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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优秀的中华诗词千百年来一
直家弦户诵，广为流传。无论居庙堂之
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王公贵胄还是
山野村夫，皆能信口成诵，倒背如流。
其生命之旺盛、精魂之永恒、神采之飞
扬均空前绝后，旷古未有也。如“离离
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唐·白居易《赋得
古原草送别》），再如“白日依山尽，黄河
入海流”（唐·王之涣《登鹳雀楼》），又如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宋·苏轼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大家
无不耳熟能详，烂熟于胸。这些经典诗
词早与百姓生活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
族文化历程的最好见证。时至今日，中
华诗词已经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黄
金时期，传统诗词的复兴和繁荣也到了
最紧要的节点上。

诗词的繁荣昌盛，诗词的健康发展，
离不开中华民族这块肥沃的土壤，就像
鲜花需要阳光，禾苗需要雨露。古代中
国之所以被称为诗国，就是因为当年华
夏神州有着“凡有烟火处，无人不学诗”
之文化盛况。庞大的诗词群体、健康的
宣传导向、普及的诗词教育，让诗词这朵
常开不败的千年奇葩盛开在神州大地
上。如何重现诗国胜景，如何重振诗国
雄风，如何让诗词从书斋砚案走向田头
巷陌，从课堂典籍走向社会生活，这是我
们今天需要解决的迫切症结，也是摆在
我们诗词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所以诗词的大众化就显得至关重要。

诗词如何走向大众化，我以为首在
作品自身。作品之语言、内容、风格、意
境、韵味等均须符合当下百姓之阅读习

惯和审美情趣，而其中诗词语言应被视
为重中之重。众所周知，凡在坊间里巷
口耳相传之不朽佳作，其语言必清新晓
畅，浅显易懂。古人谓好诗“流转如弹
丸”，须“浏亮明白”。古人之作尚能如
此，更何况我等后生小子乎！然明白如
话也并非一味浅显、淡而无味，而是言浅
意深、雅俗共赏。一如清人刘熙载《艺
概·诗概》所云：“放翁诗明白如话，然浅
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如放
翁《冬夜读书示子聿》其三：“古人学问无
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全诗简单明了，流
畅自如，但又意在言外，理在其中，故能
发人深省，予人深思。如此亦俗亦雅、宜
浅宜深之作品始能长唱不衰、传之深广
矣！我们反对概念连篇的口号诗，也反
对味同嚼蜡的口水诗。所以我们提倡的
通俗是典雅之通俗，我们提倡的明白是
精美之明白。

其次在社会引导。自上世纪初新文
化运动以来，传统诗词便遭冷遇。如何
改变诗词环境，重建诗词生态，社会引导
责无旁贷。当务之急是有关方面应把传
统诗词创作纳入主流文学范畴，再不能
把祖宗的千年传统拒之门外了。新诗与
传统诗词双峰并举应该是中国诗词发展
的正确方向。中央电视台连续四届的

《中国诗词大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和热议，起到了一定的宣传和普
及作用。但由于诗词大会的主要内容是
背诗，它的主要功能也还是娱乐观众，而
不能让观众深层次触及诗词的内核，领
略诗词的精华。

去年由教育部主导、中华诗词学会
负责制定的《中华通韵》今年有望公布实
施。《中华通韵》的颁发将为诗人词家的
用韵提供更为宽广的空间，也会引导更
多的各界人士尤其是年轻人加入到诗词
创作队伍中来。我们更加希望，不久的
将来诗词创作会进入国家教学大纲，进
入大中小学的语文校本教材，使万千学
子接受诗词的熏染。诗词创作也只有成
为国家语文教育的一部分，才会迎来诗
词真正的繁荣和诗词的大众化。否则诗
词再热也只能局限于圈内，而不见于圈
外，更不用说全社会了。故诗词要走向
大众，走向社会，依然任重道远，使命艰
巨，需要我们为之付出更多努力和奉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习近
平总书记不仅大力倡导传统文化，而且
身体力行，他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和

《七律·军民鱼水情》两首作品的发表，在
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使诗词界倍受
鼓舞和鞭策。

传统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
现代科技紧密结合，将日益成为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今天，让中华诗
词走进生活、走向大众，对进一步推动
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会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兼学
术部主任、《中华诗词》副主编）

