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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夸夸群”就是“围猎群”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关山远

最近网上冒出了一个叫“夸夸群”的玩意儿，
在这种群里，无论你说什么，都会被人围起来夸奖
一番。比如，“今天单车丢了，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求夸。”马上会有人开始夸：“丢了仍不暴躁，说明
人极为优雅，下一辆单车更美，夸”。很是无厘头。

但是，“夸夸群”倒不是什么特别新奇的存在，
历史上的“夸夸群”多了去了，而那种处心积虑、机
关算尽，是现在没法可比的，而且，一点都不无厘
头——— 很现实，很势利，而且，往往很残酷。

一

人是需要夸的。十几年前有部电影叫《求求
你，表扬我》，范伟演个老实人，频频求报社记者给
他写个表扬稿，原因是他一生都没得到过表扬，作
为老劳模的父亲临终前的愿望，就是儿子能够获
得一次表扬……这阵子正热播的电视剧《都挺好》
里那个明玉，从小眉清目秀，乖巧懂事，还是学霸，
但就是不被待见，没享受过“被爱”，更别说频频获
夸了，从小到大在家里，她身处的是一个“骂骂
群”，严重影响了她长大后的性格，正应了一句话：
“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
在治愈童年。”

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早就证明：经常被
表扬，对于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别说是人，植
物也如此。有人做过实验：两盆花，一盆天天被夸，
一盆天天被骂，结果前一盆花开艳丽，后一盆，死
了。因此，中国有句古语叫作“良言一句三冬暖，伤
人一语六月寒”。擅长夸人的人，被视为情商很高。

但凡事有度，如果像明玉这般聪明懂事的孩
子，始终得不到表扬，肯定有问题；如果明明一身
问题、毛病，却整天被夸成十全十美，甚至连问题、
毛病也能当成优点来夸奖，如鲁迅先生所言“红肿
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那么，肯定
更有问题，有大问题，应了狄仁杰忠实跟班元芳的
一句大实话：此事必有蹊跷。

譬如，这些日子，一群闲人，男男女女，或蹲或
坐，围住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各种恭维，夸他
是大师，很妖孽的感觉。此事必有蹊跷，实质是，夸
流浪汉为大师，其实不过是在消费这可怜人，自己
想蹭点流量，想在自媒体上做成个大号。说白了，
离不开一个“利”字。

在古代，专门有人以夸人为职业，这个群体，
读了些书，有些学问，但科举不顺，又不想勤劳致
富，就到权贵富豪家里，帮闲凑趣，打秋风，充串
客，以闲情逸趣取悦豪门，给金主脸上贴金。这种
人的称呼很有趣，叫“篾片”。鲁迅在《集外集拾遗·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写道：“那些会念书、会下
棋、会画画的人，陪人主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
画，这叫作帮闲，也就是篾片。”豪门越豪，篾片也
就越多，“夸夸群”也就越大。

篾片嘛，倒不是一个终身职业，有以“夸夸群”
为终身职业的么？有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监，
尤其是明朝的太监。

明朝皇帝和大臣的关系普遍比较紧张，往往
一言不合，谁也不肯妥协，皇帝动不动打大臣屁
股，大臣动不动卷铺盖走人，都是硬碰硬。皇帝最
头疼的，是那种“言官”，官职不高，啥都爱管，甚至
要管皇帝的私生活，皇帝专宠一个妃子，他们要
管；皇帝纵欲过度，他们也要管。皇帝多窝火啊，所
以回到后宫，太监们凑上来，想方设法、变着法子
哄皇帝开心，比如明武宗朱厚照时期的坏太监刘
瑾，“夸夸群”的当仁不让的群主。

朱厚照以贪玩著称，为讨他欢心，刘瑾今天献
一头鹰，明天排练一场歌舞，后天组织个摔跤比赛
什么的，皇帝可喜欢他了。光刘瑾一个还不够，以

他为首，聚集了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
大用、张永等人，时人称为“八虎”，成天哄着朱厚
照玩耍，最终让他娱乐至死，享年 31岁。朱厚照小
小年纪，就以聪明著称，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好皇
帝，却在历史上留下荒诞不经的名声，是身边那群
太监坑了他。他 15岁继位，小小年纪，哪里经得起
太监百般诱惑？

