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凉月，月到天心，光明殊皎洁。”李叔同的才情，惊艳了中华文化百余年。林语堂曾说，李叔同是我们时
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

大地如诗。平湖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瓜灯之城、文化之邦”，素有“金平湖”之美誉，一朵白莲花寄托着
“叔同故里”的人文璀璨。

人生境界有几重，今朝会友话叔同。平湖走出了一代又一代诗史的传承者，史诗的创造者。这个金秋，平
湖以“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李叔同国际诗歌奖为序，续写“叔同故里”的又一次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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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 洁 金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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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 23日是李叔同 143周
年诞辰。10 月 20 日，平湖秋色缱
绻，“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首届李叔
同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在平湖隆重
举行。

偶然相聚，最是人间堪乐处。当
天，中国作协、《诗刊》社、浙江省作
协、嘉兴市、平湖市有关领导；首届李
叔同国际诗歌奖评委和获奖诗人代
表；李叔同友生后代代表……一场邀
约，百人相聚，踏诗而来，吟诗而去。

知其人，读其诗。“朱门年少空门
巷，一顿一悟竞慈航”“人生犹似西山
月，富贵终如草上霜”“长亭外，古道
边，芳草碧连天”……李叔同一生颇
为传奇，二十文章惊海内、半世浮华
半世僧。如今，弘一法师的光辉依旧
照耀着后来人。

46 岁的新居民何芳就是一名

“后来人”。2003年，从四川省宜宾
市筠连县辗转来到浙江省平湖市，至
此，她与诗歌的故事就此展开。26
岁前，她漫游在少数民族里，对山歌，
唱小调；26岁后，她在平湖学旧诗，
游钟溪，咏清溪，叹道：“但愿今生长
住此，享清闲。”

诗歌向来是随心所欲，随心而
写。古典诗词，初读觉得诘屈聱牙，
但细品之下，前味是苦，回味是甘，诗
词间尽显古韵之风；现代诗，是旖旎
的遐思，是孤独的陶冶，是自由的抒
发。

虽然旧诗与新诗在诗体上是不
同的，但情感上是相通的。

平湖的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日月
同辉。

2020年，擅长古典诗词的何芳
写起了现代诗，一切重新开始，要打

破固有的写作格式，要突破自己的写
作风格，但她乐此不疲。

写诗人在诗里，只有品诗、读诗
的人才能跳出诗的漩涡。何芳说，每
当诗情泛滥时就将思绪记录下来，整
理成诗后上门请姚国权等前辈品诗。

写诗、读诗、品诗，老中青三代以
诗会友、诗酒唱酬，不亦乐乎。

诗，穿越古代，来到现代。在写
诗、读诗中，何芳现代诗的水平突飞
猛进，在首届李叔同国际诗歌奖中斩
获新锐奖。同样荣获新锐奖的还有

“80后”平湖诗人张超，他写下对爱
人的告白，“所以我来到这里/用语言
和意向拼凑你/然后/开始明了/爱是
你的具象/因为在那之前/欢喜是最
重要的”。

“欢喜是最重要的”，不管是人，
抑或是事。姚国权对诗歌传承的理

解始终是：文可教，诗不可教。诗歌
在于热爱，在于自发性，只能相互激
发、相互交流。

就如同新锐作家来蜨说起加入
“案山诗社”后的想法，她也坦言：诗
歌就是松散、自由的，是种更高维度
的团结。1996年出生的来蜨，是地
地道道的平湖人，她说，每一代人都
有每一代人选择写下诗歌的不同理
由，但一定有一些理由是不变和相通
的。比如，每个时代的语境下，每一
个人的经历都是无法言说的，但这些
人类相通的情感却可以诉诸诗歌、文
学、音乐和艺术，让我们足以跨越沉
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或许这一
切没有那么伟大，但正因为有了一代
又一代、不断代的延续而变得伟大。

诗歌又何尝不是呢？江山代有
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三

没有携带文字的人成为
■■来 蜨

没有携带文字的人成为我的爱人
没有携带火种的人成为我的爱人
不会读、写和弹奏的人
成为我的爱人
我的爱人在井边取水
在屋顶整理雨水
在河边洗涤
任由衣物和水一同漂走
夜幕里，桥像河灯一样闪烁
失火 哼唱
我和我的爱人 牵着炊烟
和狗 在河流的末梢里走
手持遍地的烛火
在村庄的下游、中游
和上游里走