●品茗谈文

诗词复兴与诗词大众化
林峰

据《文汇报》报道，近年来，随着文博
产业的走红，大学校园也刮起了一股博
物馆热潮。据保守估计，我国目前至少拥
有450座高校博物馆。然而，与众多的数
量形成对比的是其冷清的人气——平均
下来，每座高校博物馆年参观规模仅 5
万人次。

可以认为，高校博物馆堪称科学、文
化的大宝库，其学术气质“无与伦比”，观
赏价值也是“物有所值”。但从上述几个
主要数据看，许多高校博物馆已经流于
一种“孤芳自赏”或“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状态，甚至只是一个清冷的“储物间”。这
显然是不该出现、需加以改变、也可以改
变的现象。

一方面，尽管这些博物馆隐身于“象
牙塔”内，规模和影响力有限，但背靠大学
正是它们最大的特色和优势——自带一

种学术气质。高校博物馆是许多科研成果
的灵感来源地甚至是诞生地，在专业领域
可作为各类公共博物馆的有益补充，是公
众感受科学精神、提升科学素养的最佳场
所之一。其中，融入博物馆所在社区，就是
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比如美国俄克拉荷
马大学博物馆，就是通过举办当地原住民
语言博览会而成功切入社区的，并做出了
影响力。相比之下，我国70%以上的高校
博物馆每年举办的展览普遍不足三个。这
是一个缺失，应予改变。

另一方面，要展现自身的吸引力、深
挖社会价值，还需高校博物馆以开放姿
态，主动作为，关键是要办出特色、讲好
故事。如果能让展品服务于科研和教学，
服务于社会大众，那就更好了。这背后其
实要体现博物馆管理思维的转变，在通
过各种新鲜有趣的展览盘活校园藏品，

让高校博物馆不再只是清冷的“储物间”
的同时，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聚集人
气，助力文博产业向好发展。

当然，高校博物馆的运营也存在着
“先天不足”。据了解，我国高校博物馆均
由高校自主开办、自主管理，学校的管理
水平直接决定了博物馆的办馆水平。同时
受到经费等因素制约，不少高校博物馆的
展览内容无法得到及时更新，现有藏品的
价值尚不能得到充分挖掘。这除了高校的
主动作为，提高办馆水平，还有赖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的专业指导和经费支持。

总之，高校博物馆是一座宝库，蕴含
着不同一般的学术科研价值和社会价
值。有关各方要积极行动起来，别让高校
博物馆成为清冷“储物间”，以更好地展
现和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实现最大的“公
约数”。

●公民心声

别让高校博物馆成清冷“储物间”
张国栋

苏东坡有诗曰“天下西湖三
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有学者
就考证古代确有三十六个西湖，
其中浙江就有九处。

其实，这种考证未免胶柱鼓
瑟，三十六很可能是虚指，这种
修辞方式在古文古诗里比比皆
是。而天下的西湖也绝不止三十
六处，算上已经湮没在历史尘烟
中的，别名是西湖的，以及将来
可能出来效颦的，这西湖之数七
十二都可能突破呢。

这么多西湖，最出名也最博
人眼球的当然还是杭州西湖。杭
州西湖最早叫武林水，史上有过
许多名称，这些名字有的很生动
很另类，像潋滟湖、明月湖、美人
湖、销金锅等，不过它最有名的名
字却只有三个。其一钱塘湖，杭州
古称钱塘，所以湖自然就是钱塘
湖。白居易有一首诗《钱塘湖春
行》，描写的就是西湖景色。其二
西湖，因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
湖。最早出现西湖名称的，是在白
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
诸客》和《杭州回舫》两首诗中。北
宋以后，名家诗文里大都以西湖
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
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
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
个名称。其三是西子湖，出自苏轼
的两句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
浓抹总相宜”。西子即西施，乃古
代四大美人之首，以美女喻湖，别
开生面，令人印象深刻。

历史上，颍州西湖声名显

赫，不输于杭州西湖。从宋代起，
有晏殊、欧阳修、苏轼、吕公著等
七大名人任职颍州（今阜阳），还
有黄庭坚、杨万里等人都曾留下
诗篇赞颂颍州西湖。欧阳修曾写
过十三首《采桑子》吟咏各时段
的颍州西湖，苏轼也说“大千起
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为
两地西湖排名头疼。后来由于黄
河泛滥，颍州西湖被泥沙填平，
昔日美景不复存在。现在的颍州
西湖是新建的。

