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国故地，湛阪新城，文
脉赓续，延绵不断。
从3000年前的《诗经》，到唐宋

诗词，再到近代开创的现代诗歌，鹰
城大地诗歌文脉不断，其灿烂的诗
歌文化吸引着众多人士不断投身其
间，将这一优秀的文脉传承下去。

自 1957年建市以来，在几代诗
歌创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我市诗歌创
作队伍持续壮大，诗歌创作蔚然成
风，在省内外产生较大影响，成为我
市文学事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为梳理我市诗歌的发展脉络，
建构诗歌经典，保持诗歌文化的传
承发展，2022 年，《平顶山文学大
系》丛书应运而生，其中的《诗歌卷》
《古诗词卷》汇集了我市改革开放四
十年的优秀诗歌作品。

高春林在编选《诗歌卷》时，一
方面联系诗人征询发表在省级以上
刊物的平顶山诗歌稿源，一方面对
平顶山市老诗人、甚至是已故诗人
的诗作寻找挖掘，力求做到不留遗
憾。他说：“确保《诗歌卷》系统地呈
现平顶山诗歌脉络，这既是一种
传承，又给我们带来了启示。”

诗人森子说：“其中的《诗歌
卷》既有老一辈诗人的优秀作品，
也有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年轻诗
人的优秀作品，有作品入选的诗
人就达50多位，作品达数百首。”

《诗歌卷》收录作品所涉及的
诗人中，50后以前诗人有马长风、
时宇枢、席根、高继恒、邓万鹏、苏
福根、泉声、康玉春等人；60后诗人
有海因、森子、罗羽、冯新伟、南桥
琴、李志军、梅花驿、阿依古丽、沙丽
娜、张淑玲、蓝蓝、高春林、李人庆、
赵洪亮等十多人；70 后诗人有张
杰、张中民、乔光伟、简单、王国干、
张永伟、量山、欧阳关雪、北渡、蒋军
辉、小庄、黄晓辉、郑海军、桑地、东

伦、王勉、吕征等十多人；80后诗人
有李松山、黄小培、程志强、三生石、
徐林等。

我市古诗词创作队伍庞大，在
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优秀作品的就
有70多人，其中不乏郑中信、李新
立、胡吉祥、刘尊法、胡中伟、韩梅、
高国闯、戴大海、徐正国等常年坚
持创作的诗词作者。此外，阿卫
国、薛海文、张玉亭等多位诗词创
作者都有诗词结集出版发行，有的
诗词作品多达千余首，出版诗词集
三部以上。

近年来，舞钢市诗歌创作呈现
良好势头，李松山、量山、东伦、黄小
辉等诗人的作品引发诗坛关注，叶
县诗人黄小培的多首诗歌作品刊发
于《人民日报》《诗刊》等国内知名刊
物，我市多位女诗人如吕征、欧阳关
雪、王勉、艾雨、小会等的诗作也广
受好评。

诗意的土壤孕育诗意的城

市。“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森子、
罗羽等青年诗人的影响下，平顶山
的优秀诗人成批出现，涌现出大量
高质量的诗作，几十年旺盛不衰，形
成‘平顶山诗歌现象’，引起文坛关
注，值得重视和研究。当前平顶山
诗坛百花争艳，呈现蓬勃向上之势；
氛围已显，气候渐成，有望结出文
学硕果。”市作家协会主席孙希彬
说，我市有悠久的诗歌文化历史，
多年来诗歌创作水平不断提升，有
广度更有高度，目前我市已拥有中
国诗歌之乡、中国诗歌之城的荣
誉，下一步，我市可结合独有的诗
歌旅游资源，推出富有特色的诗歌
专线之旅，同时举办高规格的国内、
国际诗歌论坛，擦亮中国诗歌之乡、
中国诗歌之城这两张城市名片，“相
信通过多方努力，我市的诗歌文化
事业一定会拥有更美好
的明天。”

2 诗意鹰城 声名远扬

3 诗意土壤 文脉赓续

1“诗之城乡”闪耀鹰城

2023.3.23 星期四 编辑 王会静
视觉编辑 李永伟 校对 李赛 3

诗歌文化滋养诗意鹰城

中国诗歌之城、中国诗歌之
乡，这两项殊荣，恰如两颗璀璨的
明珠，闪耀在文化厚重的鹰城大
地上。

2019 年，郏县已成为中国诗
歌之乡，如今，汝州又成为中国诗
歌之城。至此，鹰城已成为国内
仅有的同时拥有此两项称号的诗
意之城。

自《诗经》伊始，中国诗歌史
灿烂辉煌，在现代诗歌发
展已有百年的当下，
人们如何能“诗意
地栖居”，鹰城
大 地 上 独 具
魅力的诗歌
文化现象又
有 着 怎 样
的 传 承 和
发展？