太监身份很特殊，论武功，没法跟武将比，论
文化，没法跟文臣比，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离皇
帝近，取悦皇上，进而影响皇上，甚至能够控制皇
上，是他们独一无二的捷径。尤其是明朝中期以后
一些在深宫长大的皇帝，远不如太祖朱元璋、成祖
朱棣在基层千锤百炼过。在这些皇帝眼中，总是提
意见、讲真话的大臣，真是讨厌，哪有陪伴自己长
大、嘴里像抹了蜜般的太监那般亲近、值得信任？

太监在皇帝身边组成了“夸夸群”，而这些为
皇帝宠信的太监身边，也有一个“夸夸群”。比如臭
名昭著的大太监魏忠贤，身边有一个庞大的“夸夸
群”，他出巡时，马屁精们遮道拜伏，欢呼九千岁，
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吕毖在《明朝小
史》中写道：“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
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拜太监为干爹，
叫太监为爷爷，这个“夸夸群”的平均品德程度，也
确实让人很无语。更让人无语的是，群员们还争相
为魏忠贤颂德立祠，纷纷攘攘，唯恐不及。《明史》
很鄙夷地写道：“佞词连篇，不顾羞耻。”

二

读历史，看出没其间的“夸夸群”，不由感慨：
人格有多堕落，阿谀拍马的想象力就有多高。

唐朝武则天年代，有个叫杨再思的宰相，是个
政坛“不倒翁”，也兼任当时的“夸夸群”群主，史书
这么评价他：“为人佞而智。”一个不顾羞耻、整天
忙着吹捧人的家伙，如果再有高智商加持，那真是
在夸夸的路上，如脱缰之马，无人能挡。

杨再思“夸人”的能力有多强？且看三例：
其一，武则天晚年宠幸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

弟。作为宰相的杨再思，如苍蝇叮腐肉一般凑在这
俩面首身边。张昌宗以美貌著称，时人都称他面似
莲花，杨再思却道：“不是六郎(张昌宗小名)似莲
花，而是莲花似六郎才对。”

其二，司礼少卿张同休是二张的兄长。他宴请
公卿大臣，喝多了，对杨再思道：“你长得很像高丽
人。”杨再思不但不怒，反而满面欣然。他将剪纸贴
在头巾上，反披紫袍，竟然摇头晃脑地当场跳起了
高丽舞。满座公卿无不鄙笑。

其三，有一次张昌宗犯了法，司法部门要求武
则天免去他的官职。武则天很为难，有意袒护，就
问杨再思，张宗昌有没有功劳？杨再思张口就来：
“张昌宗曾炼制神丹，陛下服后圣体安康，这是莫
大的功劳。”武则天龙颜大悦。时人专门写了篇《两
脚野狐赋》来嘲讽杨再思，他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但论拍马屁的功夫，杨再思绝不是空前绝后
的人，煌煌二十四史，无数人浩浩荡荡，为拍马屁
尽折腰。在这项业务追求上，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一个经典故事是：宋徽宗听说龙虎山第三十
代张天师很灵验，就召他来京城，见面便问：“你住
在龙虎山，曾见过龙虎否？”张继先答道：“住在山
中，老虎是常见到的，龙呢，今天才见到龙颜。”徽
宗大喜。众所周知，宋徽宗身边有一个规模庞大的
“夸夸群”，他什么肉麻的话没听过？但这一句话，
还是让他欢喜不已。张继先这次见徽宗，年仅 13
岁，可谓拍马不在年高，少年也是此间英豪。

