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学中文学中文
责编：赵晓霞 邮箱：xiaoxiapeople@126.com

2023年7月7日 星期五

刘勰 （音同协） 30 岁那年做了
一个梦。

在梦里，他手持丹漆礼器，追
随孔子向南方而去。醒来之后，刘
勰认为自己得到了圣人的启示：“圣
人这么难见，我竟然有幸在梦中相
随，太荣幸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
弘扬儒学、立言传道。

于是，刘勰开始动笔写作 《文
心雕龙》，时间是在南朝齐的末年。
当时，他因为家贫投靠在南京附近
的定林寺，已经 10 年了。这些年，
刘勰一面整理佛经， 一面发奋读
书。所读之书除了佛教著作，还有
不少儒家经典和历代文学作品。

从 东 周 开 始 ， 对 于 什 么 是 文
学，文学的作用、创作法则等，无
数学者、作家从不同角度，做了大
量探讨，但大都零散，不成系统。
而文学本身的发展，对理论的总结
也提出了急迫的需求。具体到南朝
时期 ，社会上的文风重形式轻内
容，对修辞之美倍加推崇，以至于
文章越写越华丽 ，风格越写越柔
弱。对此，刘勰深恶痛绝，在儒家
使命的指引下，决心纠谬补偏。

《文心雕龙》 一书共 50 篇，3.7
万字，总结了 《诗经》《楚辞》 以来
历代创作的经验，建立了自成体系
的创作理论与批评理论，可分为 4
个部分。

前五篇，《原道》《征圣》《宗
经》《正纬》《辨骚》，记录了刘勰评
论文学的基本观点，强调写作要遵循

“自然之道”，而这个自然之道是沿着
儒家圣人的思想而来的。因此，要学
习儒家经典，它们既是各类文章的源
头，也是文章写作的典范。

从第六篇 《明诗》 到第二十五
篇 《书记》，刘勰对诗、乐府、赋等
30 多种文体进行了分析、评论，包
括解释名称 、追溯起源 、叙述发
展、褒贬作者，最后综合起来，说
明特征，指出写作时应注意的要点。

接 下 来 ， 从 第 二 十 六 篇 《神
思》 到第四十九篇 《程器》，是 《文
心雕龙》 最重要的部分，系统阐明
了创作和批评的理论。

比如，在 《神思》 篇中，刘勰
论述文章构思中思维与外界事物的
互动关系，所谓“思理为妙，神与
物游”，关键是打通作者思维，调动
辞藻等表现手法，实现对创作对象
的充分表现。

其中有言：“神思方运，万途竞
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
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
少，将与风云并驱矣。”意思是创作思
维运转起来，任由情感、联想、虚构等
手法驱使为文，所谓的创作规矩界限
统统消失，文章雕琢的痕迹一概不
见，创作主体和客体实现了圆融统
一。这时，甭管有多少才，都能在创作
中尽情施展开来。

这样的创作境界一旦形成，就
能打破时弊，冲破形式的束缚，任
由情绪的流动 。好文章就此诞生
了。正如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所

言，该书“以一种时而隐奥、时而
简洁并富于象征的手法，描写了文
学的各种不同体裁的起源以及产生
灵感的精神基础”。

第四部分是第五十篇 《序志》，
是全书的总序。读 《文心雕龙》，可
以先读这篇。刘勰上来就解释了书
名的由来。“文心”指用心写作，

“雕龙”意思是雕琢文章的功夫精深
细致。然后他说明了写作动机、过
去评论家著作的意见、本书的内容
梗概，并对后代提出希望。

虽然刘勰看不上当时的文风，
但也不能脱离时代的限制，写 《文
心雕龙》 时全书采用了流行的骈体
文形式。大英百科全书评价该书是

“中国第一部用骈体文写成的关于文
学理论批评的长篇著作”。

骈体文讲究工整的四六对和用
典 。用典就是用典故 。啥是四六
对？举个例子，刘勰论艺术构思时
说：“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
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这就是四
六对。通过这样的修辞来表现进入
深思时作者的状态。当此时，珠玉
一样的声音，风云一般的气色，都
同时出现在作者的心头笔端。这是
创作正酣的写照。

不可否认，这种华丽的形式确
实妨碍、制约了内容的准确表达。
历代多有批评，认为刘勰为满足对
偶的要求而错落文句、牵强附会、
增减文字、改变事实。不过通观全
书，刘勰的文字表达总体还是很清
楚的，不必苛之过深。