因为爱是你的具象
■■张 超

就像所有的后知后觉
当海水分隔视界
我干渴的眼角生出一朵云
厌倦了苍穹背面沉寂的风
它选择断绝任何缥缈的往来
上溯或下潜
裹足的朔月踏上晚归的班列
在更明亮的进退中欲言又止
一个不完整的括号盛满解释
所以我来到这里
用语言和意象拼凑你
然后，开始明了
爱是你的具象
因为在那之前
欢喜是最重要的

在东湖，

就连星辰也有一颗佛心
■■何 芳

一

郑重把自己举起
着色于山 着色于水

黎明打开喉咙
东湖便激起涟漪
有着永不散席的会意

天空又放下 归于平静
摘一片落阳 读悲喜为何物
就连星辰 也有一颗佛心

二

正犹豫要不要留住斑斓
一束阳光将你住着的江南
渲染成了无色

冷风律动的音符
恰如心动的弧度
翻遍古今
试图从历史记忆中
找出关于你的痕迹

天空给出一张白纸
用来记录，拼凑深夜里的乡愁
以及炊烟的走向
和悬在唇上的吴侬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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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国，词之乡，你我皆是吟唱
人。

平湖历代诗人众多，从汉代到清
代，诗歌长河源流不断，风格流派纷
呈，佳作颇丰，仅《槜李诗系·平湖录》
所辑，自宋至清末平湖籍诗人作品多
达四卷之多，蔚为大观；其他如吟咏
乡土风情的竹枝词、棹歌等有三十多
种，足见诗风之盛，流风遗韵，绵延不
绝。

至明末清初，百川归海，汇成洪
流，形成平湖诗坛的第一个小高潮。
李天植、陆奎勋、王涟、张云锦、沈皞
日、沈岸登……诗人辈出，群星闪耀，
灿若星河。赋诗言志，词文抒情，一
起吟风弄月踏歌而行者往往为同一
诗社中人，又因诗社相继而起且各具
风采，当时的平湖诗社先后有修竹庐
诗社、忘机吟社、兰社、红藕花馆吟
社、高年会、真率会、洛如吟社、竹林
诗社、赓花诗课、艺舫诗课、续洛如诗
社、洛如嗣音诗社等，可见彼时的平
湖，诗才荟萃，诗风蔚然。

纵观诗词百年风雅，平湖亦不遑
多让。

近代文坛诗潮澎湃，有半世浮华

半世僧的李叔同；有享誉现当代词坛
的“平湖才女”王善兰；有被钱钟书先
生赞誉为“当代词仙”的许白凤……
名家频出，平湖诗歌拥有旺盛的生命
力。

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古典诗词生机蓬勃，竞芳争艳，从
形式到内容都有创新和发展。诗坛
东风劲吹，继 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
在北京成立后，钱塘、之江等诗社也
在杭州相继成立。嘉兴各县市区诗
社也闻风而起，各种诗讯刊物纷纷出
版，云蒸霞蔚，盛况空前。

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延续本
地文脉，毛大风、周振甫、王善兰、许
白凤、潘植卿、时任林、孙意诚、周继
源、祝晨曣等九人正式向外发出了

“鹉湖诗社缘起”函件，希冀志同道
合者能鳞集平湖，登高饮酒，吟花醉
月。

端午节，诗人节。在“诗人节”成
立“诗社”，本就是件极雅的事。

1995年 6月 3日，时值端午，平
湖市鹉湖诗社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中国数千年传统诗词，终究是生生
不息。吾乡素有词乡美誉，又有浙西

词六家就占两家之数；秀水词章三纪
后，眼见故乡词脉延续后继有人，为
可喜也。”中华诗词学会的发起者，平
湖鹉湖诗社的创建者之一毛大风为
之赞叹。

旧诗兴旺，新诗亦成绩斐然、才
俊迭现。在平湖现代诗中，沈宝基注
定被历史所凝望。生于1908年的他
被大家所熟知的身份是20世纪中国
著名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极
少人知晓他是中国著名的象征主义
诗人。他这一生，诗歌造诣极高，师
承超现实主义手法，从心理学角度，
以意识流技巧陆续创作了七八百首
诗歌。晚年又创作《沈宝基诗抄》《沉
舟》《祖国的光辉》《历代杂咏》《第五
季及其他》等诗集，是平湖写现代诗
的第一人。

平湖诗歌，如万里长卷，不可胜
言。

20世纪 80年代，赵哲权诗名大
噪，他的诗歌清丽、精致，于考究的意
象中融入哲思，其洗练的风格，对理
趣的寻求，令他的诗十分耐读；蔡幼
玉，在题材上着重历史场景和现实生
活的交融、切换，在艺术形式上注重

