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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刚刚完成使命走向夏季的腹地##

当我接到一部很特别的, 并且命名为!桃花依旧笑春风∀

的诗集, 的确有如沐春风之感,在这赤日炎炎似流火的时节。

说它很特别, 是因为这部诗集不仅出自一位讲授古典文学的

大学教授之手, 而且是以近百首唐代诗歌为母本, 采用 �写

意 的方式创作的一集现代新古典诗歌,旨在让读者、尤其是

当代大学生更好更有效地理解和欣赏古代诗歌经典, 让传统

经典以一种更鲜活灵动的形式走进当代社会。这一切无不

给了我一种诱惑、思考和启示。

近年来, 新诗在完成其特定使命的过程中不断地蜕变求

新, 从朦胧诗到后现代, 从生活流到口语化, 从民间立场、知

识分子到 �下半身  、�垃圾派  , 诗坛呈现的热闹景象, 更加

说明不是诗歌需要我们, 而是我们需要诗歌, 尽管这是一个

丰富而贫乏甚至有点 �混乱 的时代, 尽管在高度商业化的浪

潮中诗歌已走向边缘 ,但我更愿意理解为诗歌写作在当下已

获得了空前的开放, 或者说,诗歌正渐渐地返回自身, 返回到

人的心灵的一种需要的层面。诚然, 在这样的时代, 也产生

了大量的泡沫或飞絮, 甚至忽视了诗歌的难度写作 ,缺乏对

诗歌本体意识以足够的重视, 以致于使诗的品质越来越低,

使心灵需要变成欲望消费的同义词, 让诗沦为情感、经验的

口语化浅薄表述, 等等。或许, 这是长期 �文化营养  不足的

当代诗人无法回避的众生相。于是乎, 在阅读成晓辉先生的

这部 �一面是古人的诗, 一面是我的写意新诗 的诗集时, 互

文对照, 我似乎有种穿越古今的感觉, 并从字里行间分享到

一种阅读幸福的味道, 看到一个智慧、乐观和充满情趣, 而且

对诗歌有着自己的独立理解和阐释的学者型诗人, 不屑于纷

争与喧哗, 以他对于唐诗的 �写意 而结晶的精神之光, 照亮

了自己的心灵里程, 让 �古典与现代齐飞, 诗心共才情一色  ,

在坚守中默默地耕耘着一方属于自己的既宁静清明、又悠然

自得的诗意空间。难怪乎笔者在复旦的同门师兄弟郑坚博

士特别青睐, 并告诉我, 成先生是性情中人, 天性达观, 喜好

快乐的事情, 颇为幽默且个性独特。他写这部 �唐诗写意  ,

全无功利俗物考虑, 是自我愉悦神游于古典中。寥寥数语颇

为精辟地道出成先生之所以乐此不疲的生命状态和写作姿

态。的确, 从这部以 �唐诗写意 进行艺术再创造的近百首串

缀而成 �写意式 诗集里, 不仅在总体上给人一种满纸云烟、

珠玑闪亮、飞动流美之感, 而且体现出诗人在继承中国诗歌

传统, 吸纳东西方文明和智慧、尤其是古典诗歌艺术经验的

同时, 抱诚守真于自己的诗歌理念和诗美追求, 建构了一个

跳跃着多声部变奏、回旋着诗情画意的伊甸园。

从西方解释学的视角看,对作品的解读只有回到作品本

身以及作品产生的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 方能获得本真而合

理的阐释。笔者觉得 �唐诗写意 这四个字所呈现的写作特

色和精神意向, 首当其冲的起码有几个问题值得加以追问:

其一, 成晓辉先生为何要以这种方式进行书写? 其二, �写

意 的这种书写方式是否为当代诗歌写作提供了某种可能?

其三, 唐诗是什么? 写意是什么? 这些问题看似相关或无

关, 但如此交织相互辉映, 更值得我们进行当代性思考。

写意, 原是国画中的一种画法, 用笔不求工细, 注重神态

的表现和抒发作者的情趣。那么, 诗词的写意是什么? 唐诗

又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

认真说来 ,我们生活在诗歌的国度里,自降生斯世至咿

呀学语时, 就开始聆听到诗歌 (生命本身就是一首诗 ), 尤其

是唐诗 (宋词 ), 我们吟咏唐诗、背诵唐诗、记忆唐诗、欣赏唐

诗, 也时常引用或化用唐诗。然而我们很少进一步去追问何

谓唐诗? 唐诗, 其实是一个很优美的词, 汉语之所以优美动

听, 吸人眼球, 扣人心弦, 是因为有着诸多形象可感的词眼,

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等。 �唐诗 堪称汉语中最有意味和

最美好的词语之花, 当我们一提起这个词, 就会有一种很特

别很亲切很东方的味道 ,甚而有齿颊生香的感觉。沿着这样

的思路继续追问唐诗到底是什么? 或许这种运思本身的过

程就是诗, 由是驱使我们诗意地追问这个问题。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原∀中认为: �艺术的本质是

