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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诗教论坛：专家学者共话诗歌在当代的教化功能

论坛主旨发言现场 主办方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胡子轩）中国是诗之国度，诗教始于《诗经》之教，延生于上古的“乐教”，是中

国文化传统中一种特有的教化民众的方式。2021年5月15日，国际儒联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主办的“溯源风雅

再启弦歌2021诗教论坛”在京举行，来自儒学、诗学及吟诵领域的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共同探讨诗歌在当代

的教化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国际儒联副会长兼任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主任张践认为，诗教为儒学重要

传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教与礼教、乐

教并立，既是儒学的文教传统，也是个人的修养要径，具备了承载涵育礼教与乐教的功能。诗教与礼教、乐教共

同成为 “六经”“六艺”的纲要，化民成俗，育才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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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国际儒联副会长兼任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主任张践发言 主办方供图

　　张践表示，由于种种原因，诗教的传统已然淡漠，人们对诗的认知与研究也基本限于文学领域，尚不足以深

刻充分的认知诗歌及其功能，更难谈到“诗教”。在今天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提倡并推行诗

教，非常重要，也非常紧迫。这也是举办2021诗教论坛的初衷，深入研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教育传播普及工作，期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贡献

合力。

　　山西大学国学院院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毓庆认为，从乐教到“诗礼乐合一”到诗教，这是一个发

展过程。乐教之主要形态是“舞”，“诗礼合一”之主要表演形态是“歌”，诗脱离乐而独立，主要表演形态是

“赋”（诵）。诗教确立自《诗经》始，《诗大序》可称作诗教之宣言书，其所倡明的诗之情感表达、道德原

则、艺术追求、认识视角等准则，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六经”当中《诗经》为先，六艺

当中，也离不开诗。在他看来，《诗经》承载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意识，及其感化人心、化民易俗的功能，直接影

响了中国文化底色的形成，在构建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厦中都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此外，《诗序》以《诗经》为

依据，就诗之情志表达、诗之道德原则、诗之艺术追求、诗之认识价值等，做出指导性论述，对后世诗歌创作产

生了巨大影响。

腾讯研究院资深专家、北京市明德书院院长、国际儒联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张顺平主持 主办方供图



　　诗最初与歌舞是合而为一的，都是人类情感的表达方式。然而，这种载歌载舞的诗所表达的还不仅仅是情

感。如果说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表达这种认知的中介，那么，诗歌则是先民们对这种认知与表达的最初尝试。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晏对“《诗》言志”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诗》言志”的“志”

字包括情感与意义，可谓“一体二元”。“《诗》言志”即指作《诗》言志，又指用《诗》言志，还可包括“以

意逆志”的释《诗》言志。作《诗》之志重情义，用《诗》之志重意味，释《诗》之志重意义。当代意义理论强

调，意义是人在社会实践和交往中以语言为载体所传达的观念、情感和意愿，其把情感元素纳入意义的范围之

中。而“《诗》言志”的“志”与当代把情感涵盖其中的“意义”定义恰相对应。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马银琴认为，诗教的最高境界是“温柔敦厚而不愚”。“温柔敦厚而不愚”的追求，实

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文化內涵：一方面，“依违讽谏”的文化传统造就了《诗》温柔敦厚、平和內敛的精神风

格，“发乎情，止乎礼义”，情感的抒发始终在礼义的有效节制之下，不容易出现极端化的情绪表达，由此形成

了中国文化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抒情机制与审美风尚。另一方面，“不愚”的要求又使人能够在温

柔敦厚的追求中不放弃对基本原则的坚守，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过程中察微知著、明辨是非。因此，只有真正

领悟《诗》之讽谏精神的人，才能够在秉持温柔敦厚之旨时明辨是非、坚持原则，成就“不愚”的理想境界。

论坛主旨发言现场 主办方供图

　　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会长王晨表示，诗教对人的启蒙教育、文化底蕴熏陶、审美造诣形成等诸多方面都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目前，大中小学校是诗教氛围最集中的地方，重视诗教文化的建设，陶冶性情，传承中华文化，达

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奉真对当代“诗教”重构的路径给出建议：诗教传统的价值在于诗歌对人格的培

养，在于诗歌对家国情怀的培育上。将古代经典诗歌与现代精品新诗包括优秀的外国诗歌引入民众生活，纳入当

代的诗教范畴，探讨有效的诗教路径，教化民众，提高国民的素质，是诗歌的使命，也是我们的时代责任。我们

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继承“思无邪”“温柔敦厚”等优秀传统诗教精神，着重突出诗歌的审美

价值，不仅将“诗教”确定为大中小学教育的内容，还要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倡导全社会举办各种诗歌活

动，进入当代生活，构建当代的诗教文化。

　　据悉，本次论坛除主旨发言外，还设有“诗教探源、诗学阐微、现代诗教、再启弦歌”四个分论坛，从经

学、诗学、现代与传统，以及声律与音乐等多个角度研讨相关问题。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韩卓吾）

论坛嘉宾合影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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