扬州瘦西湖以一瘦字闻名
于世，在清乾隆时期盛极一时。
清诗人汪沆诗云：“垂杨不断接
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也是销
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瘦
西湖由此得名。

惠州西湖，与颍州西湖、杭
州西湖并称三大西湖，其得名
也 源 自 苏 轼 。此 西 湖 原 名 丰
湖，苏轼被贬惠州，把这个城
西之湖唤作西湖。果然东坡到
处有西湖啊。

此外，北京昆明湖、济南大
明湖都曾别名西湖，大约是想与
杭州西湖争艳吧。越南河内也有
西湖，十分出名。

为何有如此之多的西湖呢？
以笔者想来，西乃方位，古人建城
往往依山傍水，城西有湖的概率
很高，西湖自然就多，此其一。杭
州西湖成名后，很多地方纷纷效
仿命名，此其二。其三，“欲把西湖
比西子”一诗流传甚广，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更助长了“西湖风”。

●世相漫议

遍数人间几西湖
张天野

《论语·颜渊》中有这么一句
话：“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
恶。小人反是。”

作为有才德的人格概念，孔
子为“君子”下过这样的定义：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
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
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
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
者，此则君子也。”大千世界，芸
芸众生，事有所为，业有所成，乃
人之常愿。然而，一般说来，每一
个人的成功，都需要别人的鼓
励、支持。只要是好事情、好愿
望，你伸出热情之手主动给予帮
助，使其功成事就，这便是成人
之美的君子风范，也是助人为
乐、利人利己的高尚美德。

成人之美，是一种胸怀，一
种雅量，一种气度，一种仁爱，能
识人，能容人，能欣赏人，让黯淡
变得有光，让柔弱变得坚韧，让
阴霾变得生机盎然。一次无偿的
献血是成人之美，一次甘作绿叶
的陪衬是成人之美，一次政治上
的荐贤是成人之美，甚至给人一
个粲然的笑脸、一句祝福、一句
鼓励的话，都是成人之美。君子
成人之美，心存宽厚，与人为善，
谦卑大方，不计较一时的得失，
不小肚鸡肠，不以怨报怨，真心
实意地去帮助他人、成全他人，
这样的人必定有崇高的精神，有
高尚的品格，有天使般的心灵。

我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有
一次晋平公问大臣祁黄羊：“南阳
邵县令出缺，谁可胜任？”祁黄羊
回答：“解狐可以担任。”平公讶异
道：“解狐不是跟你有仇吗？”祁黄
羊说：“您是问我谁可以任县令，
并不是问我谁是我的仇人。”不
久，兵事尉又出缺，平公又要祁黄
羊推荐。祁黄羊举荐道：“祁午可
以担任。”平公说：“祁午不是你的

儿子吗？”祁黄羊回答：“您是问我
谁可以任兵事尉，并不是问我，谁
是我的儿子。”

故事很简单，道理却很深
刻。祁黄羊为国举才，既不妒忌仇
人，也不避讳内亲，除了公正之
外，更有一份成人之美的胸怀。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山集土壤，方
成泰岳。如果现实生活中人人都
怀有一颗这样成人之美的心，多
做“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美事，
多做“前人植树，后人乘凉”的好
事，多做“扶危济困，播种光明”的
善事，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就会更
加融洽，社会就会更加和谐，世界
就会更加美好。

可当今社会，自私自利者有
之，专门利人者也有之，但要真
正做到、做好成人之美，却不那
么容易。一些人不但缺乏成人之
美的意识和自觉，而且当自己与
他人有切身利益冲突时，还会冷
眼旁观，心怀鬼胎，羡慕嫉妒恨，
不仅不助力，甚至捣乱破坏，坏
人好事。所以，如果没有一份吃
亏的精神，没有一颗宁静淡泊的
心，就很难做到见贤思齐，成人
之美了。

古人云：“成人之美者，有修
养成大事之智者也。”君子成人之
美，其实是双方的。你在成他人之
美时，也在成自己之美；或者是别
人接受你的美意时，也成全了你
的人品之美。能为别人付出的人
一定是不寻常的人，当自己能力
所能及的时候，要以开朗豁达的
心境，热情友好的态度主动向别
人提供支持和帮助。你在为别人
拨开了生活中的阴云时，你自己
的心中也会一片阳光灿烂。

成人之美，是一种豁达的人
生态度，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处事
哲学，是一个人富有涵养的重要
表现。

●思想者营地

君子成人之美
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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