聪明人去拍马屁，真可怕。
北宋有个叫丁谓的人，那真是聪明绝顶，不仅

做得一手好诗文，而且能力突出，擅长处理疑难杂
症。有一年皇城发生火灾，丁谓负责重建，工程规

模宏大，面临三大困难：一是城内无法取土，二是
建筑材料要从外地运来，三是建筑垃圾处理费事。
丁谓的脑子绝对好使：第一步，从施工现场向外挖
了条大深沟，把挖出来的土作为施工需要的新土
备用；第二步，从城外把汴水引入所挖的大沟中，
利用木排及船只运送木材石料，解决了木材石料
的运输问题；第三步，等到工程完工后，再把工地
上的建筑垃圾填平大沟。一举三得。

预计 15 年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丁谓用 7 年
就完成了，给后世留下了“丁谓造宫”的典故。但这
么一个又聪明又能干的人，在历史上的口碑却很
差，被“天下目为奸邪”，人们将他与其他四个坏蛋
合称为“五鬼”———“五鬼”是当时“夸夸群”的核心。

丁谓拍马屁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宋真宗与
贵妃有一次赏花钓鱼，钓了半天，一条鱼也没钓
到，很是郁闷，丁谓马上凑过去赋了首诗：“莺惊凤
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钩迟。”宋真宗顿时开心了。
但丁谓的坏名声，远不仅仅来自曲意奉承，他贪污
受贿，勾结太监，陷害忠良，干了一堆坏事。

名臣寇准跟丁谓一度是好朋友，当时寇准当
宰相，丁谓为副。一次宴会，喝嗨了，寇准蓄了把大
胡子，喝汤时，洒了些在胡子上。丁谓赶紧上去，给
寇准的胡子做清洁工作。两个男人，这样是挺肉麻
的。不过这是拍上司马屁嘛。偏偏寇准是个耿直
哥，不买账，呵斥丁谓：“一个副宰相，给上司溜须，
成何体统？”

“溜须拍马”的“溜须”，就是来源于此。“拍马”
则源于元朝，蒙古族的百姓牵着马相遇时，常要拍
拍对方马的屁股，摸摸马膘如何，并附带随口夸上
几声“好马”，以博得马主人的欢心。对方欢心最重
要，马是好是坏并不重要。所以即使是一匹差得不
能再差的劣马，也能享受一把被拍屁股并被冠之
为“好马”的待遇。这种没有原则的奉承讨好，就成
了“拍马屁”。

丁谓溜须不成，从此恨上了寇准，逮着机会就
整寇准，他下手特别狠，甚至把宋真宗病死都归罪
于寇准。寇准最终客死贬所。丁谓作恶太多，也没
善终。他在被贬途中，想拜见寇准，寇准仍不改耿
直本色，拒了：你别来，你来，我家里人会抽死你。

三

话说“千穿百穿，马屁不穿”，能够拒绝滚滚马
屁且生出警惕之心的，并不多。

《新唐书》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唐太宗在宫
中闲逛时，看到一棵树，模样不错，便指着这棵树
说：“这是嘉木啊！”旁边有个人秒转，点赞，然后开
始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各种角度地夸这棵树确实
好实在好就是好——— 非常符合“夸夸群”的特质：
你无论提到什么，他都能夸出花样来。

但唐太宗毕竟英明神武，瞪了正夸得唾沫横
飞的这厮一眼，很严肃地说：“魏征常劝我远离佞
人，我一直不知道指的是谁，现在知道了。”这厮顿

时跪地磕头谢罪，说：“宰相们经常犯颜直谏，弄
得陛下手足无措。现在我有幸在您身边，不稍微
将就一点，您虽贵为天子，又有什么乐趣呢？”

能把一棵树夸上半天的这厮名叫宇文士
及，他的哥哥，就是干掉了隋炀帝杨广的猛人宇
文化及。宇文化及被干掉后，宇文士及赶紧跑来
投奔李渊父子，混得风生水起，毕竟他有擅长夸
人的高情商嘛，他跟李世民的这段对话非常有
趣，充分呈现了“夸夸群”的逻辑：那帮老家伙总
是让您受气，您过得多难受啊，我再不说些好听
的话让您开心开心，您不是更难受吗？貌似理直
气壮，完全替对方着想。所谓“伸手不打笑脸
人”，李世民虽然知道这厮是个佞人，倒也没把
他怎么样。

