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暮春时节，由茂名日报社主办、嘉美实业投资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协办的“故事里的茂名·
李创国新书分享会”在茂名日报社举行。三位特邀嘉宾与我市诗词界人士齐聚一堂，诗意对话

李创国新书《丰草湛露集——怀璞子诗词三百首》，共同探讨古体诗词的当代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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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李方：：李创国先做学者后成作家李创国先做学者后成作家

我 想 先 从 新 旧 诗 歌 的 关 系 说
起。许多写旧体诗的人反对新诗，认
为新诗不是诗；也有些新诗人认为旧
体诗过时了，当代人再写完全没有意
义。我个人还是主张两者并存，因为
它们各有优长。诗体是处于不断的
变化之中，但新的产生了并不意味着
旧的就必须消失。诗歌在中国有几
千年历史了，但它一直在发展和变
化。正如陆机在《文赋》说“体有万
殊，物无一量”“其为物也多姿，其为
体也屡迁”。文体的多样和变化源于
万物本身的差异性，是必然规律。所
以屈原突破《诗经》，唐宋诗词超越

《楚辞》，诗歌文体随时代变迁而不断
革新。但我认为新旧文体并非替代
关系，而是处于文化共生状态。新的
表达形式，比如自由诗，能够补充传
统诗体的局限，但二者各有不可替代
的审美价值。所以李创国先生《丰草
湛露集》的出版在今天仍然具有比较
重要的意义。

我和李创国老师是多年的同事，
他退休后我们也有联系，这些年我看
过李创国老师的很多作品。在我看
来，能够代表李老师创作最高成就的
是他写的“赋”。“赋”这一文体的创
作，难度远超常人想象。作为中国古
代兼具韵文与散文特质的文体，对格
律、用典、铺陈等技法要求极高。李
老师既然能够写出极高水平的赋，再
来写小诗的话，基本上就是轻车熟

路、小菜一碟了。
《丰草湛露集》这本诗集内容非

常丰富，但是里面始终有一个核心的
东西，就是“故事里的茂名”，在这里
就是“诗歌里的茂名”了。诗集中与
茂名有关的元素非常多，同时与传统
的文化和历史也结合得很紧密。在
这里，我具体提三首作品作为例证。

《到长城》是诗集开篇的第一首。长
城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标
志和符号。它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伟大
建筑，但当时参与修建的工人、长城下
的累累白骨，恐怕不会这样想。在这首
诗里，我们可以看到李老师对历史的思
考和概括性的表达。“大漠消烽燧，长城
阅古今”，人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儿，朝代
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长城一直在那，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长城阅古今”啊，
它的身上承载着太多沉重的历史了。

“狂飙天外起，隐隐听龙吟”，“龙”既是
长城的外在形象，也是中华民族的象
征符号。历史总是有“狂飙”突然来自

“天外”，但东方的不屈的巨龙必定会
在时间的深渊里发出长吟。这首绝句
20 字，蕴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概括力
非常强，它让我们联想到古今很多东
西，包括我们今天的处境、今天的生
活。诗的意义，它的伟大之处就在这
里，它跟一般抽象的概念完全不一样。
概念是固定的，往往它就只表达一个意
思，但是好诗即便是读了一千年，你发
现还是没完全读明白，没有读完。为什

么呢？因为时间总是用新的内容不断
地为诗歌添加新的内涵、新的燃料，于
是诗就有了新的生命、新的历史、新的
现实，它会一直活着。

另外，诗集里的《冼太夫人赞》是
写茂名最伟大的历史名人，这个大家
都熟悉，我就不多讲。《悼学长杨义教
授》写的则是茂名当代最杰出的文化
人物，可能茂名本地人大都不太了
解。他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文学和
文化学者之一，著作等身，在国际国
内影响都极大。所以，作为茂名读者
读这本书，应该特别关注其中与茂名
历史、文化和风物相关的诗作。诗歌
是活性的历史，可能比一般的历史记
载更为鲜活，也更能传之久远。

（向卫国，知名诗评家。广东石
油化工学院文法学院教授，茂名市文
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从事文学理论
和文学批评教学与研究。出版著作
五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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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喜欢古典文学，拿到李
老师新出版的诗集《丰草湛露集》甚
是欣喜。我想分享以下几点感受。

