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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根藝？選擇和利用自然界中的
樹根、竹根、藤根等各種根材的自然形
態，重天然去雕飾，具有「七分天成三
分人作」，加以藝術處理和工藝處理而形
成的一種藝術形式。老一輩專家們這樣
定名是再恰當不過了。
根生於泥土裡，大地孕育、造化了她

的自然質樸的美。根之靈妙，在於它的
自然形態，似人、似鳳、似花、似果、
似龍、似獸，如作品《齊心協力》、《神
鷹》、《金口御言》、《龍鳳呈祥》等，
完全在於它的自然結構的顯現。唐代張
彥遠指出：「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
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心為病也而
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說明了
自然美是至高無上的美，根的藝術美的
價值在於最大程度去表現自然美。使其
「自然的美，美得自然」。根的藝術是土
生土長的藝術，是人們把根的自然的奧
秘，從泥土裡揭示出來，與天同創，顯
現出來的新的藝術形式；如今又賦予它

新的時代氣息，成為了藝術珍品。它同
雕塑、繪畫、工藝、建築藝術一樣同屬
藝術範疇，是一門奇巧結合、天人合一
的造型藝術，具有自然美、雕琢美及造
型美的多重性和獨特的藝術風格。
根藝的最大特點是突出自然美，七分

天成三分人作，重天然輕雕刻。千百年
來，那些在惡劣環境下生成的奇形怪
狀、腐朽不成材的樹根、樹 ，林業生
產中的廢根、廢料和剩餘物質，以及更
新樹木產生的枯木斷根，恰好是符合根
藝創作特點的上等原材料。只有充分利
用這些廢根、廢料進行創作，變廢為
寶，根藝才有生命力，才有可持續發展
的廣闊前景，正如王朝聞先生所說：
「根藝為什麼可能成為人民樂於觀賞的審
美對象？那就是它具有不是任何雕塑藝
術能夠代替的天然美」。中國根藝美術學
會主席馬駟驥說：「根藝不是木雕，更
不是人工雕琢出來的藝術，而是天然去
雕飾的『天人合一』的天趣藝術品」。隨

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
高，人們的文化藝術生活日益豐富多
彩，回歸自然成為時尚追求，根藝的古
樸自然美，理所當然地受到人們的青睞
和喜愛，滿足了人民群眾多樣化的文化
需求。根藝這門古老的民間藝術的不斷
發展，也成為了群眾和根藝藝術家共同
的藝術。這門藝術事業是歷史上任何時
期都沒有過的。
作為成千上萬個業餘根藝作者中的一

員，隨 時代的發展，在人們生活逐步
追求藝術化、個性化，根藝作品日益受
到社會重視走進千家萬戶的今天，為陶
冶炎黃子孫的思想情操，滿足中華兒女
的精神享受和文化審美需求，周氏熱愛
這門藝術。幾十年來，在根藝創作中，
他注重作品源於自然，又高於自然。以
赤子之心從自然的形態和平凡中創作出
「得自然之美，窮造化之妙」的作品。自
覺遵守「貴在變廢為寶，妙在化腐朽為
神奇」的創作原則，是一件件大自然中

經過漫長歲月，風、雨、雷、電，蟲、
禽、獸啃蝕所留下來的枯木斷根，經過
選擇、加工，創作成為神奇的藝術品，
一躍登上了大雅之堂。一件好的作品一
經完成就有了靈氣，細細品味餘味無
窮。因為根藝作品具有獨一無二、有不
可仿造的特性、自然古樸，以及天然與
人工完美結合的特效。根藝作品不但在
豐富人們的生活，並在滿足人民的需
求、陶冶人民的情操方面發揮了積極的
作用，而且還在促進林區、山區經濟結
構調整，加快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
建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相信，我國的
根藝事業，在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的扶
持保護下，在中國根藝美術學會的領導
下，在學會主席馬駟驥等一批學術帶頭
人的帶領下，共同努力，一定會健康發
展，更上一層樓。使這一文化瑰寶永遠
為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和繁榮昌盛展現
魅力，綻放異彩。

與天同創 天人合一 藝術奇根 奇在天然
—周洪光淺談根的藝術在於天然形態

作為當代舊體詩詞的領軍人物以及資深文藝評論
家，鄭伯農日前在北京寓所接受本報專訪，對近百年
來中華詩詞從冷落到復興的歷史娓娓道來。他介紹
說，近代以來，隨 西風東漸和新文學的崛起，一些
人對舊體詩詞採取排斥的態度，同時「五四」新文化
運動產生了白話詩，面目一新，一些先驅者不分精華
糟粕，對古典文化全盤否定，把古詩詞與八股文等量
齊觀，欲一筆抹殺。