“郏县是2019年获得中国诗
歌之乡这一称号的，能获得这一
称号，与郏县得天独厚的诗歌文
化是分不开的。”3月22日，市作
家协会诗歌专委会主任、郏县作
家协会主席、诗人高春林说。

高春林生活在郏县，自上世
纪90年代开始创作诗歌，曾获第
三届河南省文学奖、首届奔流文
学奖等，至今已公开出版个人诗
集七八部之多。他说，郏县三苏
文化、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诗歌
举世闻名，自2013年起，“中国·三
苏诗会”已举办了八届，相继有国
内100多位诗人参会，留下诗篇数
百首，其中不乏多多、王家新、孙
文波、于坚、张曙光、臧棣等众多
知名诗人和诗评家、学者，这对于
弘扬三苏文化、营造平顶山诗歌
文化生态具有深远意义。

“随着三苏文化的声名远播
和三苏诗会的连续举办，郏县已
成为中国诗歌文化的一个盛地、
一个地标，在国内影响深远。”高
春林说，不仅如此，郏县的诗歌创
作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一些
诗人成绩斐然，这些都是郏县在
2019年成为中国诗歌之乡的优势
所在。

几天前的 3月 17日，高春林
受邀参加汝州市中国诗歌之城授
牌仪式，“我们鹰城能同时拥有中
国诗歌之城、中国诗歌之乡这两
项荣誉，我感到这是诗歌之幸，是
平顶山文化之幸。”

3月22日上午，平顶山学院文
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赵焕亭
在办公室里撰写一份关于第三届
徐玉诺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成
果报告。这次研讨会是 3 月 18 日
在鲁山一高举行的，“一些新的研
究成果令人惊喜。”她说。

赵焕亭是平顶山学院文学院
副院长、市徐玉诺文化研究会会
长。第三届徐玉诺文化学术研讨
会吸引了国内多位文化学者和诗

人参加，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
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

主编黄乔生，上海大学文
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当
代诗歌研究中心主任
钱文亮，华东师范大
学中文系教授李丹
梦等在会上发言，

“关于徐玉诺诗歌

节奏等方面的一些新观点很新颖、
很精彩。”

这次研讨会还受到海外学者
的关注。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美
术馆原馆长杨·劳伦斯·西思翎通
过连线介绍了英译版徐玉诺《将来
之花园》的翻译和出版情况；美国
南密西西比大学教授田海燕介绍
了自己翻译英文版《将来之花园》
导言的体会，称徐玉诺是“中国的
兰波”。

在赵焕亭看来，徐玉诺是百年
前五四运动及其后中原诗坛的奠
基者，“他在当时享有盛誉，是鲁
迅、朱自清、茅盾、叶圣陶等文化巨
擘心目中‘天才的大诗人’，百年后
的今天，他的诗歌所带来的影响越
来越大。”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海因是从
鲁山走出去的我省知名诗人。他

说，“徐玉诺的诗歌语言是有疼痛
感的，这种疼痛感来自他对社会人
生的深层体验与承担。今天的读
者有一个共识：徐玉诺的诗很好
读、很易懂，但很难写出来。在我
看来，他把所有能量都集中在诗歌
创作上，这就是他的诗歌创作看似
简单，其实很难模仿的原因所在。”

海因认为，徐玉诺的诗作归属
于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创造，其文
本的当代性呈现，使之对当今读者
依然有强大的吸引力，对当代诗人
也有借鉴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
徐玉诺诗歌的价值和影响会日渐
显现出来。”海因说。

正是受到徐玉诺诗歌创作的
影响，鲁山的冯新伟、张永伟等人
相继走上了诗歌创作之路，其中70
后诗人张永伟 2021 年曾获得第四
届江南诗歌奖提名奖。

□本报记者 王春生/文
禹 舸/图

知
名
诗
人
艾
娜

统筹策划：王冬梅 周冬 董佳理

《平顶山文学大系》丛书《古
诗词卷》和《诗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