《文心雕龙》 写成后，没有获得
文坛的重视。快 40 岁的刘勰有些着
急，想请当时的名作家、学术界领
袖沈约帮忙宣传一下。但一介平民
怎能见到当朝大官呢？刘勰就装扮
成卖粥小贩，带着书稿，在沈约家
附近的道旁等候。等沈约出门时，
刘勰上前自荐。沈约拿来一看，拍
案叫绝，认为该书深得文理，成天
放在书桌上翻阅。《文心雕龙》 这才
流布开来。

●来华留学生唱响中
文之歌

“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华
年莫等闲……”优美的旋律、富有
感情的演绎、标准的中文发音，如
果只听音乐，观众很难想象这是一
支由国际学生组成的合唱团。

来自韩国的合唱团团长申文燮
说，因为对音乐的喜爱和学习中文
的热情，大家跨越文化差异，走到
了一起。排练和演出时，成员们展
现出极强的向心力和团队协作精
神，即使在疫情期间，拍摄存在诸
多不便，大家依旧通过线上沟通克
服种种困难，创作出了优秀作品。

不少人好奇，这样一支国际合
唱团是如何诞生的？申文燮回忆
说：“2016 年，我在深圳大学音乐
厅看到美国耶鲁大学男声清唱团演
出，受其启发，萌生了创办国际合
唱团的念头。”于是，在学校的支
持和协助下，深圳大学国际合唱团
建了起来。

起初，合唱团只有不到 10 个
人，但成员们兴致高昂，积极帮助
申文燮完成招新、宣传、排练、演
出等工作。与此同时，申文燮积极
创作，把控从歌曲制作到寻找舞
台、租借服装的每个环节。在大家
的努力下，合唱团成长起来，逐渐
打出名声，赢得了口碑。

从2016年一路走到2023年，合
唱团累计完成60余场演出活动和各

类比赛，在深圳大学校园内和广东
广州、北京等地留下了他们的歌声
和足迹。

更重要的是，像当年耶鲁大学
男声清唱团吸引申文燮的注意力一
样，深圳大学国际合唱团也以它独
特的“音乐无国界”风格吸引了许
多来华留学生加入。

泰国留学生黄伟豪告诉本报记
者，成为合唱团成员之前，他看过
很多次该团的现场演出。“其中一
次阿卡贝拉合唱，大家在完全没有
乐器伴奏的情况下合唱，不同声线
混合在一起非常饱满，现场听起来
非常震撼。”黄伟豪说，一次又一
次聆听之后，自己萌生了加入合唱
团的想法。

来自俄罗斯的富星是2016年就
加入的“老团员”，一直很喜欢唱
歌。“为了继续这一爱好，也为了结
交更多朋友，我选择成为深圳大学
国际合唱团的一员。”富星说。

富星表示，7 年里，尤其令她
感动的是，合唱团即使在疫情期间
也从未“停摆”，后期制作人员收集
成员们分别录好的视频，再将它们
整理组合成一个完整作品。音乐使
大家跨越了一个个障碍，让身居不
同国家的同学紧密地联在一起。

目前，合唱团共有 20 余名成
员，每年伴随毕业季和开学季，大
家“来来往往”，有人带着在合唱团
的美好回忆离开，有人怀着想要借由
歌声传递心声的愿望到来，大家都有
同一个心愿——唱响中文之歌，唱出
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在感受音乐中学习
中文

虽然在中国学习中文，但是理
解并熟练唱出意蕴深厚和富有诗意
的中文歌词，对许多来华留学生而
言仍是挑战。

富星告诉记者，有些成员会先
把中文歌词翻译成母语，并用汉语
拼音做好标注，但她习惯在感知音
乐中学习中文。“理解一首歌不一定
非要从翻译歌词开始。我会先听旋
律，感受音乐意蕴，之后再反复跟
唱，尝试理解歌词。”有时，歌词比
较难懂，富星会请教中国同学、上网
搜索或者查看电子词典。经过不断
练习，等到录制歌曲时，富星就可以
直接看着汉字唱歌了。“只有把旋律
和歌词结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艺
术作品。在感受音乐的同时学中文，
是对作品的尊重。”富星说。

颜如玉来自伊朗。在她看来，
中文口语是比写作更难逾越的“关
卡”。加入合唱团后，颜如玉借助唱
中文歌这条途径找到了一些“感
觉”。“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中文发
音准确度都随着参加合唱团提高
了，而且渐渐熟悉了中文字词背后
的表达。”她告诉记者，“一边唱歌
一边学习中文，这就是老师们常说
的‘寓教于乐’吧！”

合唱团成员的中文水平不一，
相较于其他成员，从小在广东长大
的黄伟豪唱中文歌可谓“信手拈
来”。不过，在合唱团活动中，黄伟
豪也有收获——学习歌词这种文学
化的表达方式以及共情歌词想要传
达的内在感情。

