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川渝诗人漫步乐至田园间

“诗歌就在这些微小的地方”

中国（乐至）第五届田园诗会特别报道

“乐至乐至，快乐而至。”在第五届乐至田园诗会的采风活动中，这句话被现场的诗人们反复提及。
7月29日，在炽热的阳光中，来自川渝两地的十多位诗人乘车前往乐至县劳动镇百花村，漫步在羊叉河生态农业公园

中，感受乡村振兴的硕果累累；行走在川中农耕文化展览馆，参观这里收藏的大量能体现当地民风民俗的农耕实物……
乐至是陈毅元帅的故乡。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陈毅元帅诞辰120周年，在参观完乐至的田园风光

后，诗人们又去往陈毅故居，感受陈毅元帅对这片土地深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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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田园诗歌当代表达
川渝诗人乐至“论诗”

为配合疫情防控，此次诗会的采风
活动在规模上进行了精简，并且在多个
防疫措施上作出严密部署。

田园带来美好，美好激发灵感。如
何在当代书写田园诗歌，成为到场诗人
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第一次来到
乐至的杨献平，除了感受到这片土地带
来的新鲜感之外，他也在思索田园诗的
表达。“我感受到，田园诗在这个年代，
从名义、形式、内容上已经不复存在。
所以，我们该如何去写作我们内心的田
园？田园作为文化的象征，作为我们精
神的家园，如何通过乐至的绿色发展，
提炼出更符合现代人审美和生活方式
的田园牧歌，是需要思索的。”杨献平
说，他会把此次乐至之行写成诗歌，“希
望大家多批评指正”。

与杨献平感受有“异曲同工”之妙
的，还有来自重庆的金铃子。直言在家
乡没有田园诗歌文化节的她，认为诗人
无论写什么诗歌，最重要的是向大自然
请教。“不是诗歌中写了麦子、稻谷就是
田园诗，诗人应该从题材中挖掘出新的

句子。诗歌句子的锤炼，对于每一个诗
人来说都是课题和难点。”金铃子说。

“虽是第一次来，但在短暂的一天
内，内心获得了非常多意象。”张远伦
说，他对乐至的第一个意象是桑叶，诗
人就像蚕一样，一点点在咬噬一片词语
的桑叶，吐出“诗”，又吐出“丝”。当看
到羊叉湖旁写生的小朋友所画的堆心

菊，张远伦感到非常美妙，他说：“诗歌
就在这些微小的地方。”

在田园中看到“诗和远方”
诗人们共话“乐至印象”

对于田园诗歌，凸凹表达了自己的
理解。他直言，田园诗歌其实在中国诗
歌史上占据一个很大的板块。“写田园

诗更多是要写出一种心境，在语言、韵
律上要达到一种境界，一看就是非常生
态和绿色，而不是城市中的焦躁。”

王国平所抛出的问题，是当代诗歌
如何描绘、服务乡村振兴。在他看来，
社会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有男人有女
人、有高山有峡谷、有城市有乡村。“田
园诗歌写作不一定是一群外乡人来写，
田园诗歌最好的状态，句子应该像小
麦、高粱，很自然地从土地里长出来。”

“中国百年新诗的发展，就是发展
了所谓的现代性，但她也是和我们国家
建设的进程相匹配的。”面对现场愈发
火热的讨论，吴小虫认为乐至县举办如
此多届田园诗歌节，或许是一个查漏补
缺的诗歌命题。“我们当代田园诗，肯定
已经不是陶渊明、谢灵运、孟浩然那种
田园诗歌了，如何写出具有当代诗歌的

‘田园性质’，或许对很多严肃的诗人是
一种考验。”

“乐至代表了诗和远方，这片土地
用倒叙的方式，让我们欣赏到了心灵的
家园。”一天行程结束，罗晓红言语间满
是对乐至的喜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诗歌结在了树上。乐至是诗人喜欢的
地方，也是大家追求的诗和远方。”