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互相渗透。
20世纪90年代，千叶横空出世，

她以自己敏锐的直觉作依凭，创造出
具有全新审美价值的诗歌语言；张
典，他认为诗歌写作就是对自我的辨
认、消解、重组，他的诗歌中充满哲学
的思辨精神；冯金斌，被誉为“江南第
一乡村诗人”，他的诗主要以江南水
乡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为题材，但在
诗中，又时时表露出超越时空、逐美
而去的飞翔姿态。

“70后”“80后”“90后”……时至
今日，平湖诗歌氛围变得格外浓厚，

“浅海诗社”“鹉湖诗社”“案山诗社”
“八月诗会”“三月三诗会”等，因缘
际会，互为激荡；涌现出赵哲权、金
卫其、蔡幼玉、千叶、冯金斌、何芳、
来蜨等老中青现代诗诗人近 40人，
诗才纷出，风姿各具，已出版书籍 40
余部，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江
南》《诗林》《星星诗刊》等全国主要
刊物上发表近十首，省级以上刊物
发表超500首。

诗歌，向来没有量化标准，但平
湖诗歌百年来一以贯之，始终在历史
长河中拥有着一席之地。

一

1969年的一个秋日，阳光照进
了乍浦一间印刻社，一名青年步履匆
匆地走了进来，说要找许白凤先生。
正在专心刻章的许白凤抬起头：“我
就是。小伙子，你是要刻章？”青年激
动万分：“不是的许先生，我想找您学
诗。”许白凤站起身，认真地注视着眼
前的青年。秋阳暖融，照在青年那张
满是期待的脸上，仿佛真的应了刘禹
锡的那句“我言秋日胜春朝”，在这名
青年人的眼睛里，年近六旬的许白凤
看到了无尽的朝气和活力，一如年少
的自己。

这名青年就是平湖市诗词楹联
学会会长，陆永祥。那个时候，他从
平湖城关出发，特地到乍浦找许白凤
先生学诗。一开始，只有陆永祥一
人。到后来，他和几位爱好古典诗词

的同学经常齐集在许白凤先生家中，
聆听许白凤的教诲，有时至半夜不
倦。

“秋水遥寄，觅翠微之彼……文
泽光耀何方，烟涛明月微茫……”自
古文章盛事，俊杰亦多出少年。又是
一个秋日，平湖市职业中专正在上一
堂诗词课，校风笛诗社的黄鑫镭在课
堂上写下了这一首《清平乐·秋吟》。
他和诗社里的每一名同学一样，心里
都装着一个关于诗词的“梦”。平湖
市诗词楹联学会的会员们会化身“任
课老师”，带他们尽情遨游诗词的海
洋。

五十多年前，当求学若渴的陆
永祥一次次叩开许白凤先生的家门
时，一首关于“传承”的歌就随着敲
门声响起了；如今，平湖的学堂里也

传来了同样的韵律，悠扬婉转，经久
不息。

与古典诗词的“传道授业”不同，
现代诗最为讲究的是“知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大学
生诗歌的黄金时代，《神女峰》《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等经典名篇层出不
穷，舒婷、北岛、海子、顾城等优秀诗
人纷纷涌现，因此在那时的年轻人尤
其是大学生群体中，通过写诗的方式
来言志、抒情是一种时尚潮流。姚国
权和张云也是如此，他们激情洋溢，
在诗歌里寻找生命的力量和自由的
旋律。

200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云
与姚国权在阔别二十多年后再度相
逢。彼时的张云因糊口而奔波，已
多年未曾拿起笔，早已将诗歌抛掷

“天上”。再遇姚国权，昔日的友人
向自己分享了前些日子刚写下的诗
作，每一句都落在了张云的心上。
张云才知道，这么多年来，对方一直
笔耕不辍，张云内心大为触动，于是
不久后，他又将诗从“天上”摘了下
来。

纵使诗歌能凝结生活所有的浪
漫，但人们却也常因生计而将这份浪
漫淡忘。如果说，诗人是一滴水，那
么每年的八月诗会，都会将这一滴滴
水汇聚成河，涓涓不止。诗意，在这
里流淌。饶是“舀一勺东海的潮汛浇
灌自己灵感”的蔡幼玉，也曾有过创
作瓶颈，是诗会让他的灵感再次迸
发。

魂在经年，文脉不断。
“诗”，等你来接。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