一是创作精神。李老师的创作
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用现
在流行的话来说，古典诗词是李老师
的“真爱”，而且爱得很坚韧。几十年
初心不改，所以才会有如今突出的成
就。

二是创作态度。如诗集有一首
推敲了 40 年才定稿的诗，我深受触
动。这让我想起贾岛和韩愈“推”与

“敲”的典故，也联想到李老师反复打
磨作品的身影。这种逐句逐字较真
的工匠精神，恰是当下创作者亟需传
承的珍贵品质。

三是题材广泛。诗集里包罗万
象，有历史、文物、风景名胜、人文精
神等方方面面。这样一个随手拿来
就可以当作主题的写法，一般人恐怕
做不到。因为随手点铁成金，就能把
日常的生活变得诗情画意，没有一种

真正的文学内涵，没有一种真正的审
美素养，是做不到的。某种程度来
讲，还要有一颗超功利的心，不能沉
沦在生活的琐琐碎碎里。我们既要
看到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鸡飞狗
跳，还能超出现实生活，站在更高的
平台上去看世界，这与李老师与世无
争的心态是很契合的。

四是思想内容。我想用表达人
生、反映社会、情怀家国这三个词来
概括。诗集里表达出来的思想内容
都是重情重义、积极向上的，这对年
轻人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榜样。

五是艺术风格。我觉得李老师
的心境应该是很平和的，在这个心境
平和里传达出一种从容与自若，比如
说对某些景物的描写，写得很清新，
让人很喜欢。他的写作就像打太极
拳那样，发出去又轻松收回来，恰到
好处。

六是乡土气息。诗集充满了乡
土气息，许多普通、为人们所熟悉的

本土题材经过李老师雅化后，拉开距
离再读一读、看一看，发现原来我们
的茂名风物人情竟是这样的美好。

七是语言风格。李老师是作家，
同时也是学者，这两方面的素养结合
起来是得天独厚的，又基于李老师精
通英语、电白黎话、古音等，所以在诗
词歌赋运用方面更是游刃有余。

（潘永辉，哲学博士、文学教授。
历任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中文系主任、
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我本农家子，与父辈来往者皆为白
丁。我小学才始认字，更不知诗词歌赋为
何物，与古典诗歌初次邂逅是在小学五年
级。语文课本里有一首杜牧的七言绝句

《山行》。语文老师郑仕庆是位老牌师范
生，教这首诗时非常投入，讲解后随即朗
诵，接着高声吟哦。我深受感染，如亲临
其境，看到漫山红叶，红日西沉，白云缭
绕，石径横斜，草屋炊烟，好一幅山村秋景
图。最后，老师还简单介绍了七言绝句的
平仄韵律。因为非常感兴趣，我当时就把
这首诗背诵下来，而且牢记了七绝的平仄
韵律。这堂课是引领我进入诗国的明灯。

初中一年级时，才真正与古典诗歌结
下不解之缘。语文课本里有李白的《早发
白帝城》《望天门山》《送孟浩然之广陵》和
杜甫的《春夜喜雨》等优美诗篇。语文老师
谭文炘是古典诗词的行家里手。他教这几
首诗时声情并茂，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像
个入戏很深的演员一样，使我仿佛看到轻
舟逐浪，天际归帆；听到夹岸猿啼，湍流击
石；感觉到春雨的滋润，农家的喜悦。他刚
讲完课，就问有谁可以背诵。我应声而将
其背诵出来。谭老师大喜，随后借我一本
唐诗小册子（已忘其名），他还对我说：“熟
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偷’。”我用
了一个多星期将那本小册子的诗背诵下
来，感觉心灵得到了陶冶和升华。

参加工作后，由于教学和科研任务繁
重，还要挤时间搞翻译，诗歌创作只好暂
停下来。

原想退休后专门赋诗为乐，而2005年
4 月，我的恩师谭文炘在易箦之际嘱咐我
接力完成其费了二十余年心血的《电白黎
语辞典》。谭老师仙逝后，我觉责任重大，
且知道自己的汉语功底薄，于是系统地阅
读大量的汉语语言文字类的古籍，然后才
开始编撰辞典。花了18年的时间，终于告
竣。2023年1月《电白黎语辞典》由广东人
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编撰辞典，对诗歌的
学习和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通过对电
白黎语语音的研究，我很好地掌握了古诗
韵读的奥妙。

