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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光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和诗词，在工作之暇，撰写了

不少诗词评论文章，多有吟咏。尤其是退休之后，更倾心于诗词

研究，吟咏不辍，时有评论文章和诗歌创作见诸报纸杂志，日积

月累，已篇升盈箧。今整理诸作，辑集成 《中华诗词艺术散论》。

有光先生并非专业作家，对中华诗词也只是业余爱好，写作亦仅

以余力为之，竟能产生如此丰硕的成果，实属难能可贵，可喜可

贺！文集付梓之前，嘱为之序，盛情难却，遂略陈管见，聊以

塞责。

纵观中华诗词的光辉历史，仅从 《诗经》至今，亦已有数千

年。《毛诗序》开宗明义，将诗歌的性质定义为 “言志”和 “抒

情”。孔子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艺术特征也做了明确的阐述，他

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 “事父”“事

君”，还可以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 “事父”“事君”是

封建社会时代的一种提法，按我们现在的说法，诗歌就是要为社

会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这也是中华诗词的优秀传统。有光先

生的诗词评论文章，就其内容而言，都是根据这些优秀传统立

意；无论是对中华诗词艺术特征的论述，或是对毛泽东诗词的评

析，都充分体现着这一思路。他本人的诗作，内容也很丰富，概

括起来说，绝大多数都是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祖国、歌颂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之作。也不乏歌颂先进人物、歌颂祖国大好河山、

赞美云南民族风情的作品。这一切都是 “为时为事”而作，富有

时代感，可以激励民心，催人奋进，合乎诗作之旨。至于中华诗

词的体制格律，从古风、乐府到近体格律诗，进而发展到宋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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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代有变易，与时俱进，体制多样，长期共存。今人写诗词，

亦可多样并进，各随所好，各尽所长。如果要称格称律，当然就

应按格律诗的要求去写。如果不愿受格律的限制，那么无论是四

言、五言、七言，只要是句式整齐，基本押韵，读起来琅琅上

口，统称为五言诗、七言诗之类，也未尝不可。当然我这里是就

传统诗词写作而言，新诗不在其内。有感于有光先生的诗词作品

的实际情况，特提出以上不成熟的看法，质之同好，不知以为

然否？

云南大学著名教授、诗人、中华诗词学会顾问　张文勋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４日于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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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诗词，渊源流长。《诗经》开始，历史三千。改革开放，

中华东升。文化繁荣，世界雷鸣。诗词王国，全球扬名。中华诗

词，繁荣真情。光辉灿烂，感染心灵。抒情言志，意境神情。情

感形象，大美歌声。艺术情操，散发春风。形象观察，论事神

明。语言明快，唱吟动情。兴观群怨，激发心灵。紧跟时代，为

民放声。传递美感，礼义乐声。营造典型，构思振兴。和平形

象，中国世纪。华人经济，创造精诚。国防现代，中华鼎铭。美

好生活，梦圆康宁。

毛泽东诗词，国学之瑰宝。言志扬正，豪放情深。大气磅

礴，形象逼真。感情真挚，立论雄心。天地人类，意境出神。面

对现代，浪漫诗新。诗韵高昂，唤起万民。语言典雅，博大传

神。江山多娇，曙色迎新。启迪工农，翻身做人。雄关漫道，迈

步情真。红军长征，只等报春。东方欲晓，英雄铁军。百万雄

师，跨江喜临。牺牲多志，日月长存。九天揽月，五洋捉鳖。风

雷鸣动，胜旗传闻。高举红旗，奋斗永存。气壮山河，万象

报春。

近百年来，列强侵我。五四运动，民主呻吟。红日升起，共

党亲民。嘉兴南湖，佳音传神。反帝反封，工农志伸。国共合

作，人民和亲。“八七”会议，红军长征。古田建军，士气芳春。

活捉辉瓒，官兵传神。遵义批 “左”，长征喜临。飞渡泸定，陕

北民亲。平型大捷，威名传闻。百团群星，杀敌爱民。战胜日

寇，七大齐心。转向城市，步伐更新。建立共和，百业崭新。邓

公理论，指导万民。社会主义，旗帜传神。小康目标，高歌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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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和谐社会，科学乐群。两个百年，自豪争春。中华复兴，破