傳統詩詞結合宏大時代背景
雖然在「五四」時代受到了較大的衝擊，植根於深

厚中華文化沃土的傳統詩詞卻沒有因這種衝擊銷聲匿
跡，並依然得到當時很多名流的推崇。魯迅、郭沫
若、胡適、郁達夫、茅盾、田漢、老舍等都是格律詩
詞的高手，創作出許多精妙的詩章，毛澤東的古詩詞
更是馳名中外。現代以來，毛澤東詩詞的發表和傳
播，特別是1976年的天安門詩歌運動的爆發，展示了
傳統詩體的強大生命力，證明了傳統詩體也能表現革
命，表現當代生活，表現時代精神，並且能表現得很
深刻。尤其是粉碎「四人幫」之後，發展和繁榮舊體
詩詞，已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各地紛紛成立詩
社，創辦詩刊。 提筆賦詩者，不僅有熟諳國學的文
化人，工廠、農村、國家機關、軍隊、校園等領域都
湧現出數量可觀的詩詞愛好者和寫作者。
鄭伯農說，成立於1987年的中華詩詞學會，正成長

於詩詞命運大轉折時期。學會剛一誕生，就面臨 這
樣的問題：怎樣對具有廣泛群眾性的詩詞創作進行引
導？怎樣把波瀾壯闊的詩詞潮流和宏大的時代背景結
合起來？幾任會長都對此作出了積極地探索。
他介紹，到去年年底，中華詩詞學會共有一萬九千

多名會員，加上省市縣的會員，總人數達百萬之眾。
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包括港澳，除了西藏外，都成立
了自己的詩詞學會。中華詩詞學會的機關刊物《中華

詩詞》，每期發行量近兩萬五千份，是內地
全國發行量最大的詩歌刊物（含新詩刊
物）。據統計，網上發表詩詞，其作者量、
作品量、讀者量都不小於新詩，詩詞的質
量也在穩步提高，出現了不少很有實力的
作者和頗具魅力的作品。從創作者看，除
了老教師、老幹部外，農民、工人、學
生、企業家等社會群體中都有不少舊體詩
詞的愛好者與創作者，可見舊體詩詞的喜
好者眾。總的來看，無論是創作人數還是
作品數量，都是空前的，舊體詩詞創作正在從復甦走
向復興。
他說，當今社會，伴隨 高科技的發展，文藝載體

和傳媒的面貌日新月異。舊體詩詞已經不可能像先
秦、像盛唐時期那樣，成為文壇唯一的領銜主演者。
但應當承認，百年來新詩一花獨尊的局面已被打破
了，舊體詩詞在復興，其蓬勃發展的勢頭已經有初唐
時期的氣象，而且還會創造新的輝煌，達到新的高
峰。
對於舊體詩詞和新詩的關係，鄭伯農認為，舊體詩

詞有幾千年的歷史，新詩也有近百年的歷史，它們都
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財富，各有自己的長處與不足
之處。我們一貫認為，新詩和舊體詩應當互相補充、
互相學習、互相競賽、同榮並茂。詩歌要「百花齊
放」，就要容納各種不同的詩體。新詩和舊體詩，只
要內容積極、感情真摯、形象鮮明、意境優美，就都
是好詩。

大器晚成 臧克家讚其「可堪造就」
年逾七旬的鄭伯農，從事過音樂教學和文化研究等

多個領域的工作。這位當代詩詞界的翹楚，一直稱寫
詩是其業餘工作，而據其透露，他真正對寫詩上癮，
是受到著名詩人臧克家的鼓勵，而當時他已經56歲。

鄭伯農回憶說，1993年，任
職於中國作協的他帶領中國作
家代表團去越南訪問，當時中
越兩國剛恢復正常邦交關係，
他有感而發，寫了幾首詩。沒
想到，作品受到著名詩人臧克
家的關注，臧克家還特意來
信，稱讚他「可堪造就」，並
鼓勵其在寫文藝評論之餘，也
多寫點詩詞。備受鼓舞的鄭伯

農於是積極開始詩詞創作，「越寫越過癮」。在1997
年2月新春節之際，他還專門寫了一首詩《丁丑春節
呈臧老》，向這位亦師亦友的前輩表達知遇之情：
「又逢舉國慶新春，病榻何期久臥身。一代文章傳浩
氣，百年風雨鑄詩魂。藥當茶水驅寒意，心騖雲天懷
故人。待到冰銷雪化日，再隨臧老覓花神。」

讓傳統文化藝術煥發新生命力
清人趙翼說：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鄭伯農指

出，當代人創作舊體詩詞的一個弊病，是陷入古人的
意境、情感，閒愁很多卻脫離現代生活。一些作品，
通篇都是「剪燭西窗」、「玉箏調柱」、「忍聞更漏」
等陳舊意象而又無真情實感。他認為，只有表現現實
生活、反映當代民生、折射時代精神，才能讓傳統的
文化藝術形式煥發新的生命力。
近年來，鄭伯農創作了很多作品，都是生活隨感。