在诗国里，中山大学钟东教授是我的
伯乐。我的诗词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有
一次，钟教授对我的文言文《电白红花李
氏族谱序》高度赞赏，于是，我信心倍增。
开始陆续向《中华诗词》《中华辞赋》《诗
刊》《诗词中国》《诗词月刊》《当代诗词》等
权威刊物投稿。可能是厚积薄发的缘故，
已在上述刊物发表作品一百余首（篇），其
中《中华辞赋》11篇。

近年来，我听从儿女的建议，将五十余
年的诗词作品结集出版。由于我生于草根
之家，从小自卑，性格内向，自认为一根小
草。认为一首诗也是一根小草，草多则
丰。小草素喜甘露，乃用《诗经》里的文字

“湛湛露斯，在彼丰草”酿成书名《丰草湛露
集》。全书共辑录诗词305首，部分诗作是

“即兴而就”，更多的是反复推敲、数十年打
磨而成。题材内容包含田园风光、名胜古
迹、咏史怀古、感事抒怀、赠别唱和、思旧悼
故、激浊扬清等，意在以古典韵律抒写现代
生活，展现诗词艺术的永恒魅力。

（李创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
词学会会员，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英语副教
授。2023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电
白黎语辞典》，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
研究所的高度评价；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
版《丰草湛露集——怀璞子诗词三百
首》。）

我和李创国是老乡，又是多年的
老同学，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学。
多年来我们相识相知，他心理韧性能
力极强，几十年磨一剑，先做学者后
成作家。2023年，李创国接力恩师谭
文炘老师编撰出版的《电白黎语辞
典》被称为“电白的小百科全书”。我
认为其书有两个显著成果，一个是首
创电白黎语拼音系统，另一个是《电
白黎语辞典》对电白本土方言文化的
总结提升与艺术创新。

最近，他将50余年以来创作的诗
词作品结集出版《丰草湛露集》，辑诗
词歌赋 305 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留下了历史风云的镜像和时代生活
的气息。我认为诗集具有以下五个
特点：

其一，古典诗词歌赋格律和国学
经典的扎实功底。作品有五言绝句、
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排
律；词牌浣溪沙、西江月、菩萨蛮、浪
淘沙、点绛唇、画堂春、临江月等；还
有回文诗、咏诗、怀古、古风、悼词、游
记等。作品多是基于古典诗词格律
框架的现代内容叙述，作者对诗词格
律的娴熟驾驭、对典故的化用和辞句
的凝练，彰显了古典诗词格律和国学
经典研究的扎实功底。

其二，作者生涯履历的诗化展
现。作品以作者几十年艰苦探索的
生涯履历为线索，基于作者一生所

读、所感悟，所见、所闻、所思考，从而
形成独特风格。该书是作者毕生诗
词创作的结晶，是其半个多世纪生涯
履历的内观记录和诗化表达，是作者
个人的精神史诗，是一扇窥见中国当
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坚守国学
文化根脉的窗口。

其三，该书是时代叙事与作者命
运的交织。从《民办教师第一课》中

“书空自语且徘徊”的忐忑，到《退休感
怀》中“白头未敢辍耕犁”的执着；从

《七七级女大学生》历时四十年定稿的
辗转，到《电白黎语辞典》二十余年付
梓的怅然……李创国以诗为“口述
史”，叙述了作者在不同年代的精神轨
迹和命运。尤其《春节南方大雪》等作
品，将个人际遇置于家国叙事之中，既
有“游子有家归不得”的切肤之痛，亦
见“温情一片解坚冰”的时代暖流，展
现了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

其四，方言文化的诗意融合。作
为《电白黎语辞典》的编纂者，李创国
对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守护意识深深
浸润于诗作。如《化州橘红赋》以典
雅骈文书写岭南风物，《忠烈侯黄十
九公赞》用古风长调追怀地方英烈，
而《鱼肆行》等诗对方言词汇的自然
糅合，更让古典格律诗词焕发出泥土
的芬芳。这种“以诗存俗”的探索，不
仅拓展了诗歌的题材边界，也为本土
文化的传承指明了诗意发展路向。

