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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长沙：冯唐论史，北岛谈诗

扫一扫，
分享
美文！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迪
9 月的第一个周末，长沙的读书人无疑是幸福的，因为迎来了两位文

坛大咖：9 月 2 日，冯唐与老友谭伯牛畅聊晚清以及湘军史，纵论曾国藩，
棋逢对手，话甚投机，擦出了不少智慧的火花。9 月 3 日，北岛与读者们
一起寻找诗意的世界，简单一句“大家好，我是北岛”已让读者们十分满足，
甚至觉得他静静地站在那里，什么都不说，就已经十分美好。不为别的，
只因为他是诗人北岛。连续两天，长沙读书人流连于“史”与“诗”之间，
乐而忘返。

冯唐、谭伯牛对谈历史
9月2日，著名作家冯唐与谭伯牛在梅溪书院对谈，畅谈历史、读书、写

作等话题，让现场观众大呼过瘾。两人湖南相见，自然要聊到晚清，聊到湘

军，聊到曾国藩。因为两人都对曾国藩深有研究，冯唐还为谭伯牛的《战天

京》作过序，自己也写过几篇与曾国藩有关的文章。谭伯牛更是在现场说：“我

熟悉曾国藩胜过熟悉我老婆。”

说到湘军，绕不开的曾国藩

冯唐：曾国藩贡献比孔子大
“曾国藩在我心中的地位一直很高，如果从儒家的标准来

看，他的贡献比孔子还要大。原因很简单，孔子生活的时代

毕竟太单纯，现在的很多困扰，在孔子的经历里面找不到，

所以你找不到太多精神上的借鉴。《论语》最大的特点是完全

没有逻辑和顺序，另外对现在生活中的很多困扰，包括生活和工

作的关系，遇到自己讨厌的人该怎么办……但是孔子没做到的曾国藩做到了。”

谭伯牛：曾国藩一直有颗文艺的心
“曾国藩是传统中国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很多人认为曾

国藩很笨，但我要告诉大家，他二十八岁成了翰林，那是

当时中国真正的精英。一个人三十岁不到就成了这样的人

物，不可能笨的。曾国藩终其一生都有一颗文艺的心。在

攻打太平天国之前，他一直在北京读书习字，晚年曾遗憾地

对秘书说，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不是因为官越做越大，他会成 为

一位大文豪，天下第一的书法家。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一颗文艺的心，

那么他什么事也做不好。因为这是一种真正的活力的体现。”

冯唐：建议多读史
“所谓必读书和不必读的书，还是看人，要看他自己的

兴趣。你可以把马拉到河边，但不能逼马喝水，他要自己

渴了才会喝。所以别人老问我要看什么书，我说看你喜欢

看的书，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要读中国书，经史子集里我个

人建议是多读史。中国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本朝修前朝的历史，

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它的可信度远远高于其他几种类型的书。”

读书与写作

谭伯牛：我以看热闹的方式写作

“我是一个喜欢看热闹的人，在写历史方面的书籍时也

是一样的。开始会听听别人的意见，但是感觉没讲清楚，

那么我就自己来。这个过程需要看很多书，慢慢的你就会

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观点。这个时候，你就慢慢把事情弄清楚，

然后写下来，给感兴趣的读者看。因为是看热闹，所以写的时

候尽量要围绕一定的主题、要有条理，方便大家阅读。我对故事中的人很

感兴趣，所以我写作主要以人为主，我认为没有人就没有史。”

北岛带你看见诗意世界
“在我和世界之间 / 你是海湾，是

帆 / 是缆绳忠实的两端 / 你是喷泉，是

风 / 是童年清脆的呼喊。”北岛来了！9

月3日，长沙梅溪书院响起了“童年清

脆的呼喊”，3 位小朋友用稚嫩的童音

朗读了北岛的《一束》。当童年与诗歌

联系到一起，总能让人发现世间更多

的美好。

“没想到，我真的成为爷爷了。”当

小朋友们向北岛送上礼物，并叫他“北

岛爷爷”时，他风趣地说。68 岁的北

岛穿着一件浅色西装，头发乌黑，身材

丝毫没有走样，声音温暖而有力量，所

以他说自己的心理年龄至今依然是 18

岁，没有人觉得荒唐。相由心生，通过

他的状态，可以看出他内心的笃定以

及阳光。

当日的主 题是“看见诗意的世

界——《给孩子的诗》北岛读者见面会”，

现场除了所有座位爆满外，还站了许多

观众。小朋友来了，大朋友也来了。那么，

北岛当天到底向小朋友们展现了一个怎

么样的诗意世界呢？

谈亲子关系
“为什么有的18 岁的年轻人开始早衰，而有的 90 岁的老人却永远年轻？所谓

精神的内核是童心的秘密，我编选的《给孩子的诗》这本书，坦率的说，和我的

儿子兜兜有关。这是偶然，也是必然，或者说是偶然中的必然。每个孩子都有自

己的成长过程，我作为父亲，不可能为他引路，也不可能拦路，更不可能追上他。

这个分享会的主题是‘诗意的世界’，如果说我真要为我的孩子留下遗产，那就是

诗歌。在艰难的人生之路上，他或许会被诗歌之光照亮，让他醒来。我希望我

们每个孩子都是幸运的。”

谈网络时代
“我每天都看微信上的各种消息，早上看，晚上看，睡觉之前也要看。我觉得

如今是这样一个时代，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要和他们有一种抗衡的关系。比如说，

纸媒仍然要存在。如果没有纸媒，这个时代就完全被摧毁，这是非常危险的。”

谈编书过程
“为什么我们要编《给孩子的诗》，有一定的偶然性。我的儿子 6岁时，因为在

香港的一次普通话朗诵比赛上被要求读的诗水平太差，叫《假如我是一支粉笔》。

我就想，能不能自己编一本书。大概五年前，我因为中风停止了写作，所以我就开始

编这本书，编书花了两三年时间，我也请了助手帮忙，并且查阅了各种资料。”

谈选诗标准
“我编这本书的时候，有人说为什么选了101首，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其中三

分之二是外国诗，三分之一是中国诗。我们在不断有经典诞生的背景下，要找到新

的选本。比如中国诗的选择中，以往认为比较重要的胡适、徐志摩、艾青等，我

们这次没有收录。我建立的是一个新的传统。比如唐诗有上万首，但只选了300

首，这是一个经典的过程。我的选本中，只选了101首，我自己其实也不够满意，

我希望重新再调整，但整体来说，我已经下功夫了。”

谈诗歌创作
“首先我觉得，有一些读者都有这种情怀和愿望，想去创作诗歌，这一点非常

好。如今是网络时代，传播速度非常快，可以写完马上把诗发出去。这是它的优点，

但同时也有问题。诗人分为业余诗人和专业诗人，专业诗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

我是 19岁开始写的，现在已经68 岁，写了快五十年。很多同学认为写作就是按回

车键，有人 20 分钟就可以写出来了。你们知道，我写一首诗差不多要半年到一年，

至少修改几十遍。所以写作和语言的锤炼有很大的关系，并不是随意就可以变成诗。”

谈小朋友如何学习诗歌
“学习诗歌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有时是一生的过程。所以，我建议要好

好读各种各样的、各种语言的诗歌，如果能读原文当然最好。我们正在编一套

多语种的口袋书。你可以把它放到口袋里随时拿出来看，它可以有两种甚至三种

语言，阅读体验非常好。”

摄影：林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