2008年汶川地震中，四川彭州市女民警蔣敏一家10人
死於災難，但她忍 巨大的悲痛依然奮戰在抗震第一
線，鄭伯農看到相關報道後寫詩讚道：「大愛無邊驚
四海，真情似火漫中華。」（《浣溪沙．烈火中的鳳
凰》）。對於針對當前消費文化影響下拜金主義、享樂
主義思想的蔓延，他又以其鋒利的筆觸，大膽地揭
露、抨擊各種醜惡現象。

他諷刺商品經濟大潮衝擊下文藝界出現的「一切向
錢看」之風：「一自雄雞唱孔方，千家萬戶弄潮忙。
暖風吹得寒儒醉，只把文房當票房。」（《戲為六絕
句》）他諷刺文壇藝苑的作風敗壞：「竊玉偷香床上
功，春情抒罷畫春宮。文章道德今何在？書海狂吹靡
靡風。」（同上）他諷刺某些人利用評委身份搞暗箱
操作：「儒林張榜募賢良，墨客騷人來四方，虎嘯龍
吟誰脫穎？考官乃是狀元郎。」（同上）
鄭伯農不但批判文藝界的歪風邪氣，對社會上的腐

敗現象也毫不留情：「小樓昨夜又接風，公僕輕歌曼
舞酒香中」（《虞美人．有感於公款吃喝》），是對公款
吃喝風的抨擊；「不擲千金非好漢，屈指輸贏過萬」
（《清平樂．有感於賭博風》），是對賭博風的嘲諷。鄭
伯農還放眼世界風雲，面對西方某些大國以「反恐」
之名推行霸權主義的行徑，他寫道：「恐怖元戎抓恐
怖，殺傷魁首查殺傷。」（《夏夜觀天》）
他說，儘管自己並沒有刻意追求「當代性」，但他

活在當代社會，對生活有了感受，就用詩的語言寫出
來。在其看來，明白曉暢、雅俗共賞，這才是詩詞的
高境界。

舊體詩新詩並存有助詩歌繁榮
對於當今詩壇出現了一些寫新詩的詩人轉向用舊體

詩詞作為表現心跡的載體，鄭伯農認為，大家沒有必要
形成互相排斥、你進我退、否定一切的局面。舊體詩新
詩並存的詩歌創作局面，有助於中國詩歌的繁榮。
他說，新詩、舊體詩各自有 優長與不足，兩者在

形式上差異很大，正因如此，它們具有很強的互補
性。寫舊體詩的詩人不能把自己關在詩詞的小天地
裡，應該學習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東西，包括向新詩
學習；新詩界的朋友則要學習格律詩。新詩與格律詩
詞兩種詩體並存，將是21世紀中國詩歌創作的主要態
勢。

鄭伯農小檔案
1937年出生，福建長樂人。

1962年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
歷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幹部、
中國文聯研究室負責人，《文
藝理論與批評》副主編，中國
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文藝報》
總編輯。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
會會長，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
委員，中國國史學會常務理
事，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
委員。
1958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

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評
論集《在文藝論爭中》、《藝海
聽潮》、《青史憑誰定是非》
等；著有詩詞詩論集《贈友
人》、《詩詞與詩論》、《古韻
新風——鄭伯農作品集》、《楹
聯與詩聯》等。曾為中華詩詞
學會代會長，現為中華詩詞學
會駐會名譽會長。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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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中華文藝皇冠上璀璨明珠的舊體詩

詞，因為種種歷史原因，幾乎被冷落了一

個世紀。如今她正從塵封中走出來，重新

綻放光彩。中華詩詞學會名譽會長鄭伯農

說，「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詩壇，舊體

詩詞的主流地位被白話新詩一度替代，而

植根於傳統沃土的古詩詞自有其特殊的生

命力，她沒有消失，更沒有消亡，愛讀的

人依然很多，寫作的人也還在寫。特別是

當前，舊體詩詞正從復甦走向復興，已經

具備了古代初唐時期詩歌勃興的氣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舊體詩重振雄風 現「初唐」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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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伯農與夫人李燕平

■鄭伯農與老詩人臧克家（左）

■鄭伯農與夫人李燕平

■鄭伯農與老詩人臧克家（左）

■鄭伯農與夫人李燕平

■鄭伯農與老詩人臧克家（左）

■鄭伯農與夫人李燕平

■鄭伯農與老詩人臧克家（左）

■鄭伯農與夫人李燕平

■鄭伯農與老詩人臧克家（左）

■鄭伯農與夫人李燕平

■鄭伯農與老詩人臧克家（左）

■鄭伯農與夫人李燕平

■鄭伯農與老詩人臧克家（左）

■鄭伯農與夫人李燕平

■鄭伯農與老詩人臧克家（左）■鄭伯農與老詩人臧克家（左）

■鄭伯農與夫人李燕平

■鄭伯農與老詩人賀敬之（右）

■根雕作品龍鳳呈祥

■根雕作品神鷹

■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鄭伯農（中）與前輩孫軼青（左）、張鍥（右）

鄭農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