宇文士及很能装，有一次太宗拿刀子割肉
吃，弄得一手油，就抓块饼擦手，然后再把这块
饼递给坐在一边的宇文士及，史书上把这一段
写得很生动：太宗不断拿眼瞄宇文士及，看他是
否面有嫌弃之色。但宇文士及马屁功夫修炼得
何等到位，他像没事人一样，慢慢把这块饼吃完
了。后来宇文士及得以善终，在商量谥号(属于
盖棺定论)时，李世民想给他一个“恭”字，大伙
儿不干了，说他不配这个字，最后商量的结果，
给了个谥号叫“纵”，契合他生前奢侈放纵的特
征。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评价道：“太宗知士及之
佞，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
于佞，难哉！”

唐太宗是一代明君，能明辨是非，有人奉
承，不为所误；有人批评，也不恼怒，还能引为镜
鉴。很难得。很多人，是马屁拍来时欣欣然，被批
评时，暴跳如雷。所以，敢说真话的，是真汉子。

樊哙也是一个真汉子。《史记》上记载，刘邦
率先攻下咸阳后，到了皇宫，先是瞠目结舌，旋
即流连忘返，“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
意欲留居之。”想想也是，刘邦市井出身，哪里见
到这么多金银财宝和美女娇娃！他的战友们，也
是同等心理：冒死造反，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享
受么？于是他们怂恿刘邦要尽情享受。但此时樊
哙跳了出来，他出身屠狗之辈，却有大胸怀，他
没有加入“夸夸群”，反而批评此刻浑身欲火像
烟花一般喷射的刘邦：“沛公欲有天下邪？将欲
为富家翁邪？”

意思是：沛公您是想打天下呢，还是只想当
一个有钱人？

樊哙很不客气，此时张良也加入了劝说行
列，刘邦毕竟明智，控制住了自己，从秦宫里搬
出来，还军霸上。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鸿门宴，樊哙拼死护卫
刘邦。可以想象，刘邦从秦宫里出来后，樊哙认
为：这个人还是值得誓死追随的。

四

毫无疑问，古代的“夸夸群”危害性是很大
的，最广为人知的是“伤仲永”。一个神童，被各
种夸，他的父亲是个猪脑子，不让儿子读书，带
着他到处求夸，顺便蹭顿饭，得几串赏钱，结果，
神童长大后，“泯然众人矣”。

这就是“捧杀”。有人说现在的办公室政治，
极厉害的一招就是“捧杀”，看你没啥问题，就各
种夸，不切实际地夸，在你身边组个“夸夸群”，
让你飘飘然，最后露出破绽，被一击而中。历史
上死于“捧杀”的人很多，比如关羽，刘备夸他，
曹操夸他，孙权也夸他……夸得他最后走了麦
城。

“捧杀”一词出自《风俗通》：“长吏马肥，观
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旁边

鼓掌的，其实就是杀马之人。寻常百姓的“夸夸
群”倒也罢了，如果身居高位，掌握大量资源，也
甘当“夸夸群”，那就是动机非常不良了，带来的
危害也大得多。

比如元顺帝，元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
后一位皇帝，十分宠信一个叫哈麻的官员，哈麻
见顺帝喜欢什么，就说什么做什么；顺帝不喜欢
的东西，他绝对不说不做。他见顺帝喜欢玩“双
陆游戏”(对弈)，便马上去苦学，成为此中高手，
每日在内殿陪顺帝弈玩。各种陪玩，结果可想而
知：当时天下糜烂不堪，皇帝高兴了，元朝最终
亡了。