浪图新。

五千文明，龙人刚毅。儒家风范，仁义仪礼。道释智慧，辩证

统一。推翻王朝，人民铁骑。救亡寻路，党旗奋起。夺权兴国，枪

杆威力。思想领先，自信独立。改革开放，发展第一。中国特色，

实践大气。战略蓝图，富强民意。温饱小康，现代着力。中国经

济，快步奋起。和平共处，繁荣民系。科学力量，活跃人气。文化

哺民，诗情画意。胆子步子，盛气助力。中国崛起，华夏顶立。风

雨同舟，事业正义。中国精神，自强不息。中国形象，和谐化吉。

中国世界，繁荣写意。“一带一路”，携手情谊。经济走廊，亚欧世

纪。复兴大梦，神十返地。嫦娥奔月，人民欢喜。雄鹰航母，亮剑

忠义。杂交水稻，高产神力。戈壁良田，画卷万里。拿下油田，铁

人进喜。生态治沙，弃害扬利。天河二号，壮美大气。海洋强国，

蛟龙利器。百年梦想，洪流豪气。

民族文化，精神家园。无愧时代，作品锦篇。血脉旗帜，凝

聚田园。和谐民本，共享甘甜。爱国创新，时代情牵。中华文

明，自强争先。唱真善美，歌正气观。“二为”“双百”，潜心精

研。自觉自信，自豪乐天。文艺繁荣，万众争先。讴歌时代，精

品满园。龙人民俗，舞动风帆。海外华侨，传递丹心。孔子学

院，五洲扬帆。中华学子，群星情牵。北京奥运，东方锦篇。奥

运健儿，激情空前。世博风彩，文明壮观。中国世纪，华人

情欢。

清廉正气，永葆青春。信念奉献，善洲报春。公仆本色，草

鞋平民。恳荒造林，青松常存。神州楷模，爱民忠心。学森爱

国，火箭为民。稼先埋名，两弹情深。隆平水稻，为民操心。富

强民主，文明人缘。敬业诚信，友善热心。核心价值，聚气凝

神。传承美德，知恩爱民。

彩云之南，江山多娇。古滇文明，青铜鼎新。大理古都，白

族乡亲。人类鼻祖，元谋传闻。禄丰恐龙，化石成群。纳西古

乐，东巴艺人。丽江古镇，寺庙鼓琴。茶马古道，多元民音。香

·４·

中华诗词艺术散论



格里拉，雪境出神。东竹林寺，神法情真。藏热巴舞，奔放出

神。撒尼寨人，石林传神。诗玛落难，阿黑奋身。斗南花卉，多

彩色新。贝叶文化，傣寺鼓音。泼水祝福，众人喜临。彝人火

龙，浪漫归真。大刀火把，彩旗艺人。基诺寨鼓，茶飘寨民。怒

族勇敢，溜索飞奔。普洱古茶，祭祖忠心。哈尼春饰，羽毛帽

新。傈僳舞翩，浑朴喜临。玉龙雪山，冰川彩云。万里长城，中

华之魂。

中华诗词艺术要发扬我国文化和诗性智慧的传统，望中华

民族五千年文明；中国崛起，面向全球；中华复兴，预示着改革

发展的时代潮流和美好景象。发扬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以民为本，强国富民，仁爱和风，以德立人，以诚待人，和

谐乐人，事实求是，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高唱华夏文明、中华

文化、孔子声音、和平立国、朋友天下的美好世界。喜看神十飞

天，亿众欢腾；嫦娥仙女，飞向宇宙；蛟龙翻浪，游向深蓝；

“海鹰”巡航，飞舞蓝天；中国经济，影响全球，非洲铁路，南

美建设，东盟经贸，中亚油气，“一带一路”，金砖银行等与世界

人民共命运的胸怀，打造与世界共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形成中国

开放新格局。中华诗词的艺术魅力就是对人们心灵的感染力和影

响力，用诗性语言与宇宙、人类、读者沟通，心灵相通，诗性相

通，志向相通，文明相通，传递大美。承中国人的诗韵语言，唱

出中国复兴的响亮声音；采中国人和谐乐人的高尚情怀，感化五

洲朋友；扬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塑造典型，表达中华诗词的大美艺

术魅力。总览诗词艺术，继承传统；诗词内容，面向现代；诗词

情感，心向人民；诗词风格，放眼全球；诗词思维，复兴中华；

诗词立论，世界和平。我们坚信，中华诗词艺术发扬热爱自然

美、生活美、心灵美的高尚情操，定将在弘扬核心价值观主旋律

的广阔领域中大放光彩，为民吟唱。

徐有光

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８日于昆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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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诗词艺术大美





中华诗词的艺术魅力和艺术特征

本文讨论美学、艺术和诗歌之关系，重点涉及诗歌艺术的主

要方面，论述中华诗词的艺术魅力和艺术特征。

美学审美，艺术人性。文学诗歌，传播感情。

诗歌易唱，动听和美。中华诗词，艺术大美。

三经三纬，情言声义。形象思维，解说世界。

意象意境，主客和贵。言志抒情，和律出美。

齐美生辉，心声融会。爱国奋斗，自信雄伟。

认识教育，净化谐美。以诗教人，兴观群怨。

兴感聚情，诗群嘉惠。观风吐真，精神宏伟。

美感灵感，情感诗汇。创作构思，写真秀慧。

人化自然，艺术文绘。抛砖引玉，以飨读者。

一、美学、艺术、文学、诗歌是相连的

美学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

多德的美学理论集中在道德、模仿自然、审美艺术等三方面的问

题上。西方美学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讨论美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问

