”
古诗，是说学习古诗，不要拘泥于它们
用过哪些具体词语，而是要总结它们用

词的共性特点或一般规律，即用词要有
时代特色；更不能以古诗的用词为标准
来判定当代词语是不是诗的语言。古诗
能用“骡驮车”，今诗为什么不能用“电
动车”？古诗能用“指南针”，今诗为什
么不能用“定位图”？古诗能用“多宝
塔”，今诗为什么不能用“空间站”？古
诗能用“火车”（用于火攻的木制战
车），今诗为什么不能用“坦克”？古诗
能用“云梯”，今诗为什么不能用“塔
吊”？等等。正因为古诗用词具有时代特
色，今天我们才能够通过诗词研究古代
的制度、科技、战争、生活、风俗等。
如果我们禁用时代新词，后人还能通过
诗词研究我们的今天吗？

近年来，《中华诗词》杂志以及很多
地方的报刊和新媒体，发表了不少具有
时代标记的新鲜词汇，也得到了广大作
者的认可。“诗的语言”正在与时俱进，读
者对“诗的语言”的理解也在与时俱进。

强化诗词用词的时代性

■

所谓诗词价值观，就是关于诗词
有没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总体看法
和根本观点。对诗词的价值判断，人
们通常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一是看诗
词本身的品质，二是看诗词对社会生
活的意义。

诗词的文本价值

判断诗词的品质，就是看诗词好
不好。这是关于诗词文本价值的判
断。如，诗词语言是美还是不美，诗词
境界是宽还是窄，诗词意义是大还是
小，诗词用新词是好还是不好等等。
这都属于具体的价值判断，而支配一
个人对诗词作出价值判断的，则是他
的诗词价值观。

诗词的社会价值

人们对诗词的价值判断，除了评
价诗词本身的优劣之外，还有第二个
维度，就是评价诗词对社会生活的意
义。对诗词社会价值的评价，显然是
与对诗词文本价值的评价密不可分
的。因为，只有文本价值为正的诗词
才可能具有社会价值，文本价值为负
的诗词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价值，或许
换个说法更合适：文本价值为负的诗
词，只能产生负面的社会价值。研究
诗词，我们既要关注其文本价值，更要
关注其社会价值。

对诗词社会价值的评价，不是伴
随着诗词的出现而出现的。在一个漫

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先祖只是写
诗抒发感情、表达愿望，而没有自觉的
价值意识。甚至到今天，诗人对自己
的诗词也未必都有清醒的价值意识。
没有清醒自觉的诗词价值观，就没有
诗词创作的追求。因为诗词价值观首
先就是一种价值追求。例如，没有“语
不惊人死不休”的诗词价值观，就不会
对自己的作品反复锤炼打磨，而是马
虎了事、得过且过；没有“让人读了能
触动心灵”诗词价值观，就不会在主题
和意境上狠下功夫。诗词创作要想有
自觉的追求，就要树立正确的诗词价
值观。

没有清醒自觉的诗词价值观，就
没有自我完善、自我把控的艺术水
平。因为诗词价值观又是一种价值标
准。一旦确立了正确的诗词价值观，
诗词创作自然就会以此为标准去衡
量，达不到标准的继续修改。可见，诗
词创作要想有明晰的价值标准，就要
树立正确的诗词价值观。

没有清醒自觉的诗词价值观，就
没有持续的诗词创作动力。因为诗词
价值观还是一种价值动力。有了它，
就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志向，就有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就有不达
目标不罢休的倔强。因此，诗词创作
要想昂扬向上、持之以恒、不懈追求，
就要树立正确的诗词价值观。

诗词价值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远
远不限于诗词创作，而且还关系到诗

人的整个为人处世。一个诗人，头脑如
果没有被正确的诗词价值观所占领，其
他不正确的追求、不正当的动机、不可理
喻的念头，就会乘虚而入。

可见端正诗词价值观，是实践的需
要、时代的需要，诗词事业的需要，也是
诗人的个人需要。建设风清气正的诗词
组织、树立和维护诗人形象、创作优秀诗
词作品、繁荣发展诗词事业、充分发挥诗
词的社会价值，都需要我们用心端正诗
词价值观。

所倡导的诗词价值观

我们倡导的诗词价值观是一种什么
样的价值观，这是今天要讨论的重点问
题。不把这个问题弄明白，诗词价值观
就只能停留在口号阶段。

总体来说，我们所倡导的诗词价值
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诗词艺术实
践相结合的产物。关于诗词艺术领域的
实践及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
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2014年
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1年12月《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
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作出了明确
而全面的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就是我们
所要构建的诗词价值观的依据和内涵。

从政治站位上说，要树立“坚持与时
代同步伐”的诗词价值观。诗人和诗词
要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
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
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

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时代历史巨变，
描绘时代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
立传、为时代明德，让诗词成为时代的号
角。为此，诗人要努力成为“时代风气的
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从创作导向上说，要树立“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诗词价值观。我们要把满
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诗词和诗词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诗词
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诗词审美的鉴
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诗词
工作者的天职。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
心，诗词艺术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

从诗词题材上说，要树立“从当代中
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
创新的灵感”的诗词价值观。诗人要从
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
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
之美、文化之美，用诗词书写和记录人民
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
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
国力量，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
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
的精神气象。

从诗词质量上说，要树立创作优秀
作品的诗词价值观。优秀作品就是“有
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
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
爱”的诗词作品，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性俱佳的诗词作品。

从创作态度上说，要树立“守正创
新”的诗词价值观。诗词与其他文学体

裁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有一套严格的韵
律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守正”。然
而，“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这就要求我
们把创新精神贯穿诗词创作全过程，在
题材、语言、手法、意境等方面努力创
新。有人说，如果把你的诗跟唐诗放在
一起，别人找不出来，就是好诗。这个
说法是值得讨论的。模仿能力再强也是
模仿，不是创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
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增强自我突破的
勇气，抵制照搬跟风、克隆山寨，迈向
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

从个人素养上说，要树立“讲品位，
重艺德”的诗词价值观。诗词和其他文艺
作品一样，“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
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
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文艺工作
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
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
化修养、艺术训练，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
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

总之，诗词价值观是涉及诗词文本
价值、诗词社会价值和诗人个人价值相
统一的价值观。

阐发诗词价值观这个概念，是为了
便于我们今后的自身修养有一个明确焦
点和简明提法，这就是端正诗词价值
观。而对于推动人们端正诗词价值观最
重要的外部因素，除了大的社会环境之
外，就是诗词组织必须风清气正，诗词组
织领导班子必须率先垂范。

端正诗词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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