时间终将证明：因阿谀奉承带来的一时的
欢娱、舒坦甚至感动，时间一长，啥都不是。反
而，涂着蜜糖的嘴，其实藏着森森獠牙，伺机围
猎。

导致赫赫大唐从盛到衰的安禄山，就是蜜
糖嘴里藏着獠牙的大奸大恶之辈。当时，唐玄宗
命太子会见安禄山，安禄山见了太子却不肯下
跪，唐玄宗知道后，怒斥安禄山为何不拜太子，
安禄山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
官？”唐玄宗说：“太子是储君，是要继承朕江山
之人。”安禄山又说：“臣愚蠢，只知陛下，不知太
子，今当万死！”唐玄宗龙颜极大悦了一把。

这哪是“愚蠢”？安禄山简直可以写一本大
唐版的《论演员的自我修养》了。史料上称安禄
山“嗜欲”，手段狡诈，善于谄媚逢迎，为了取悦
杨贵妃，他一个肥硕胖子，居然装作婴儿，叫比
自己年纪小许多的杨贵妃“娘”。等“安史之乱”
爆发后，才知道这般心计，何等可怕！

当然，苍蝇不叮没缝的蛋，落入“夸夸群”的
围猎陷阱，往往是郎情妾意，半推半就。公元
1510 年，明朝有个驻守宁夏的小藩王安化王叛
乱，安化王没啥实力，但身边的人老是迷醉于将
来当靖难功臣，想让安化王变成“朱棣第二”，不
断忽悠，想尽办法，他们甚至找个女巫，驯养了
一只鹦鹉，这鹦鹉成了“夸夸群”的奇兵，一见安
化王，就大呼小叫“老天子”。安化王一听，哇，连
鸟儿都知道我要做天子。反了，反了。这场叛乱
只持续了 18 天，安化王被逮住，赐死。

鹦鹉的故事，跟民国时期的《顺天日报》故
事，何其相似！袁世凯喜欢看日本人办的汉文报
刊《顺天日报》，天天在上面看到拥护他当皇帝
的消息，全国人民，无论官吏士绅，还是贩夫走
卒，三教九流，都情绪饱满、热泪盈眶地诉说袁
大总统变成袁大皇帝的种种好处。袁世凯那个
开心啊。直到有一天，他不小心看到佣人包油条
(一说包蚕豆)的另一张《顺天日报》，才发现除
了报头和日期是一样的，其他的内容跟他看的
那张，都不一样——— 原来，是袁大公子袁克定，
为了当太子，串通一帮人，办了一张假的《顺天
日报》，上面各种夸，读者只有一个人：袁世凯。

事后，袁世凯大骂袁克定欺父误国。其实，
他很矫情。他自己很想当这个皇帝，这张假报
纸，如打瞌睡时有人递上了枕头，于是一头歪
下，陷入美梦，当然，最终只是黄粱一梦。

五

历史是很好的教材，在今天，领导干部防范
被利益集团“围猎”，很关键。君不见，贪官落马，
总会忏悔自个儿交友不慎，身边一群人围着各
种夸，结果掉进了陷阱。

如何防范？古人早有告诫：要“慎独”，“吾日
三省吾身”。假如，有一天，你发现身边多了个“夸
夸群”，不要陶醉，认真反省一下自己：我值得这
么夸么？然后再想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夸我？

这样，就不会成为猎物了。

“ 古人早有告诫：要“慎独”，

“吾日三省吾身”。假如，有一天，

你发现身边多了个“夸夸群”，不

要陶醉，认真反省一下自己：我

值得这么夸么？然后再想想：他

们为什么要这么夸我？

中华诗词与中华文化共同体
潘岳

中华诗词的传承受到习总书记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精辟阐述文化自
信的深刻内涵与重大意义：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
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强调古诗文经典已融入
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习总书记本人
更是身体力行，在各个重大场合大量引用古诗词
和现代诗歌——— 很多引用堪称“神来之笔”。今年
3月 4日，总书记再次对新时代文化文艺事业提
出了明确要求。

