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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電 2016年武漢詩歌節日前舉辦「中國新詩與世
界圓桌會議」專場活動，北島、梅丹理等中外詩人、翻譯
家、評論家，就中國詩歌百年發展進程及中國詩歌與世界
的交流等議題展開討論。
中國新詩誕生至今，已有近百年歷史。然而，相較於中
國古典詩詞在海外知名度，中國新詩在世界詩壇影響力依
然有限。《詩刊》副主編李少君認為，古典詩詞是中國優
秀傳統文化，而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的精髓部分並非以詩歌

形式呈現。在他看來，詩人個人創作的力量不可小覷，中
國新詩想要達到古典詩歌的巔峰，既要保留傳統，又要建
立具有普遍社會價值的思想觀念。美國詩人、漢學家梅丹
理，是中國各大詩歌節上的常客，其將大批中國詩歌翻譯
成英文，帶入西方主流文化。「這是一個需要個性聲音的
時代。」梅丹理認為，最成功的個性聲音應繼承傳統文化
遺產，呈現出現代知識，同時保持理性不偏激。
中國詩歌在西方世界的翻譯與傳播歷史悠久，但偏重於

古典詩歌，有關新詩的翻譯介紹起步晚，影響也相對較
弱。從事中文詩歌翻譯的新加坡詩人蔡家梁直言，中國有
很多好的文學著作，但在翻譯上仍有欠缺，這也從客觀上
造成華文詩在國際社會不如英文詩受歡迎的局面。詩人北
島認為，中國新詩與國際詩歌的溝通離不開詩人與譯者的
合作，這種跨越語言邊界的創作需要推動力。日本詩人竹
內新認為，譯者的責任是讓讀者與原作產生共鳴，優秀的
翻譯可以擴大詩歌的傳播範圍。

優秀翻譯助中國詩歌「走出去」

■河南首屆匠人部落創意文化節現場。 劉蕊攝
■劉福喜在文化節現場。

劉蕊攝

由「綠皮車與木吉他」舉辦的「首屆匠人部落創意
文化節」在鄭州舉辦，現場有多位本地的年輕匠

人展示他們的生活與手作。有帶着手套在金屬上雕刻
肖像的，有讓各種繩子在手上跳舞的，一支舞畢，一
個漂亮的手環就做成了，有在牛皮上敲敲打打、剪剪
縫縫做錢包的，有用乾花做手機殼的，也有在觀眾胳
膊上「畫畫」的……每個人都專注自己手裡的東西。
主辦方負責人告訴記者，過去一年裡，團隊的小夥伴
們流連忘返於鄭州的大街小巷，只為尋找專屬於這座
城市的創意文化之美。「我們遇到了許多獨具匠心的
原創藝人，他們中有心靈手巧的手工匠人，有追求音
樂夢想的音樂人，也有沉浸於各類藝術的創作人，他
們在平凡的生活裡打磨着不平凡的夢。」「這些原創
匠人豐富了鄭州這座城市的創意文化，也是人們分享
生活的一種美好方式，從這裡發現一座城市的態度和
質感，給生活在這裡的人一個愛上鄭州的理由。」
「生活中的美無處不在，關鍵是，我們要有一顆富
含創意的心，要有一雙善於發現的眼。」幾乎每一位
接受記者採訪的手工藝人都會這樣告訴記者，對他們
而言，生活絕對不是眼前的苟且，創意與手作也不是

廉價的交易品，而是一種對生活熱愛的表達。

文化節助碰撞新思路
擅長手雕皮具的程智慧是因為母親的一個願望而走

進皮具世界的。她說，2000年時，媽媽想要一個皮具
的手工包，當時在鄭州很少有賣，而做布藝的她便琢
磨自己做，於是四處搜集材料、工具，「16年前不像
現在資源這麼豐富，那時候找來工具還不知道怎麼
用，都是自己琢磨。可是一做起來，我便喜歡上了做
皮具。」原色的牛皮看起來乾淨清新、劃線、量孔、
打孔、穿線、縫合……程智慧說，哪怕只是個小錢
夾，她也需要打磨三天的時間。「沒有親自動手做過
的人，大概永遠也體會不到手工作品的難度和趣味
性。」程智慧說，她現在越來越喜歡鄭州這種創意氛
圍了，以前「單打獨鬥」，沒有人可以交流。現在大
家可以聚在一起，說不定還能碰撞出新的思路和想
法。
文化節結束後，做金屬浮雕的劉福喜帶記者去了他