盛夏七月，诗人们又以诗之名，相
逢在美丽的乐至。

诗人老房子（刘红立）到乐至很多
次，这也是他第二次参加乐至田园诗
会。“今年这次给我的感受尤为深刻。
今天太阳格外灿烂，蓬勃，更增强了我
心目当中的‘三色乐至’印象：红色、绿
色、蓝色。‘红色’代表陈毅元帅，他就像
一个火种一样。整个乐至的发展，都是

在红色的照耀下前进的。‘绿色’就是桑
叶，我在乐至喝到了桑叶茶，很好喝。
我想，以蚕桑业为代表，反映的是乐至
绿色经济的发展，它是健康的。”

谈到“蓝色”的时候，作为检察官诗
人的老房子说，“今天我一路走一路拍
照片，发现这里的天空非常湛蓝。更重
要的是，早上在乐至县体育馆参观乐至
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

展时，在一个荣誉榜的展板上，看到了
乐至县人民检察院被授予‘全国检察机
关集体一等功’，是四川省检察文化建
设的示范单位。大家都知道，我们检察
官的服装是蓝色的，我们习惯叫它检察
蓝。所以这个蓝，与天空的蓝色，以及
与诗歌要表达的蓝怎么来结合到一块，
是这次我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李雨心

大美乐至，美在田园。7月29日，第
五届乐至田园诗会采风活动顺利举行。

成都市作协主席、《草堂》诗刊执行主
编熊焱多次参加乐至田园诗会，对于诗
会有深入的思考。“乐至田园诗会已经做
了很多届了。对乐至来说，既然以田园诗
作为文化的符号和切入口，那么怎么打造
乐至田园诗的品牌，提供平台催生一批
能反映当代田园诗、又能反映乐至的优秀

作品，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事情。”
写田园诗的人不少，每年投稿的作

者也非常多、非常积极，但怎么把田园诗
写好？作为一名有着深厚创作经验的诗
人，熊焱给出自己的专业建议：“好的田
园诗一定不能缺少内在的精神和情怀。
什么是田园？有田有园，那一定与人有
关。田园包括了田地、家园。尤其在当
下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田园诗内在的核

心，是来自于人的，是来自于人在家园中
的内在的精神情感、人文关怀。我认为
这是我们去深入书写田园诗必不可少的
精神向导。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大家
在田园诗上多下点硬功夫。因为这才是
我们诗会一届一届往前推动的意义，而
且这才能真正为乐至这片土地留下长久
的文化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李雨心

参加这次乐至田园诗会，四川大学古
籍整理研究所教授、诗人向以鲜说给自
己留下了很多“新奇感受”。“首先是乐至
的蚕桑业，它有悠久的历史。尤其在昨天
晚上，我第一次吃到了桑叶，当时非常兴
奋，原来人类也可以像一只蚕一样，去啃
食桑叶。我们在吃桑叶的时候，会产生很
多很美好的感觉，仿佛返璞归真。桑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我们常常称故乡为桑梓，所以桑树是非常
具有田园象征色彩的一种植物，《诗经》
中就有‘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的描写。”

在采风过程中，诗人们走到羊叉河
畔，那里有小学生在朗诵诗歌，树上挂着
诗歌卡片，向以鲜马上发了一条朋友圈：

“树上挂满了诗歌，口中吐出了火焰。”
在陈毅故里景区，看到元帅生活过的

地方，向以鲜感慨地说：“在一个地方，一个

杰出人物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需要世世
代代的文脉累积。我看陈毅元帅故居的
老宅子，看到了‘亮瓦’。我曾在川东的农
村生活过，对它比较熟悉，这是一种智慧
的借光方式。在屋子里我还看到挂有一
副对联，上联写着‘诗书敦千古’，等等诸
如此类的种种细节，都让我感受到，杰出
人物的出现，跟其生活的环境分不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李雨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李雨心本版摄影 雷远东

诗人老房子谈“三色乐至”：

革命“红”、桑叶“绿”、天空“蓝”

成都市作协主席、《草堂》诗刊执行主编熊焱：

好的田园诗不能缺少精神和情怀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诗人向以鲜：

第一次吃桑叶感觉非常奇妙

乐至羊叉河生态农业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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