“比如录制《朋友》时，只有一
部分成员重返校园，还有许多成员
在家乡无法与大家相见，这时候唱
这首歌的感触就特别深。”黄伟豪
说，“‘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
一杯酒’‘还有伤，还有痛，还要
走，还有我’……朗朗上口的歌词
背后，是对暂时无法‘线下归队’
成员的思念。”

●做传播音乐和中国
故事的使者

合唱团成立 7 年，推出的大多
数作品与中国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比如，时值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合唱团录制了 《不
忘初心》，送出来华留学生对欣欣向
荣、蓬勃发展中国的祝福；亲眼见
证中国的脱贫攻坚成就后，合唱团

成员有感而发录制《国家》，为这一
人类史上的壮举喝彩；为祝愿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办，合唱
团“上线”原创歌曲 《冰雪之望》；
随着中国国内疫情逐渐平稳，越来
越多留学生得以从各自国家回到深
圳大学，合唱团录制 《春日来信》，
表达大家对朋友欢聚重逢的喜悦幸
福；每年 7 月，是中国高校的毕业
季，合唱团打造了新歌《荔园》，并
在公众号上征集视频，以歌曲+视
频的形式，描绘同学们心目中荔园
的春夏秋冬，表达对母校的不舍和
思念。

“音乐是生活中的一门艺术，是
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是传递心声的
窗口。”谈及选择这些主题创作歌曲
的原因，申文燮解释道，“我们来到
中国留学，学习语言的同时也见证
了中国的发展，经济增长、乡村振
兴、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等都是具体
体现。因此，我希望用音乐表达自
己的见闻。”

7 年里，申文燮一直遵循这个
理念，以旋律和歌词谱写关于中国
的故事，带领合唱团的成员把它唱
给世界。

这也是其他成员不约而同做的
事情。富星喜欢把合唱团歌曲分享
给朋友听，她说，大家很感兴趣，
还有朋友慕名而来前往现场观看合
唱团演出。“即使毕业以后，我也愿
意继续参加团里的活动，以歌声讲
述我在中国的见闻。”

颜如玉的家人则会询问她合唱
团歌曲的意义和歌词的含义，“有时
候我还教他们念其中的歌词。最让我
欣慰的是，他们通过合唱团作品这扇

‘窗’走近了中国，也慢慢喜欢上了中
文和中国文化，这让我感到自己扮演
着重要的‘桥梁’角色”。

你有没有向亲朋好友推荐过合
唱团的歌曲？被问到这个问题时，
黄伟豪脱口而出：“当然有！”作为
合唱团的摄影师，每当推出新作
品，黄伟豪都会向亲友展示。“你在
画面里！”“我在这段和声里听到你
的声音了！”他们在视频里“寻宝”
的过程，是探索他平凡留学生活中
不平凡故事的过程，也是加深对黄
伟豪就读大学深圳大学及中国认识
的过程。

申文燮表示，自己在中国相继
组织了深圳大学国际合唱团以及留
学中国“云”合唱团，大家借助合
唱团歌曲，唱出了自己与中国的故
事。毕业后，不管是回到韩国还是
留在中国，他都会继续支持合唱团
发展，推出更多优美歌曲，做传播
中国故事的文化使者。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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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何丁来自喀麦隆，是位于湖南省长沙市的中南大学机
电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大四学生，正在向小
时候种下的“机械梦”进发。

何丁不仅在专业课上成绩优秀，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文，
与老师、同学结下深厚情谊。他说：“我在这里学习和生活很充
实、快乐，经常和家人分享。”展望未来，何丁计划继续深造，攻
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先在中国积累工作经验，最终回到喀麦
隆，把在中国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家乡建设。

图为在中南大学图书馆，何丁在查阅图书资料。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非洲青年何丁：

留学中国 实现梦想
非洲青年何丁：

留学中国 实现梦想

在深圳大学 （也被称为
“荔园”）有一支特别的合唱
团—— 深 圳 大 学 国 际 合 唱
团。它主要由来自韩国、泰
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
拉等国的留学生组成，以歌
唱原创中文歌曲为主。这些
动听的歌曲饱含来华留学生
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所
思，每次推出都能收获各界
好评。

深圳大学国际合唱团：

用中文唱出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本报记者 王晶玥

◀深圳大

学国际合唱团
团长申文燮在
录制歌曲时留
影。

◀深圳大

学国际合唱团
俄罗斯留学生
富星正在录制
歌曲。

◀深圳大

学国际合唱团
摄影师黄伟豪
正 在 拍 摄 视
频。

在深圳大学毕业季，该校国际合唱团在排练《荔园》。在深圳大学毕业季，该校国际合唱团在排练《荔园》。

深圳大学40周年校庆相关活动上，该校国际合唱团演唱歌曲《春日来信》。图为演出现场。