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 ( stiftung )##创建是一种充

溢, 一种赠予。 同样的,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唐诗是人类情感

最丰沛的充溢, 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赠予。或者

说, 唐诗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色彩瑰丽且令人心驰神往的诗意

世界, 是我们的心灵憩园和精神殿堂。当我们徜徉其中,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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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白的飘逸浪漫、杜子美的沉郁雄浑, 观王靡诘的宁静清

远、白乐天的自然咏叹,看李贺的奇崛诡谲、李商隐的幽缈宛

转, 听岑参高适的慷慨悲歌、寒郊瘦岛的吟唱低回##正是

这些诗人凭借丰富的想象力, 张扬生命的激情, 律动人性中

的真情实感, 以自身的智慧和才情对天地万物、人情世态进

行诗意的倾诉和描绘 ,谱写了许多脍炙人口且风格迥异的诗

文华章, 滋养着一代代人从过去走向现在, 从昨天走向今天,

乃至走向更加理想境界的新天地。由此可见, 唐诗不仅是人

类文化星空中璀璨夺目的钻石,是汉语世界里华美多彩的宝

库, 而且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故乡, 是走在路上的我们情感皈

依的乌托邦。

如此说来, 成教授之所以在教学中用现代诗歌来对唐诗

进行解读, 并把他的 �唐诗写意 命名为!桃花依旧笑春风∀

就不难理解了。或许, 在讲授唐诗时除了欣赏之外, 让诗歌

经典以一种更灵动鲜活的形式走进当代大学讲坛, 是成先生

企冀达到的一种美学追求和教学效果。于是, 面对悠远的宇

宙人生, 面对璀灿的古代文化, 他以诗人之眼观物, 以诗人之

心言情, 以诗人之笔运思, 用诗人的激情点燃情思火花来展

示心灵世界, 其所写之诗格调清新, 情趣盎然, 充满审美内

涵。这些 �写意 新诗本于唐诗而又不囿于唐诗, 每一个篇章

都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再创造, 既有助于对原诗的理

解, 又能获得新的审美感悟和艺术享受。诚如海德格尔所说

的, �作品之为作品要建立什么呢? 作品在自身中突现着,开

启出一个世界, 并且在运作中永远守持这个世界。 具体到结

合唐诗而衍化派生出的这些意趣横生的 �写意式 现代新诗,

个中情由, 自有其一番深长之意味。难怪乎当这些诗作成为

古代文学专业课程的辅助读物时, 意想不到的是 �得到了同

事特别的好评和学生特别的喜爱。 所以然者何? 让我们回

到作品本身, 去感受作者所热情经营的写意空间及其意义层

面吧。

首先, 这种写意是化释经典的诗意变奏曲。身为古典文

学教授的成晓辉, 虽未曾谋面, 但笔者想象得出,以他这种特

殊的授课方式, 即通过自身践履的写意新诗渗透到整个教学

过程中, 定然能让听者趋之若鹜、增添情趣以及对经典名篇

产生热爱之情, 从而更为有力地证明唐诗在今日依然有恒持

的内在魅力和强劲的艺术生命力, 犹如春风中的夭夭桃花,

依旧鲜艳夺目, 光彩照人! 从他精心挑选而制作的 �唐诗写

意 中,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诗大多是在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精

神, 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 准确把握当代人审美诉求的基础

上呈现出来的。在其笔下, 无论是表白 �为了今夜的 /这一轮

西厢月 /我已经等了五千年 ( !待月∀ ), 还是抒写 �从此以

后 /每当看见月亮 /就会想到 /远方的故乡 /和唐朝的 /那个李

白 ( !明月光∀ ); 无论是状绘 �故人的米酒又把我醉倒 /起伏

的山歌又勾走我的魂灵, 炉膛里柴火烧得噼噼作响 /满屋子

尽是剁椒鱼头的味道  ( !故人庄∀ ), 还是臆想 �在渭水河边 /

做王维诗歌中 /那个黄昏时候荷锄而至的农夫  ( !羡闲

逸∀ );无论是感慨 �独自, 才不寂寞 /不遇, 才是隐者 ( !隐

者∀ ), 还是喟叹 �长恨有多恨? /长恨有多长?  ( !此恨∀ )

