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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武汉12月
25日电 (张芹 郭元
芳)为期3天第七届武
汉诗歌节25日上午在
卓尔书店开幕，吉狄
马加、叶延滨、李少
君、唐晓渡、杨克、
欧阳江河、刘醒龙等
近百位诗人、作家、
评论家齐聚武汉，深
情表达对英雄之城武
汉的敬意与祝福。

开 幕 式 现 场 ， 中
国 作 协 《 诗 刊 》 社 主
编 李 少 君 带 来 了 《 诗
刊》1957年的创刊号。
他 说 ， 《 诗 刊 》 与 武
汉 有 着 特 别 的 缘 分 ，
继 在 北 京 外 研 书 店 和
上 海 大 隐 书 局 设 立 专
柜 后 ， 《 诗 刊 》 专 柜

将 落 户 武 汉 卓 尔 书
店 ， 为 当 地 读 者 推 介
更多优秀诗歌作品。

中 国 诗 歌 学 会 会
长 杨 克 表 示 ， 武 汉 诗
歌 文 化 历 史 悠 久 ， 诗
歌 节 持 续 评 选 闻 一 多
诗 歌 奖 ， 弘 扬 以 爱 国
主 义 为 核 心 的 民 族 精
神 ， 期 望 新 一 代 诗 人
承 接 先 贤 的 火 把 ， 创
作 出 不 愧 于 新 时 代 的
昂扬新诗篇。

著 名 诗 人 吉 狄 马
加 认 为 ， 在 全 球 疫 情
背 景 下 ， 诗 歌 变 得 更
为 重 要 ， 它 不 仅 能 拉
近 全 世 界 人 们 心 灵 上
的 联 系 ， 更 能 让 人 在
面 临 困 境 时 汲 取 信 心
和 勇 气 。 吉 狄 马 加 表

示，创办7年的武汉诗
歌 节 已 成 为 建 设 城 市
精 神 生 活 的 重 要 引 领
性 文 化 活 动 ， 同 时 以
独 特 的 人 文 精 神 特 质
在 全 国 产 生 较 大 影 响
力。

卓 尔 书 店 创 始
人 、 《 中 国 诗 歌 》 主
编 阎 志 感 谢 所 有 诗
人 、 作 家 、 评 论 家 对
武 汉 诗 歌 节 的 支 持 。
他 说 ， 每 年 的 诗 歌 节
都 弥 足 珍 贵 ， 而 第 七
届 诗 歌 节 在 雪 花 中 绽
放 ， 因 浓 浓 诗 意 带 来
的 温 暖 ， 必 将 成 为 大
家 最 美 好 的 记 忆 之
一。

据 悉 ， 本 届 武
汉 诗 歌 节 由 《 诗 刊 》

社 、 卓 尔 书 店 、 《 中
国 诗 歌 》 联 合 主 办 。
活 动 期 间 ， 将 开 展 《
诗 刊 》 专 柜 揭 幕 仪
式 、 《 致 青 春 — — “
青春诗会”40年》新书
分 享 会 、 青 春 诗 会 诗

人 手 稿 展 、 第 十 三 届
闻 一 多 诗 歌 奖 评 选 颁
奖 、 诗 人 面 对 面 、 “
致 青 春 • 致 武 汉 ” 诗
漫 江 城 — — 诗 歌 音 乐
会等活动。(完)

  著名哲学家安乐哲：
现在的世界需要中国儒学

中 新 网 客 户 端 北
京12月25日电(记者 
上官云 王世博)24日，
《生生的中国哲学》
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四
海孔子书院举行。该
书作者为世界著名中
西比较哲学家、北京
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
乐哲。

据 介 绍 ， 《 生 生
的 中 国 哲 学 》 由 国 际
儒 学 联 合 会 和 孔 子 研
究 院 联 合 资 助 出 版 ，
属 于 孔 子 研 究 院 安 乐
哲 儒 学 大 家 “ 翻 译 中
国 ” 项 目 系 列 成 果 之
一 。 该 书 由 人 民 出 版
社出版。

本 书 包 含 了 安 乐

哲23篇中西比较哲学学
术 思 想 论 文 ， 是 安 乐
哲 在 中 西 比 较 哲 学 领
域 最 新 开 拓 的 见 证 ，
向 中 西 学 界 展 示 他 对
人 类 哲 学 大 变 革 时 代
的沉思。

安 乐 哲 认 为 中 国
哲 学 是 个 活 的 传 统 ，
自 古 及 今 生 生 不 息 ，
他 倡 导 全 息 性 “ 焦
点 — 场 域 ” 式 “ 一 多
不 分 ” 学 术 方 法 。 他
的 中 西 比 较 哲 学 注 重
文 化 语 义 与 “ 阐 释 境
域 ” 方 法 论 ； 注 重 中
西 关 于 “ 人 ” 观 念 的
深入对话。

他 把 “ 人 ” 阐
述 为 “ 生 成 中 的 人

(human becomings)”
， 说 明 人 同 宇 宙 变 动
不 分 的 关 系 ， 把 对 “
人 ” 的 哲 学 思 考 扩 展
到 全 人 类 和 全 球 化 的
境 遇 当 中 去 。 安 乐 哲
注 重 中 国 哲 学 “ 成 己
成 物 ” 、 “ 成 人 ”
、 “ 成 仁 ” 的 “ 做
人 ” 过 程 ， 深 入 阐 发
中 国 哲 学 是 “ 生 生 ”
的哲学。

对 于 新 书 ， 在
接 受 中 新 网 记 者 采 访
时 ， 安 乐 哲 谈 到 ，
用 “ 生 生 ” 二 字 ， 是
因 为 这 正 是 中 国 文 化
的核心。

另 外 ， 书 中 文 章
关 注 问 题 看 似 不 同 ，

但 其 实 有 共 同 的 出 发
点 。 即 广 泛 呈 现 于 儒
家 思 想 和 中 国 哲 学 中
的 相 互 依 存 的 价 值 ，
对 解 决 时 代 紧 迫 问 题
具有巨大价值。

安 乐 哲 提 到 ， 中
国 文 化 传 统 是 宝 贵 的
一 个 东 西 ， 我 们 ( 西
方)现在个人主义的意
识 形 态 ， 没 有 办 法 解
决 我 们 现 在 人 类 面 对
的 所 有 的 问 题 ， 全 球
暖 化 、 环 境 破 坏 ， 什
么 都 是 要 合 作 ， 是 “
己 欲 立 而 立 人 ” ， 所
以 现 在 的 世 界 需 要 儒
学。

据 悉 ， 本 次 新
书 发 布 会 由 国 际 儒 学

联 合 会 学 术 委 员 会 主
办 ， 发 布 会 以 线 上 线
下结合形式开展。(完)

  第七届武汉诗歌节开幕

中国诗人面对面环节 主办方供图

 《生生的中国哲学》
人民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