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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大时代”写作最忌小气、俗气
曾经做了近三十年新闻出版编辑工

作的徐子芳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创作

有新诗、传统诗词、散文、报告文学、辞赋

和文学评论，也有小说问世。徐子芳在诗

歌和辞赋创作上，成就尤为突出。《中华辞

赋》曾在封页上作专题介绍，被誉为安徽

辞赋第一人。

徐子芳介绍，赋，这种由楚辞衍化而出的

有韵文体，比起诗歌更为洒脱浪漫，比起散文

更为凝神聚气，因而要兼有散文和诗歌之功

底。目前已经写了40多篇赋的徐子芳坦言，诗

词曲赋比较而言，赋是最难写的。

徐子芳创作道路，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方

向，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培育和张扬民

族精神为己任。“辞赋是中华的瑰宝，优秀的辞

赋既有强烈的雄辩意蕴，又有高度的思辨色

彩。”谈及当下的辞赋创作，徐子芳表示，他个

人并不反对在文中记录个人的喜怒哀愁，表达

个人的情感，但是他更倾向于欣赏那些反映

“大时代”的作品，“写作中，最忌小气、俗气，要

敢于承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使命。”

学习传统 创新才有生命力
徐子芳的《合肥赋》曾获国家“百城赋”征文一

等奖，《庐江赋》《卢沟桥铭》《安徽气象赋》《红四方

赋》《茅台酒赋》等诸多辞赋作品获奖并被收入诸多

文集，他的作品风格豪放与婉约兼容并蓄，刚健与

沉郁并存，他主张文学创作要与时俱进，要不断创

新与突破，但这种创新和突破是建立在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反对把腐朽

文化和文化垃圾奉为“新产品”去招摇过市。

徐子芳说，生活是辞赋创作的根基，思想

是辞赋品格的灵魂。辞赋创作要面向人民，与

时代共脉搏，这样的写作才能产生奇艺斑斓、

彪炳春秋的好作品。“为人民创作是新时代辞

赋作家创作的生命线。”

在他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

己风骨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高品格文化，是

极大的悲哀。当代辞赋家的一种重要使命，就

是要让新时代的辞赋精彩起来。他认为，“要做

好这道题，首先还是要向传统学习。在创作中，

要抵制‘口水式’、‘口号式’、‘裸体式’的作品。

‘天工人巧日争新’，在继承中必须敢于创新，赋

予作品新的境界和格局，创新才有生命力。”

选自 梁实秋《旅行》
古人云，“一生能着几雨屐？”这是劝人及时行乐，

莫怕多费几双鞋。但是旅行果然是一桩乐事吗？其中

是否含着有多少苦恼的成分呢？

原始的交通工具，并不足为旅客之苦。我觉得“滑

竿”“架子车”都比飞机有趣。“御风而行，冷然善也，”那

是神仙生涯。在尘世旅行，还是以脚能着地为原则。

我们要看朵朵的白云，但并不想在云隙里钻出钻进；我

们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并不想把

世界缩小成假山石一般玩物似的来欣赏。我惋惜米尔

顿所称述的中土有“挂帆之车”尚不曾坐过。交通工具

之原始不是病，病在于舟车之不易得，车夫舟子之不易

缠，“衣帽自看”固不待言，还要提防青纱帐起。刘伶

“死便埋我”，也不是准备横死。

旅行虽然夹杂着苦恼，究竟有很大的乐趣在。旅

行是一种逃避，——逃避人间的丑恶。“大隐藏人海，”

我们不是大隐，在人海里藏不住。岂但人海里安不得

身？在家园也不容易遁迹。成年的圈在四合房里，不

必仰屋就要兴叹；成年的看着家里的那一张脸，不必牛

衣也要对泣。家里面所能看见的那一块青天，只有那

么一大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风明月，在家里都

不能充分享用，要放风筝需要举着竹竿爬上房脊，要看

日升月落需要左右邻居没有遮拦。走在街上，熙熙攘

攘，磕头碰脑的不是人面兽，就是可怜虫。在这种情形

之下，我们虽无勇气披发入山，至少为什么不带着一把

牙刷捆起铺盖出去旅行几天呢？在旅行中，少不了风

吹雨打，然后倦飞知还，觉得“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

难”，这样便可以把那不可容忍的家变成为暂时可以容

忍的了。下次忍耐不住的时候，再出去旅行一次。如

此的折腾几回，这一生也就差不多了。

旅行中没有不感觉枯寂的，枯寂也是一种趣味。

哈兹利特主张在旅行时不要伴侣，因为：“如果你说路

那边的一片豆田有股香味，你的伴侣也许闻不见。如

果你指着远处的一件东西，你的伴侣也许是近视的，还

得戴上眼镜看。”一个不合意的伴侣，当然是累赘。但

是人是个奇怪的动物，人太多了嫌闹，没人陪着嫌闷。

耳边嘈杂怕吵，整天咕嘟着嘴又怕口臭。旅行是享受

清福的时候，但是也还想拉上个伴。只有神仙和野兽

才受得住孤独。在社会里我们觉得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的人居多，避之唯恐或晚，在大自然里又觉得人与人之