题。进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多数美学家把审美与情感作为艺
术的特性来探讨。人类的美感，通常有两种，一种为优雅之美，

另一种为崇高之美。自然与生活均是艺术之源泉，艺术美高于自

然美。绘画、雕塑、陶器品、建筑等是造形艺术；音乐、诗歌等

是抽象艺术，或叫想象性艺术。艺术是人类文化创造生活之一部

分，是人性中一种最原始、最普通、最自然的需要。艺术家描写

·３·

一、中华诗词艺术大美



世间万物，都是一种想象性艺术。文学给人们美的感受，美的艺

术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而产生人生对美的追求。文学作品是美的

和道德的。好的诗歌能够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心灵人格。美

育叫人创造艺术、欣赏艺术，丰富人生之兴趣。《论语》说：“兴

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古代人就很重视诗教和美感教育，通

过学诗，怡情养性，陶冶内心之和谐。美学、艺术、文学、诗歌

是通过人的情感相连系在一起的。

二、艺术是人类精神的结晶

从人类之祖始，艺术就与人类共存了。歌舞、音乐、绘画、

诗歌、建筑逐渐进入人类的艺术领域。中国传统将诗、文、书、

画等都列入人类的艺术范畴。而文学是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书

法为中国特有的高级艺术，书法以抽象之笔墨表现人格风度和情

感。中国书法艺术闪耀着人工和天然的合一，富有美学内涵与和

谐文质。进入２０世纪，随着中国民族解放、民主革命运动的开
展，艺术对于民众的重要作用开始显现，艺术家们在讨论艺术是

什么、艺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古代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模仿自然。”进入

现代，艺术是人类文化创造生活之一部分，艺术为人类精神之结

晶。“艺术是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感情传达给别人。”（托尔斯

泰）“艺术本是民族精神的表现。” （倪贻德 《西画论丛续集》，

１９３９年）“艺术原为艺术家独立创造之精神产物。”（潘天寿 《论

画残稿》，１９３５年） “文艺，是人民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
产物。”（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高尚之艺术，

能使人的心灵感悟达至善、至美之境地。艺术的特征是美。艺术

的功能是实现人类的美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艺术表达人类对生

活的美的欲望；艺术在人类文化雨露之下成长、发展。

三、文学是语言、形象、情思构成的人性艺术

文学是以语言为手段构成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传达人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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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艺术。文学是用言语的技巧以传播感情思想而组织社会的艺

术。“文学是生命底反映。”（郭沫若 《生命底文学》）“文学就是

表现这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鲁迅 《“硬译”与 “文学的阶级

性”》）“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毛泽东 《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文学大师们从各个角度给予文学

的艺术表述。

四、诗歌是感情语言的艺术

诗歌是人类最早创作的文学作品。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

鲁迅１９２４年在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诗歌起于劳

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

苦，……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

于是歌颂有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原始社

会，诗歌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而产生，而后又独立出来。抒情

是诗歌的基本功能，简炼语言、韵律组成的诗歌产生了美感，形

象寓于人脑之中，最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几千年来，中华格律诗

词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表现出特有气质、气度、气派，不

断发扬，为民高歌。诗体出现或豪放，或婉约，或质朴，内容各

异，形式多样，展现出自然美、生活美、心灵美。中华诗词传承

着高昂的民族精神，诸如自强高洁的情操，乐山好水的情愫，忧

国忧民的情怀，蕴藏在一部部文学经典之中。

诗歌的艺术特征是：饱含思想感情、韵律、节奏、动听、唯

美的艺术。“诗是语言的艺术” “艺术的语言，是饱含情绪的语

言，是饱含思想的语言。” “诗的旋律就是生活的旋律，诗的音

节，就是生活的拍节。”（艾青 《诗论》，１９３８年） “诗人是语言
的艺术家，诗人的财富是语言。”（艾青）“诗须有形式，要易记、

易懂、易唱、动听。”（鲁迅 《给蔡斐君》，１９３５年） “没有节奏
的便不是诗。”（郭沫若 《论节奏》，１９２５年）“诗可以从华丽找
到唯美的结论，……缺少美，不成诗。” （沈从文 《论郭沫若》，

１９３２年）“节奏与旋律是情感与理性之间的调节，是一种奔放与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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