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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诗人与表演者、观众的互动
成了龙门诗会的常态，它也为学生和诗
人的交流搭建了平台。

2016年9月，第三届龙门诗会的
举办恰逢洛阳师院建校100周年。这
一年，龙门诗会发生了变化。新闻与传
播学院院长王建国说：“虽然朗诵的诗
歌还是以现代诗为主，但诗会融入了洛
阳元素。”

校长梁留科为此次诗会发表祝词
时说：“大学是国家的精神高地，是文
化传承与创新的战略资源，高校对地
方的服务不只在于助力经济的腾飞，

也要搭建文化传承的桥梁。”
洛阳这片沃土给予洛阳师院无

尽的文化宝藏，如今，该校开设了国
学班、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等来
传承与弘扬河洛文化，现又将龙门
诗会打造成学校的名片，就是希望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向更广阔的
天地。

这场诗会以学生朗诵余光中创作
的长诗《卢舍那》开场，参演的学生都有
当东道主的自豪感，他们第一次以诗歌
的形式，向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位著
名诗人和嘉宾展示洛阳之美。

用诗歌讲述
洛阳的千年历史

用诗歌助力洛阳文化建设

一座城市
一场诗会

□记者 何奕儒（本版图片均由被采访者提供）

眼下，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成为潮流，各地
的诗会层出不穷，洛阳师
院主办的龙门诗会虽然

“年轻”，但活力十足。它
的创办和一位享誉海内
外的诗人有关，他就是余
光中。

2014 年端午节前
夕，“寻根中原余光中诗
歌文化河南行”在河南启
动，余光中、绿蒂、汪国真
等著名诗人、学者来到洛
阳，以诗歌为载体，感受
中原文化。

端午节当日，86岁的
余光中游览了龙门石
窟。仰望静穆千年的卢
舍那大佛，他说：“我很羡
慕洛阳人民，他们生活在
历史和传说之中。我希
望今后再来龙门，看看武
则天的笑容。”

与此同时，由洛阳师
院 和 洛 阳 新 闻 广 播
FM88.1、洛阳诗词研究
会主办的“寻根中原·龙
门诗会”已准备就绪，静
候这几位重量级诗人的
光临。

龙门、诗人、诗会，绝
妙的搭配。诗会取名龙
门诗会，是因为龙门是洛
阳文化的代表，也是余光
中一行不惜赞美之词描
绘的地方。

虽然有余光中、汪国
真等著名诗人参与，这场

“星光璀璨”的诗会却没
有宏大的场面，简单的布
景，亲切的交谈，一切犹
如茶话会般温馨。

“学生们朗诵了余光
中等诗人的代表作，诗人
们则和我市文化界人士
畅谈古今诗词，气氛很
好。”洛阳师院校长梁留
科回忆。

这场诗会便是龙门
诗会的开端，它好似一把
钥匙，为洛阳文化的传播
打开了一扇门。

余光中离开了洛阳，但他与龙门的
故事没有结束。

2015年4月，余光中新创作的长
诗《卢舍那》被传诵一时。全诗共127
行1300余字，辞藻华丽，文采飞扬，是
他创作生涯中少见的一首长诗。

《卢舍那》是写给龙门石窟的，更是
写给洛阳的。

趁着这股热潮，同年6月，第二届
龙门诗会在洛阳师院新校区月明湖畔
举行，舞台设在石桥上，有灯光、配乐、
观众席，龙门诗会有了规模。

洛阳师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是这场
诗会的主力军，学院师生负责编排、导
演、表演。

看一看嘉宾名单：台湾著名诗人郑
愁予、绿蒂，香港诗人吴美筠，澳门诗人
姚风……都是重量级诗人。“朗诵什么
诗，以什么样的朗诵形式呈现……”该

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系主任孙志隆
说，这是龙门诗会首次在学校公开演
出，他们必须超水平发挥，因此压力
山大。

最终，学院老师选出十余首到场诗
人的代表作，作为当晚的朗诵作品。令
孙志隆欣喜的是，学生们悟性高，大家
配合得很默契，这场诗会出人意料地
完美。郑愁予听完学生朗诵他的代表
作《错误》后走上舞台，现场讲起诗歌
意境的运用。40多分钟的时间，他讲
得投入，学生们听得入迷。在这堂诗
歌课上，郑愁予只把自己当成普通诗
人，他为学生爱诗而高兴，愿意分享自
己的诗歌感悟。

在老师与学生看来，这是诗会的最
高境界，不局限于你读我听，而是全员
参与诗歌的品读，从交流中汲取难得的
经验。

龙门、诗人、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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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来，龙门诗会一直在变，推陈出
新，紧跟时代。当前，洛阳正大力发展旅
游文化产业，全力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
城。今年，龙门诗会也借着这股东风，取
名为“旅行中的诗意——中国·洛阳第四
届龙门诗会暨旅游诗词大会”，助力洛阳
文化建设与旅游发展。

的确，这是一场诗词大会！大，不仅
是舞台的空间与参演人数为历届之最，
它还为观众构建起历史时空，诗会从朗
诵《诗经》首篇《关雎》开始，到齐诵赞美
洛阳的现代诗结束，用诗歌讲述洛阳的
千年历史。

今年10月26日举办的第四届龙门
诗会，是以洛阳旅游诗词为主题的诗会。

早在5月，王建国就带领学院师生
筹备龙门诗会。如何让观众通过诗歌
领略洛阳山水之美，孙志隆有一个创
意：“我想把龙门石窟、白马寺等景区里
的楹联整理出来，以学生朗诵楹联的方
式展现洛阳风光。”

乍一看，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我
们先到白马寺记录楹联，回来后试着让
学生朗诵，但效果不好。”孙志隆说，“我
还想过让学生扮演邵雍和司马光对诗，
试演效果也不理想。”

最后，王建国给出建议，学校的学生
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就“本色出演”，扮演
成来洛阳旅游的游客，参观颇负盛名的
洛阳八大景，每到一处，大家就朗诵描写
此处的古诗。

此次诗会分为“风雅河洛”“问道河
洛”“诗赋洛阳”等五个篇章。当一群背
着背包、朝气蓬勃的学生出现在舞台
上，以诵读古诗的方式“游览”洛阳八大
景时，厚重的历史便以亲和的姿态走入
观众心中。

这些年，因为龙门诗会，诗歌和传统
文化以学生和老师喜闻乐见的形式走进
了校园。

2016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
生冯纪衡参与了今年龙门诗会的朗诵，
他说：“诗会为我们提供舞台，也督促我
们学习诗歌。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自全国
各地，我们通过观看诗会了解洛阳文化，
走出校门，我们就是洛阳文化的使者。”

虽然龙门诗会告一段落，但诗会在
洛阳师院余温尚存，孙志隆和学生有时
会畅想明年的诗会该如何办，他们相信，
第五届龙门诗会将以更新颖的方式讲述
洛阳故事。

10月26日，洛阳
师范学院举办了一
场 别 开 生 面 的 诗
会。诗会有一个接
地气的名字——龙
门诗会，它已连续举
办四届。

和《中国诗词大
会》节 目 带 来 的 影
响一样，龙门诗会也
在洛阳师院掀起学
诗、写诗的热潮，它
以诗会的方式讲述洛
阳故事，助力洛阳旅
游文化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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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诗人余光中 著名诗人郑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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