##都有其独到的理解和阐释。而以写意来造境, 那种情怀,

来源于他对唐诗天籁般的解读和精细的把握, 尤其是他对于

唐诗诸多审美境界和意向的融摄,这是一种善待传统文化和

个体人生的浑然体验,当可视为多声部叠合的诗意变奏曲。

其次, 这种写意在形式层面上具有审美追忆性。自从文

字诞生之后, 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情趣常常借助汉语

符码来表情达意, 并通过诗歌这种特殊形式, 在不断积淀、丰

富和发展中世代相传, 形成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 � � � 传统。

以这样的心态来理解传统及其潜藏的精神资源,没有丝毫的

龃龉, 相反的, 是如此默契无间, 由是唤醒了诗人的审美记

忆, 甚至转化为修饰性的诗意表现与理想化的追忆形式。于

是, 在主体的审美活动过程中, 记忆在以真实的生命体验和

人生经历的基础上, 意向性地展开心灵的重新构建, 让想象

和情绪的力量渗透到记忆之中。

古往今来 ,许多诗人总是无法割舍自己的家乡, 无法割

舍自己的亲情。杜甫的 !月夜忆舍弟∀因一句 �月是故乡明 

而成为流传千古的佳句。成先生借此诗篇勾起了回忆的意

向, 并以淅沥般的!忆∀倾诉了一番复杂的意绪 � � �

忆是离别后 /辽天的雁声 /啾啾的在耳边

忆是离别后 /灯下的家书 /长长的在笔下

忆是离别后 /今夜的寒露 /白白的在路上

忆是离别后 /故乡的秋月 /明明的在心里

如此一咏三叹的宣叙, 既唤醒了感觉和记忆, 又好像遇

到了一位久别重逢的亲人或故友。当你敞开心扉, 让它熨平

时光皱褶, 擦亮心灵的锈渍, 诗人仿佛激活了生命中那些曾

被忽略的经验。 �昨夜的风 /已不清新 /清新的 /是你昨夜的

乳晕 /昨夜的风 /已不醉人 /醉人的 /是你昨夜的芳唇 /昨夜的

风 /已经睡去 /醒着的 /是你昨夜的眼睛 /昨夜的风 /已经走

远 /留下的 /是你昨夜的春心  ( !昨夜风∀ ), 这首诗铺展 �昨

夜 的追忆,由四个形象构成审美意象,表现了对美好情事的

难忘与依恋。

张若虚的 !春江花月夜 ∀是 �以孤篇压倒全唐 的杰作,

被闻一多誉为 �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在先贤如此的杰

构面前, 成先生展开审美追忆的翅膀, 以!月摇情∀为题, 将其

提炼演绎为一篇诗意盎然的短章 � � �

春天是一个多情的季节

江面上涌动着美丽的心事

花儿的春梦正酣

月亮还是初唐的那个样子

夜晚把相思拉得很长很长##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 !春江花月夜∀其内容的精髓可谓全

在这五句之中 ! 可见, 追忆作为构成审美情绪的主题, 一如

�初唐的那轮明月 , 深刻地影响着艺术的接受和再创造。

再者, 这种写意在很大程度上能激活诗性感悟力。一部

�唐诗写意 ,展示的最初感悟往往通过集约的文字来传导丰

沛的情感信息 ,重要的不光是对经典的直接传译, 更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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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融摄贯通, 是通过学识见识的获得, 即必须具备或拥有独