中华诗词是中华文明之道的重要载体之一。

所谓道，就是精神，就是境界，就是原则，亦是规
律。在传统社会中，大到国家制度、施政方针，小到
士农工商、琴棋书画，古代圣贤典籍中的大道和世
俗官民生活中的小道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共同构
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如商道，如茶道，如医
道，如剑道。这些，在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中华诗
词既有万物起源的哲学之道，也有人伦纲常的人
本之道；既有天地君亲师的孔孟之道，也有知行合
一的阳明之道；既有“幡动心动”的禅学之道，也有
“源头活水”的理学之道。一个“道”字，联通了国与
家，心与理，上与下，进与退，体现了从容有度，体
现了中容和，体现了中华哲学之精髓，使我们代代
传承从不中断。

中华诗词与国家政治教化密切相连。两千多
年前，《诗经》就以风、雅、颂三种体裁评价政治。
“风”是沟通上下、“雅”是探讨得失、“颂”是弘扬美
德，都与国家政治高度相关。周代设有采诗官，汉
代设有乐府，都把诗词纳入政治教化体系的总体
架构，体现了国家政治与优雅诗性的完美结合。

中华诗词是社会整合互动的特殊纽带。中国
人相信“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用“温柔敦厚”
的诗教整合大大小小的家庭和家族。在生产力尚
不发达的古代，从城市到乡间，文人雅士以诗会
友、唱和酬答，把本来容易为精英阶层垄断的文化

普及到整个乡土社会，用文化而非利益为纽带实
现社会的整合与互动，促进了人文社会的形成。

中华诗词是人们安顿身心的精神家园。爱情、
友情、家国之情都能通过诗词予以充分表达。中华
文化强调责任伦理，尤其是经史，说的都是家国天
下的责任，对个人感情说得不多。但诗不是，它既
有家国天下的宏大，也有个人感情的精微。

中华诗词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也大有裨
益。

先举几个小史例。
耶律楚材是蒙元的政治设计师。他先是契丹

的王子，又当金朝高官，后为蒙元所用，和南宋汉
人没半点关系。他随成吉思汗西征到新疆时，写下
的诗却是：“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
身为马上征服者，他心中的“故园”却是汉地的“梨
花深院”，抒发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原士大夫的乡
愁。这里的中原，不是仅指汉人或者汉文化，而是
为各个兄弟民族所共同体验的审美境界和精神情
调。这些情调里天然蕴涵了中华文明滋养下的个
人对待和平的态度、对待政权的态度、对待取舍进
退的态度。这种精神情调的一致，是塑造文化认同
的根基。后来，耶律楚材劝成吉思汗用儒家体系治
国，又引荐丘处机劝诫成吉思汗停止屠城，也许正
是这种精神文化认同。我们当然不会夸大诗词的
作用，因为仅靠审美情调无法塑造民族共同体，而
要靠更深远的制度安排。但若没有精神情调的契
合，建立制度会困难得多。诗词创造的是情，正是
情的融合为理性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再说远一点，我们今天吟诵的许多著名诗词，
都是由少数民族的诗人们写的。比如写屈原的元
曲名句“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
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就出自著名元曲家贯
云石之手。贯云石并不是汉族士大夫，而是维吾尔

贵族(高昌回鹘)，但他写的屈原，比汉人写得都
好。毛主席晚年反复阅读的金陵怀古名词“蔽日旌
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
杰。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
秦淮一片明月”，其作者是元人萨都剌，出身于世
代传经的伊斯兰教士之家。

中华诗词可以证明，不同族别、不同宗教的
人，是可以理解和热爱同一种境界的，是可以融入
和创造同一种文化的。中华文化从来都不只是汉
族的创造，而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大家共同创造、
共同继承、交流圆融、共情无碍，达到真正的文化
融合。尤为宝贵的是，这个文化的融合，并不是在
汉人王朝强大的时候通过政治压力产生的，而是
在汉人王朝衰亡时由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自觉
主动选择的。历史上，这样的选择发生了多次，最
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化共同
体。

如今，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

中国文学家们应该敏锐地体会到，时代的表象越
是多元与分化，时代的主题就越指向塑造和凝聚
文化共同体。

用什么来凝聚？总书记说，“中华文化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
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诗词复兴的根本动力，正是回应这一时代最深沉
的需求。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文化具有跨越种族、
宗教和政治分歧的强大生命力。中华文化的“经”

