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沙龙第二十三期 诗歌与生命的关系 

 
2018 年 10 月 27 日下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二十三期院友沙龙在学院二楼咖啡

厅成功举办。来自《求是》杂志社、《环球时报》、《中国文化报》、北京市社会工委、北京

外国语大学等 20 多位院友参加了本期沙龙。秋日午后，校园里道路旁的树木落叶簌簌，

为当日的活动增添了几分诗意。 
本期沙龙邀请到两位主讲人，第一位周庆荣院友，笔名老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

们-北土城散文诗群”主要发起人，《星星·散文诗》名誉主编，《诗潮》编委。第二位王钦刚

院友， 2001 年起在证券公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业余从事诗歌写作。译有«飞鸟集»（泰

戈尔著，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 年）和«流萤集»（泰戈尔著，四川文艺出版社即出）。 

中国文化报周刊中心主任，青年评论家杨晓华院友担任本期沙龙的主持人。 

 

两位主讲人首先同大家分享了自己与诗歌的一些故事。周庆荣院友首先从诗歌的作用

出发，论述诗歌与生命的关系。在他看来，诗歌是形而上的。人的情绪以多种方式表达，

物质的承诺和物质性目的的实现，并不能让人感到安慰，所以诗歌很有用。每个人的生命

都有唯一性和独特性，这种特性被点燃的时候，就会成为我们的担当、我们的思想去影响

别人。人需要创造的时候，要找到一种路径，将自己从生活里面拔出来。让自己尽量不倒



下，不倒下需要内心的坚定，这是诗歌能帮助我们实现的。杜撰的尊严也是一种尊严，能

让人感到自己依然有未来。 

 
谈及诗歌与自己的关系，周庆荣戏称诗歌于他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不务正业”。他认

为，诗是人写的，无论内容是什么，都一定和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诗歌是关乎人的生命

的。卡夫卡讲：“人不是从下向上生长，而是从里向外生长。”人的成熟，人性的丰满，是

要学会外生长，学会兼容，学会一只手握另一只手。这样言自由，言芸芸众生，不是悲

悯，而是平等地握手，相互支撑，写好人这个字。他时常回归自然，在另一种生活形态中

去思索。近年来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对“理想、远方、温度”这六个字有了更多的思考。

最后他呼吁：为了让自己不再渺小下去，要从现在开始读诗。 
另一位主讲人王钦刚院友，则是从自己的诗歌创作和研究经历出发，分享了他关于诗

歌与生命的关系的看法。王钦刚院友以诗歌爱好者自居，但这种爱好已经贯穿了人生的三

十多年。从青春时期创作的开始，到事业期的无奈放下，他对于诗歌的回归是在不惑之年

完成的。在他看来，人到中年会面临很多苦闷，要消解这种苦闷，诗歌是一种很好的方

式。讲至兴起，他与大家分享起了他翻译《飞鸟集》时候的故事，并现场对几个不同的译

本进行了比对和说明。回顾起翻译新版本的那段时间，工作之余日复一日的坚持，周围亲

友们的鼓励，在他看来那是一段非常宝贵的记忆。 



 

除了翻译诗集，王钦刚院友对苏东坡和泰戈尔两位诗人的研究颇深。他在现场与大家

分享了他对于两位诗人的看法，尤其是对一些具体诗篇的理解，言语间无不展示出他对于

诗歌深沉的热爱与严谨的治学态度。 

 



在交流环节中，几位院友就诗歌作为文学样式的传承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院友

指出，对于诗歌的传承，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体现。中国人要回到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来，不

能东张西望，进退失据。要发掘诗歌中的底蕴和价值，一步一步开始做，总能慢慢带动文

化的回归。人的生命就是诗歌，如果生命中能把诗歌和生活结合起来，那就会非常美。还

有几位院友讲述了自己的生活与诗歌的关系，深情表示有一些诗人、一些诗歌，在漫长的

岁月积淀过后，成为了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了自己人生的信仰。这

是诗歌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一种体现，也是本期沙龙分享交流的主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