自己的工作室。鄭州已經進入了「高溫桑拿」模式，
但劉福喜的工作室更熱。液化氣噴槍溫度要高達1,300

度，才能使銅變軟融化。
一個人要有一顆多麼熱愛
的心，才能在36、7度的
高溫裡做這樣一件事兒？
劉福喜說，他的一天是從
叮叮、當當、砰砰開始
的。汗珠一滴滴落下來，
他卻樂此不疲。
銅鏨刻（又叫銅雕刻、

鐫刻、鏤刻）是我國流傳
甚早的傳統手工技藝，始
源於夏商興盛於大唐，距
今已有近 3,000 多年歷
史。它的工藝工序較為繁
瑣，要求匠人有較高的藝
術天賦和精湛過人的技藝
水平，且心、手、力均還需通融配合。一件作品要從
設計、描圖、展板、初刻、鍛打、製膠、上膠、鏨
花、鐫花、打珠點、下膠、退火、鏨邊、成型、焊
接、精磨、細磨、壓光、整平、酸洗、表面處理等多

道工序「千錘百煉」中誕
生。每件工藝品幾乎都要
經過若干次的鍛打、鏨
刻、淬燒再鍛打、鏨刻、
淬燒這樣的反覆過程才能
達到預期效果。劉福喜最
喜歡做肖像，有細緻嚴謹
到根根髮鬚都栩栩如生的
人物雕像，有取材於豐富
古典文化莊嚴奇巧的神話
神像，也有紋樣清新活
潑、質樸細膩來源於生活
中的新奇小玩意兒。
劉福喜說，他的靈感很

多來源於生活。喝完飲料
的易拉罐都被當成了廢

品，在他手裡就變成了雕刻用的原料。他甚至用三個
易拉罐，拼雕成了一條龍。「因為熱愛，才會有奇跡
發生啊！」劉福喜說，他願意就這樣慢慢「雕刻」自
己的時光。

匠人薈萃匠人薈萃 匠心獨運匠心獨運
打磨創意鄭州打磨創意鄭州

城市都是匆忙而又喧囂的，各種信息與聲音將人們的空間

與時間填塞得滿滿當當。中部城市鄭州也不例外，外地人會

說，鄭州太擁擠了，鄭州的歷史無處觸摸；本地人也會因為

「鄭州、鄭州，天天挖溝」，建高架、修地鐵、起高樓……

而抱怨鄭州失去了生活的詩意。還好，在河南首屆匠人部落

創意文化節上，記者遇到一批有溫度有故事的匠人，他們願

意靜靜地花很多時間在一件小物件上，或許是一個浮雕，或

許是一個手鏈，或許是一個錢包，這都讓記者切切實實感受

到了鄭州的時間與空間質感，在這個城市，時間也可以美而

緩慢，物件也可以精緻而溫暖。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河南鄭州報道

七年的珠寶設計生涯，終究抵不
過一塊木頭的誘惑。2014年，劉乙
秀辭去了他維生的工作，自己弄了
間工作室，開始任性地做自己想做
的事情，並將工作室取名為「意
木」。他將滿腔的創意傾注於刀尖
上的舞蹈，以木做物，重拾古老的
手工技藝，專注器物之美，他不是
在選擇時尚的對立面，而是站在了
時間的一邊。他也希望鄭州這座城
市不要站在時尚的對立面，而要站
在時間的一邊。
劉乙秀告訴記者，最初，他只是