其五，作品事件朴实、情感真
挚。语句贴近本土群众生活，能引起
读者共鸣。例如《鱼肆行》,“几时入鱼
肆，掩鼻恶腥气。搴衣蹑足行，唯恐
治污秽。今日入鱼肆，不闻腥臊味。
从容踏污泥，一任鞋袜湿……”《农民
工四首》中“去年因病急，今岁发薪
微。老父需新药，娇妻怨手机。”这些
辞句以白描手法勾画出电白草根阶
层的现实生活，叙事朴实，情感真挚，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韵味。

（李方，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教育
系原主任。现任中国教育学会全国教
学论和课程论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广东过程教育研究
所所长。出版主编、副主编、合著，独
著大学教材和著作51部，获全国普通
高校优秀大学教材二等奖，广东省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三等
奖。获国家教育部颁“全国优秀教师”
称号和奖章。）

谷雨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六个节气，
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2025 年谷
雨始于4月20日。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三
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
于水也……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
也。”中国明代介绍栽培植物的著作《群
芳谱》中有记载：“谷雨，谷得雨而生
也。”谷雨将“谷”和“雨”联系起来，蕴涵
着“雨生百谷”之意，反映了谷雨的农业
气候意义。

谷雨第一候的花信是牡丹。牡丹
原产于中国，是传统名花，花朵色泽艳
丽、富丽堂皇。

谷雨第二候的花信是荼蘼。荼蘼
枝梢茂密，花繁香浓。

谷雨第三候的花信是楝花。楝树
树形优美，枝条秀丽，适宜作庭荫树和
行道树。楝花为淡紫色花，香味浓郁。
楝花开了，夏天就不远了。

“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谷雨
时节，喝谷雨茶、食香椿、赏牡丹、走谷
雨等习俗广为流传。

在南方，谷雨时节采制的春茶（芳
烟）叫“谷雨茶”。其特点是细嫩清香，
味道最佳，有清火的功效。北方则有食
香椿习俗，亦称“吃春”，谷雨前后是香
椿上市的时节。

联合国中文日
与谷雨有何关系？

4月11日，游客在河南省洛阳市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内观赏牡丹花。

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对
于“谷雨”这一称谓的由来，除了古人关
于“雨生百谷”的一般认知，还会让人想
到“仓颉造字”的故事。

传说中，黄帝的史官仓颉，依照星
斗、山川的走势以及鸟兽的足迹，创造
了汉字。上天玉帝知道后对他的工作
大为赞赏，决定重奖仓颉。玉帝托梦给
仓颉，问他想要什么。仓颉说，希望天
下苍生都有饭吃。于是玉帝在第二天
降下了谷粒雨。黄帝得知此事后，就把
降下谷粒雨这一天定为一个节日，即

“谷雨”。对于这个传说，《淮南子》记
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

无论传说故事中有多少浪漫主义
的色彩，但文字的出现，对于历史、对于
世界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至今，我
国还有一些地方有谷雨祭“汉字始祖”
仓颉的民俗，如仓颉的故乡陕西白水县
至今还保持着“谷雨祭仓颉”的仪式传
统。2014年，“仓颉传说”被列入第四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

谷雨，因“仓颉造字”而具有了神奇
的文化色彩，并因此成为展示中国文化
的一个窗口。2010 年，为了促进汉语、
阿拉伯语、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
这 6 种正式语文在联合国的平等使用，
同时强调语言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联
合国相关部门倡议启动联合国语言
日。同年，在经过国内专家论证后，中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建议，将
中文日定为“谷雨”交节这一天，以纪念

“汉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
十几年来，每年的 4 月 20 日前后，

全球多地通过“联合国中文日”所开展
的多元活动领略绵亘不断的华夏文明
和源远流长的炎黄精神。从刻画符号
到数字代码，从传统笔墨到 AI 书法，汉
字穿越古今的旅程展示着这个古老文
字系统所积蓄的厚重生命力，以及由文
字创造所带来的文明震撼。

萍始生，鸣鸠拂其羽，戴胜栖于
桑……在农耕文明的色谱中，谷雨是
富有生命张力的颜色。当文化的种
子如同谷雨时的苗秧，在传统的土壤
中不断生长出新可能，当谷雨所标注
的自然现象与人文活动交织融合，我
们不仅会看到悠久的历史古老智慧
在当代社会中依然散放光彩，更能深
切感受文明对话的永恒魅力。

一场春日里的诗词盛宴
名家齐聚深度评析诗集《丰草湛露集》

李创国:
五十年匠心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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