特感悟和个体思维再创造。这是一种精神能量的吸收、转

化、再发散的运作过程。当灵魂在传感中找到出口的隧道,

妙悟则开启和照亮其关键。其中所激发的情思、所凝结的智

慧、所包孕的意味,大多是出自作者对世道人心的明察顿悟,

出自审美思维创造的灵光闪烁,让人在驻足片刻就能像接收

到一种情理碰撞的心灵洗礼, 接收到一片思想的光束。瞧,

�从此 /中国的红杏 /背负这美丽的黑锅 /在春天里 /暧昧地开

放 ( !红杏∀ ), 这是一种参悟; 在!杨柳色 ∀中, 诗人蓦然顿

悟: �啊, 我们的女人 /就像那些远戍边庭的男人一样 /她们柔

情似水, 也是 /中国的脊梁!  又如!镜湖水 ∀一诗则以彻悟开

篇: �老小 /老大 /中间是 /一个圆 /离家 /是起点 /回乡 /是到

站 ,寥寥十几个字便道尽人生之况味。 �可是,在哪一天 /我

们把你丢了? /中国没有人日了 /我们遗忘了 /自己的生日 

( !怀念人日∀ ),这是一种悟觉, 是现代人有感于古代美好节

庆而萌生的美丽心愿的诗性延伸,而真正揭示和守护这种美

好意象的是作者自身深挚的人文情怀和精神姿态。

在市场经济物欲横流、人心浮躁, 大众文化对想象形成

遮蔽的当下, 只有身心都能获得宁静的人, 才有可能潜心进

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阐释之中。成先生的这

种以静制动非功利的治学态度和写作实践, 可望升华成清风

明月般的人生境界。他致力于汲取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的

意境之美的诗歌理想, 对于中国文化的诗意把握, 以其自身

培植的对于诗歌韵致以及诗人情怀的颖悟, 随着岁月的递嬗

而日益深入, 渐次凝聚为内心的一种本能, 而不同于青灯小

儒孜孜乞求于一些寻章摘句的陈规陋习。为文所化之人,首

要者在于具有一种精神襟抱和文化姿态, 这就需要在心灵上

和历代的倜傥高蹈之士交流融通,如是方能从文字中与前贤

产生心领意会。成晓辉教授精心书写的这部写意式诗集,所

摄取和提炼的唐诗中众多审美境界和意象, 不仅袒露了一种

寂静而明亮的心境, 而且蕴含了田园诗的简洁恬淡、浪漫诗

的飘逸潇洒、现实诗的凝重沉思##那是诸多诗意和特色的

有机复合与锤炼, 是诸多审美意象和谐的弹奏与叠加, 它不

是单声部的独奏曲, 而是多声部叠合的变奏曲; 在倡导文化

复兴的今天, 应可视为一部颇有意味的诗歌交响乐, 展示出

绚烂的想象力和丰赡的生命意蕴,体现了作为学者型诗人洋

溢的对于学问人生与人生学问的诗意追求。

作为人类的精神奇葩,诗歌艺术总是或隐或现地开放在

文化源流孕育的大地之上。正因为如此, 在传统文化长期熏

染下形成的文化认同心理,对诗人的创作定然会有所制约和

影响, 而后人对前人的师承同样不可避免。罗兰% 巴特认为

这种创作现象是一种 �复数文本 。即不论是诗人还是作家,

其创作经常由一些 �已经被写出 的其他文本的 �碎片 编织

而成。因为 �碎片 的再次出现是 �复数 , 已为人们所熟悉,

但经过诗人的重新编织组合,便内化而成为再度创作。这种

写作现象所指向的既是互文性对话, 又属创造性变形。如此

说来, 成晓辉的 �唐诗写意 ,甚为明显的是在作品中既理性

又感性地融解化释古人所写的诗歌、诗句, 或改写, 或化解,

或扩延, 或以内化的方式使之成为某种再 (生 )创造。那是超

时空的今人与古人的潜对话,是古人的前代性与今人的当代

性的相交叠, 从而丰富了诗歌的文化内涵。尽管这部诗集在

内容的拓展和创造性变形上有时略显拘泥, 或在观念上未敢

在 �熟悉 之中更大胆地呈现出 �陌生化 的效果, 因而如何

从感觉出发又回到内心, 携带自身生命体验以沟通古今, 使

诗歌的情感空间和内蕴得以扩展,让诗歌特质更加突显从而

进一步提升诗歌品位和魅力,同样值得加以重视。我如此云

云可能过于苛严,因为 �说时容易做时难 ,况且用现代诗歌

对唐诗进行写意式解读的书写实属鲜见。平心而论, 对于成

先生的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再创造, 我不仅颇为喜欢和

赞赏, 而且很想在特定境遇中和成先生一起, 同那些爱诗写

诗的文朋诗友们采菊东篱, 饮酒高歌, 像回到 �少年时, 让我

们 /驾一叶飞舟到太空中去 /在潺潺的天河里横槊赋诗 /在月

亮之上建一个诗意栖居的家 ( !少年时∀ ), 那是多么令人神

往的诗意世界啊!

(责任编辑: 黄声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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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课程设置来看完全可与高教体育教学改革同步并

行。目前, 高校体育教学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教学理念由

学校体育向社区体育转化,教学模式由传统体育教学向俱乐

部制教学转化, 教学内容由竞技体育向休闲体育转化。[ 1]同

时, 高校体育场馆也逐渐面向社会开放, 高校体育运动场馆

的商业化建设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因此将保龄球运动

引入高校体育教学, 不但是顺应了高校体育教学改革, 丰富

了高校体育教学的内容, 而且通过在高校建设保龄球馆, 一

来满足了高校体育教学场馆的建设,丰富了广大师生的业余

文化生活, 二来又增加了高校体育场馆商业化运营的项目,

真正实现了体育运动场馆以馆养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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