做些木製的動物戒指自己玩樂，做
得多了，就開始送給身邊的人。因
為朋友們的喜愛和口碑相傳，找乙
秀訂製木藝飾品的人已不在少數。
這時候乙秀腦海中蹦出了一個念
頭：既然自己那麼喜歡木頭與手
作，若將愛好變為職業也不是不可

行。思來想去，便沒有通知任何
人，毅然辭職。據說老丈人至今還
蒙在鼓裡。
身為匠人，乙秀的作品都有一個

故事。他說，妻子體諒他對木器手
作的追求，自願與他一起隱瞞辭職
的事情。相隔兩地的人不能每天見
面，自己又不善言辭，乙秀一直在
思考如何用自己喜愛的事情，向自
己最愛的人表達愛意。他知道妻子
喜歡馬蹄蓮，就想將這寓意為「永
恒」的花朵與自己喜歡的木頭結合
在一起，乙秀開始翻閱書籍，不斷
嘗試，發現木頭不僅能做飾品，製
作生活美物也是非常合適。歷時一
個月、從木頭中雕刻的勺子誕生
了。這是乙秀送給妻子2016年的第
一份禮物，勺把上精緻的馬蹄蓮，
不僅代表了兩人永恒的愛情，更讓
妻子把愛握在了手裡。

愛編織的女孩輕輕給記者
看她最喜歡的編織物——白
蓮。白蓮是個實用的流蘇車
掛，它的花瓣一片片盛開，
鑲着金邊，銀絲箍着瑪瑙，
軟軟的纖維流蘇，摸起來超
順超軟。「一片一片的花瓣
編好串起來，得好長時間
吧。」「對啊，工序倒不是
特別複雜，就是耗時間，得
有耐心。有時候趕一個東
西，一做就是一天一下午，
十幾個小時也是正常的。一
兩個還可以，長時間下來就
不是每個人都能持續做的，
如果不是真心喜歡的話。」
輕輕說，這些有意思的繩
編，看似輕巧一個，細看這
些精編的花紋，卻不盡相
同，的確是花了許多精巧的

心思在裡面。
有雀頭結、金剛結、平

結、蛇結……輕輕挨個兒給
我介紹，這個是斜卷結，這
個是盤扣。有創意的繩藝編
織手作人，精通了基本的紋
路後，會把自己的創意元素
加在手工作品裡，形成自己
獨特的風格。在輕輕眼裡，
手中的線就不再是一條普普
通通的繩子，而是一個個跳
動的音符，她用靈活的手
指，指揮着哪根繩子在哪個
地方打結、環繞、穿插、走
縫、顏色的拼接、花紋與結
點之間的相撞，每走一步都
在腦海裡形成一條清晰的紋
路，每一個步驟都需要小心
翼翼，這樣一路下去才能編
出心裡最初想要的模型。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
甚蕃」——《愛蓮說》是她
最喜歡的詞句，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漣而不妖，像她做
出的白蓮一樣，她說看一個
城市，不能只看這個城市的
建築和交通，而要看這個城
市的人，看這個城市的小
店。在她的世界裡，鄭州便
是一杯清茶，清雅自然，茶
香裊裊入口回甘。

木頭上的愛情 繩編上的心思

■■北島認為北島認為，，中國新詩與國際詩歌的溝通離不中國新詩與國際詩歌的溝通離不
開詩人與譯者的合作開詩人與譯者的合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輕輕編織的白蓮輕輕編織的白蓮。。

■■劉乙秀劉乙秀

■■劉乙秀的木頭戒指劉乙秀的木頭戒指。。

■劉福喜的作品。 ■河南首屆匠人部落創意文化節吸引不少人到場觀賞。 劉蕊攝

■■河南首屆匠人部落創意文化節全河南首屆匠人部落創意文化節全
體匠人及工作人員合影體匠人及工作人員合影。。 劉蕊劉蕊攝攝

■■程智慧正在縫製皮具程智慧正在縫製皮具。。 劉蕊劉蕊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