传递的是信仰，“史”传递的是经验，“诗”传递的是
情怀。历史上，很多观点不一乃至相左的人，只要
有共同的情怀，总能彼此理解，乃至惺惺相惜，因
为他们具有同样的人文精神，认同共同的文明底
色。诗词中蕴含的哲学智慧、情感艺术、气度神韵，

正属于这文明底色。只要认同这个底色，不论走
多远，相距多远，终会相聚，终会回归。

新时代呼唤着文学家们运用艺术的形式，
把中华文明的底色铺陈好。在各种思想分歧的
利益群体身上，在海内外的华裔青年身上，在那
些与我们共享一个文明的各个民族身上，唤醒
大家共同的历史记忆。新时代迫切需要一场“文
化复兴”。诗词的复兴，可以作为先声。欲民族复
兴，可先复兴中华文化；欲复兴中华文化，可先
复兴中华文学；欲复兴中华文学，可先复兴中华
诗词。

第一，要弄清楚复兴什么样的“诗词”？诗，
尤其是继承中国古典精神的诗，是传承中华文
化最好的载体之一。所谓“古典”，并不是拘泥于
格律之类的古典形式，而是要承载着古典的精
神。可以有格律，可以没有格律，只要它有古典
的“诗意”，就是诗。

古典的诗意是什么？不仅是吃点饺子舞点
龙狮的民俗，不是纯粹风花雪月的吟咏，而是要
体现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历史精神，尤其是能
够回答当前现实问题的历史精神。比如，多元与
一体的问题，个人与家国的问题，东方与西方的
问题，中庸和极端的问题，开放与融合的问题。
这些看似矛盾的两面，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都
有自己的回答。文学家们要想传播中华文化，首
先应读懂历史。历代著名的诗人，大多有着深厚
的史学哲学功底，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实践。他
们的作品之所以千载之后还能击中人心，是因
为他们写出的困惑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唯有如
此的历史精神与现实担当，今天与未来的诗词
才能有更多的真作者真读者真影响，才能和当
前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充分结合，才能承担起
文化复兴排头兵的重任。

第二，诗词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诗
词创作中，“为谁创作、为谁立言”是一个根本性
的问题。习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
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源泉。进入新时代，怎样让诗词更加贴
近群众，真实地描绘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
群众的心声？怎样找到诗词走向群众的有效形
式和途径？怎样帮助人民群众提升古典人文素
养？简单说，这是个上下贯通的问题，亦是个雅
俗共赏的问题。一方面，如何使精深的诗词通俗
易懂地走向老百姓，让大家耳熟能详；一方面，
如何使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下的民众，特
别是年轻人，能主动追寻、学习、尊重古典诗词
的深奥，应是我们每个诗者的共同责任。

第三，诗词创作要助推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纵观一部世界史，大国的兴盛、民族的复兴，绝
非经济实力代表一切，必须依靠文化软实力的
有力支撑。中国诗人历来有诗酒为伴、仗剑天涯
的真豪迈，更有家国天下、社稷黎民的大关怀，
有修齐治平、力挽狂澜的勇担当。在中国大而未
强之际，在中国青年尤需强化家国责任之际，在
中国社会更需厚植人文情怀之际，在中国必须
向世界说清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分的和
平文化基因之际，中国更需激活并提升包括诗
词在内的文化素养与精神气质。中国诗人们首
先应做文化引领者，其次应做道德表率者，即以
“明德引领社会风尚”。

当然，诗文界还有不少问题迫切需要探讨。
如新诗旧诗如何贯通？如中国诗与西方诗如何
互鉴？等等。这些都留给专家们继续讨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的奋斗
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解读
好这首大气磅礴的史诗，需要从根上讲清楚“四
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这是文化传承创新的大
课题。我们将以更加充沛的底气，集结诗词的伟
力，为国家和民族“培根铸魂”，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凝神聚气”！

论论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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