间是亲切的。到美国落矶山上旅行过的人告诉我，在

山上若是遇见另一个旅客，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脱帽招

呼，寒暄一两句。还是很有意味的一个习惯。大概只

有在旷野里我们才容易感觉到人与人是属于一门一类

的动物，平常我们太注意人与人的差别了。

真正理想的伴侣是不易得的，客厅里的好朋友不

见得即是旅行的好伴侣，理想的伴侣须具备许多条件，

不能太脏，如嵇叔夜“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太闷

痒不能沐”，也不能有洁癖，什么东西都要用火酒揩，不

能如泥塑木雕，如死鱼之不张嘴，也不能终日喋喋不

休，整夜鼾声不已，不能油头滑脑，也不能蠢头呆脑，要

有说有笑，有动有静，静时能一声不响的陪着你看行

云，听夜雨，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这样的

伴侣哪里去找？

星报讯（记者吴笑文）“大湖之约——艺术

名家大讲堂”将于6月10日下午举行。本期邀请

的主讲嘉宾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卓

有成就的舞蹈评论家、理论家于平先生。届时，

他将为观众主讲《现实题材舞台剧创作》。

于平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其专著有《中国

古典舞与雅士文化》《风姿流韵：舞蹈文化与审

美》《中外舞蹈思想概论》《中国现当代舞剧发

展史》《高教舞蹈综论》等。本次是公益文化惠

民活动，星报将联合主办方合肥市委宣传部、

市文联，邀请20位读者免费听讲座。

时间：6月10日 14:30

地点：合肥大剧院

报名方式：下载掌中安徽app或关注市场

星报微信公众号(scxb123)，在评论区留言报

名。我们会从中抽取20位幸运读者，并通过私

信进行联系。

温馨提示：被选中的读者请留下姓名和联

系电话，提前到现场找市场星报社工作人员领

取入场券。

于平将做客大湖之约
周日，星报邀您听讲座

星报讯（记者吴笑文）星报艺术团自上周开

始招募以来，一直有爱好文艺，喜爱表演的读者前

来报名和咨询。看剧听戏、约会名家、登台表演

……有才艺你就秀出来。星报艺术团招募，继续。

星报艺术团是由市场星报社发起成立的，

面向社会及学校、培训机构招募具有艺术特长

或热爱艺术的市民，共同组织建立的自愿举

办、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公益组织。开展

文艺活动、交流、演出的群众性艺术团体。

艺术团开设有青少年团和中老年团，每个

团分声乐组、器乐组、表演组、舞蹈组四个组别。

为让更多市民享受到“家门口的文化”，星报

艺术团将会带不同年龄层的团员们走进剧场，感

受舞台剧、音乐会的独特魅力；走到幕后，了解艺

术家们不为人知的创作体验；走入文艺大讲堂，

聆听名家讲座，领略大师风采；走进影院，第一时

间品鉴精彩绝伦的各类大片；还有让人心动的明

星见面会，与仰慕已久的偶像近距离互动；身随

心动的采风旅游……

值得一提的是，星报艺术团还将会为团员们

提供一个给自己表演展示的平台，不定期开展形

式多样的文艺节目展演，艺术团顾问们也将不定

期对团员们进行艺术指导。

欢迎广大的青少年读者和中老年朋友踊跃

报名加入我们的星报艺术团,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报名时间有限，感兴趣的读者可加入读者

QQ 群 (90930070)或直接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62620110 了解相关信息。 也可将报名资料以

邮件形式发送到scxbyst@163.com，留下联系方

式，方便星报工作人员联系。

星报艺术团招募，继续

安徽辞赋第一人徐子芳谈创作：

敢于创新才有生命力

□ 名家谈旅行

你是否计划好了一次长途旅行？你真的了解旅行
的意义吗？不如跟随着我们的栏目看看文学名家们是
如何谈论旅行的。或许，看完文章后对于旅行你会有
不同的感悟。 □吴笑文/整理

“讲好中国故事”是当代中国作家不忘的
初心和承担的使命。《风雨看芳华》是著名作家
徐子芳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束“芳华”。
它以历史作观照，以现实为聚焦，书写了一代
人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不日将由安
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安徽文学艺术院原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安徽省散文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华辞赋》
杂志特约编委徐子芳表示，生活是创作的根
基，写作中，最忌小气、俗气，要敢于承负“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使命。

记者 吴笑文/文 高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